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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阅史观今，中华上下五千年，孕育着一部以农桑耕织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发展史。尽管历史年轮翻

滚、时代变迁，科技突飞猛进、快速发展，经济百花齐放、浪潮涌动、城市日新月异、人文更迭，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根本，仍是自然社会向前发展亘古不变的前提。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国家战略战备，社会和谐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

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特殊位置。

龙湾作为温州三大核心区之一，自1984年建区之初，与近邻鹿城、瓯海相较，农业、农村、农民比

重最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比例最低，尤其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载体的中

心城区，其建设几乎处于零基础、零起点、零起步状态，具有特殊的区情、特殊的区位、特殊的地位和

特定的发展分阶段。

与温州其他地区相比，龙湾发展现代农业则优势明显：其一，自然条件优越。龙湾地处温瑞平原，

土地肥沃，河网密布，物产丰富，历来是温州“鱼水之乡”。蔬菜、水果品种繁多，灵昆文蛤驰名中

外；其二，农工结合紧密。龙湾人民从农业起步，工业起家，全面促成了经济社会的进步。龙湾城区

框架的逐步拉大和成型，实质上就是一个立足新农村建设、农业转型升级、农民创业闯市场的进程；其

三，发展前景广阔。特别是“瓯飞围涂”启动在即，之于龙湾现代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和农业转型升

级、空间广阔、机遇宝贵、意义重大。

近年来，龙湾区按照中央和省、市的要求，立足区情，抢抓机遇，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区域农业显现“山上杨梅、滩涂养殖、平原蔬菜”的特色；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初步

建立起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了城乡互动的新格局。尤其是当前，随着农业功能区建

设的大力推进、农业服务体系的逐步健全、农产品品牌化战略的有效实施以及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农

业产业化之路方兴未艾，创成全国首批平安农机示范区，7个村创成省级绿化示范村，2010年实现农民

人均年收人15294元，位列全省前茅。“三农”工作可谓硕果累累，卓有成效，为龙湾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下步，我们更应当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进一步把握新时期龙湾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以敢于争先的豪气，拼搏奋进的勇气，开拓创新的锐气，倾力做好以统筹城乡综合改革为重点的

“三农”各项工作，着力实现农业新增效、农民新增收、农村新改貌。

《龙湾农业志》的问世，汇集着涉农专家学者、有关领导及广大农业战线工作者的学识才智和辛勤

汗水，见证了昨日龙湾、今日龙湾的农业农村发展进程，尤其是重点记述了新时期以来龙湾农业发展的



概貌，是龙湾区一部承前启后、追古抚今，继往开来的农业发展史志，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

意义。希望广大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能够学习借鉴，得到启发，并在今后的实践中，求真务实、

学以致用，为建设生活、生产、生态“三生融合”的现代化滨海新城区再立新功，续写辉煌!

陈玲玲

2010年12月



序二

龙徙山野千里而触首海湾，瓯积潮土万载而昼夜不息。今之龙湾，西依大罗山，北临瓯江，东濒大

海，域内辖地四千二百公顷，生民三十有三万余众，实乃天育商居之宝地、农桑之沃土是也。

龙湾农史，远溯两汉。昔时刀耕火种，广种而薄收；今日精耕细作，现代而高效。龙湾农业发展至

今，品种甚丰，粮有水稻、甘薯，副有菜菽瓜果，畜有牛豕鸡鸭，渔有鱼蚌虾蟹，不胜枚举，更为国家

杨梅、文蛤之乡。龙湾地处温州大都市圈内，域内农业亦称“都市休闲农业”，供都市粮肉果蔬之需，

辟市民生态休闲之所。余常思龙湾农业发展之道，以为应以高效、优质、生态为鹄的，求精不求泛，求

质高而不求量巨，依区位之势而利导，以广推高新适用之技术为要，以设施、农机为体，以规模化、产

业化为形，明定位、适布局、优投人、重品质，知实情而善用之。

所谓农事无不遵天而循道。《齐民要术》日：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农谚农理，

皆藏成事之法、蕴发展之道。食为政先，农为国本，农本即为国政之基，是故勤察农桑则可明国政之道

也。一卷农桑之史志，不惟志农桑之变迁，实乃自然沧桑之史、人文发展之史，更可为社会之照、百业

之鉴也。

龙湾农业志编纂历三载寒暑而告书成，实乃龙湾文史之盛事，龙湾农业之盛事也。望以此志为鉴，

明龙湾农业发展之法，成龙湾农业发展之势。今作志序，感思不已。

王祖焕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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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农业，是人类“母亲产业”。从远古走来，农业一直是人类抵御自然威胁和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人

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可以说农业养活并发展了人类。农民，最是朴质无华。在秦代以前，农

民被称为黔首，虽然当时因黑布裹头得名，但由于日日在田间劳作，也有晒得面孔黢黑的意思。犁耧耙

耱、打草拾柴，春播夏管、秋收冬藏，起早摸黑、兢兢业业，农民的利益来得最清苦、最清廉，他们也

最懂得这片立足之地。

“君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有了粮食的稳定，就有农民的稳定和农村的稳定，农业问题不仅

是最基础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2004年至2010年连续7

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建区以来，龙湾人清醒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

地位和战略意义，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不断拓展农业产业化的新路子，相继创成首批国家级

IPM蔬菜植保社区、首批国家级平安农机示范区，初步形成了“海涂养殖”、“城郊蔬菜”、 “山上杨

梅”的农业发展格局， “中国杨梅之乡”、“中国文蛤之乡”等特色产业品牌效应显著提升，城郊型效

益农业在龙湾现代化滨海产业新城建设中焕发着勃勃生机。

盛世修志，造福后代。《龙湾农业志》是龙湾建区以来第一部农业志书，上溯先秦、止于今时，涉

猎广泛、内容丰富，涵盖了龙湾农业发展的多个层面，不仅展示了龙湾农业的发展历程，更是龙湾改革

开放实践的一个缩影，必将教育和激励一代又一代龙湾人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黄阳栩

2010车12fl



编辑说明

一、指导原则 《龙湾农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

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龙湾农业发端、发展、

变化的全过程，修成一部富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的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

二、时限上限不拘，追溯事物发端，下限迄于2009年底，个别事物记载延伸至2010年成稿之时。

按照明古详今、略远详近的原则，重点记述龙湾建区后农业发展的状况。少数事物为了叙述的完整，作

适当的延伸。

三、地界龙湾区建立于1984年12月，时仅辖5个乡镇，区域较小；2001年9月，划入瓯海区的永强

片和瑞安片的梅头镇(现海城街道)后，区域面积扩大近4倍。至2009年12月行政区划未再变更。因

此，建区前均以“区境”或“域区”称之，范围包括现龙湾区所辖地。

四、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字力求准确、简洁、流畅。凡引用史籍文献原文者，注明出处。

五、结构按事物性质和内在联系，设置篇、章、节、目，不受现行行政管理部门专业分工的限

制。篇章间某些内容的交叉，采取有详有略，各有侧重的方法处理。

六、纪年中华民国及以前采用历史纪年，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

元纪年。农历用汉字，公历用阿拉伯数字。年代前未标明世纪的为20世纪。

七、时代1840年以前称古代；1840—1949年称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当代。

八、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保留使用

“亩”的面积单位。其他时期用当时的计量单位。

九、数据1949年以前悉遵史料。其后以国家统计部门认定的数据为准；缺项的，采用有关部门提

供的数据，经核实后引用，注明资料来源。

十、数字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不确定性的或专用名词、习惯用语用汉字书写。直接引用古代文献

的数字从其旧。

十一、资料来源温州市、永嘉县、瓯海区、瑞安市及现龙湾区文献档案及调查资料、口述历史资

料等。本志书所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性数据，建区前(1984年12月以前)以温州市(永嘉县)

现存档搜集；建区后(1984年12月以后)以区统计局的统计公报为准；统计局未作统计的，以各部门提

供数据为准。



2005年1月7日水利部领导视察采强水电站。



龙湾农业志

8年6月18日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视察龙湾区。

99-Z月13日浙江墙林业厅厅长楼国华到龙湾区督查沿海防护林建设。



龙湾农业志

2009年5月13目浙江省农业厅孙景森厅长调研大棚蔬菜。

20079-11月8日龙湾区人民政府与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举行科技提升特色农业合作签约仪式。



龙湾农业志

永*农业示范园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龙湾农业志

水田

水稻机收



大棚蔬菜

花椰菜种子场



龙湾农业志

南瓜

更昆甜瓜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厘

“大岙涟”牌杨梅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扮会

二00三年五月二十几日



沿海防护林带

龙湾农业志



龙湾农业志

海域蛋鸭

灵昆梅花鹿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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