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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县农机系统管，供、修、造、研、训机构示意图

政工股Il管理股I I生产股l I安全股II财会股
负责全县程机系统的生产．供应．管理，安全、培训．科研和推广使用的工

作。一九八四年底止共有干部282k．

机械厂： 区农机站：共lo个，干部 农机供应公司：

职工总数771人，有 45人。是县农机局的派出 有职．7-41人，流动资

设备172台，固定资产 机构负责各区，乡(公社) 金15万元，购进总额

397万元，年产值395 的全面农机管理工作． 185万元，年销售总

万元．承担全县所需 I l 额202万元，主要承

要的农业机具的生产 区修造车间 区供应门市 担全县农业机具的供

任务． IO个，94人。 10个，34人。 应服务工作．

有设备5I 承担经营各

农机修造厂：
台，固定资 种农机零，

职工总数264／＼，有设
产47万元， 配件和油料 农机化学校：

备103台，固定资产 年总产值 的供应。 有教职员工14人，房

199万元，年产值lOl
64．18万元。 屋2-325平方米，教学

-_．

设备基本齐全，主要万元。主要承担汽车、

拖拉机等修理和制造 乡(公社)农机站：4乓,96 承担全县农机人员的

部份生产生活机具。 个，管理人员219／、．，是基 技术培训工作．

层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全

乡内；f己机具的管理、培训、

安全和推广使用工作。 农机研究所：
钢帽厂：

I I 有lOA．，房屋400平方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

乡(社)修造 乡(社)供应 米，主要承担引进、
十一日，由上级批准 车间72个， 点96个，96 试制和推广新机具的
从县机械厂分出。从 331人，有设

事悬式绝缘子球铁帽 备149台，固
人，年销售 工作。

定资产128 额300万元，
的专业生产。

万元，进行 主要承担油

简单的生产 料和零，配
和修理业

件供应。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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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县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已有近三十年历史．近三十年，农业机械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由点到面，逐步发展，中间虽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健康的，现在，农业机

械分布全县各乡．村，遍及千家万户。

为了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农业机械化工作，更好地为。四

化”建设服务，我们对简阳县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变化和工作情况作了如实的记录，

编写了《简阳县农机志》．

《简阳县农机志》的编写，是在党中央号召编写新的地方志的推动下，在县志编修

委员会的指导下，从一九八四年六月开始，经过建立组织，确定专人，宣传发动，调查

了解，走访座谈，收集资料，分析整理，集体讨论，专人编写，群策群力，多次修改完

成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鼓励和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本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和从事农机化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积极提供了资料与建议，在此，特致以谢意．

由于时间．精力．经验、水平均有限，本农机志难免有误漏，敬请领导和有关同志

批评指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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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资料，来源于县人大，县政协、组织部．农贸办．县总工会及档案，统计．

农机、农业，水电等局和农机局所属厂，司．校，所等14个单位的存档或编写的有关资

料和历年决算统计报表数据．同时，还从老干部、老工人、知情人等的座谈走访中，索

取了口碑资料。严于核实而选择运用。

二，本志采用通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文字准确，简练、鲜明，生动。标点符号

按《新华字典》附表规定。简化字按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第一，二批简化字表使用．

三．本志的年限，根据农机的发展史实，上限为一九一三年，下限为一九八四年．

公元年份一律全写，文中用中文数字，表中用阿拉伯数字。 ．

四，本志中的称谓，如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和官职等，均依照当时历史习惯

称呼，并注明公元．今地名称等。人物称谓，一般直呼其名，不加职务，官衔及褒贬之

词．

五．本志中所用名词，术语，一般用全称，其中较长而又多次出现的，第一次写全

名，并在括号内注明简称。专用名词．术语按规定使用．

六．本志中以市制，公制作计量单位，其名称均按中央国务院统一规定(《新华字

典》附录)．统计数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文字。

七，本志采用以类系时，以事系人设置篇章节目。全志共六篇，二十六章，八十六

节，九十八目，总计十七万字．

·7·



概 述

简阳县地处盆中西部，东邻乐至，南接资阳，西靠仁寿，北与成都市接壤．幅员

2187平方公里，其中，丘陵占89．9％。属盆中丘陵旱地经粮作物机械化区．
‘

全县有11个行政区，5个镇，96个乡，799个村。总户32万户，其中，农户295493

户；总人口1294000人，其中，农业人口1191000人．农村劳动力540184个．耕地155918l

亩；其中，田441916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1．31亩，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2．92亩。丘陵

地区耕地占总耕地的94．5％，土壤比阻一般在0．5公斤／(厘米)2左右，宜种性和宜耕性

都比较好，适宜机械耕作面积占总耕地面积55％。

县内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无霜期长，平均风速小，适宜于

多种作物的生长和禽畜的养殖。但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冬干，春早．夏旱，伏早．

秋绵雨等灾害性气候，对种植业的发展有较大影响。我县主产稻．麦，玉米，薯类，豆

类等粮食作物和棉、油，蔗为主的多种大小宗经济作物，畜牧业资源丰富，农副产品加

工原料充足，水域宽阔，沱江沿岸盛产砂石．经济开发的潜力很大．

境内水陆交通便利。成渝铁路，沱江航道自北而南纵贯全境，分别为46和74公里；．

县属公路总长700公里，乡村公路1 300多公里，实现了乡乡村村通公路．为城乡物资交

流创造了条件．

全县工业发展较快。机械．化肥，制糖、造纸，食品．榨油，建工建材工业具有相

当规模，乡镇企业有一定基础，对全县农业生产发展，在技术装备．资金积累，劳力安

排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解放前的简阳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国民党政府只顾向百姓征粮要税，地主豪绅拼命

向农民高利剥削，他们既不管群众的死活，更不过问农业生产力改善．几千年来，简阳

农民处于肩挑背磨和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农活艰苦繁重，效率产量极低，过着暗无天

日，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地位．当时的社会正如

唐代诗人杜甫诗中所深刻揭露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农民们哪还有余力去

改善生产条件啊!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关心、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减轻农民

的劳动强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积极宣传示范推广新式农具．一九

五二年土改刚结束，就运来解放式水车，简易稻麦脱粒机，新式步犁等新式农具，进行

示范试验。一九五六年春省农业厅在我县建立了拖拉机队，引进乌尔苏斯拖拉机和机引

犁，在射洪乡(今解放乡)进行机耕试验，深受农民欢迎。铁牛耕地是从古到今的一件

大事，震动很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标志着我县农业现代化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干旱，历来是我县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发展提喷灌机械是简阳广大农民渴望

已久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始终把发展提喷灌机械作为发展我县农

-8，



机化的首要任务。一九六二年，机电提灌动力增加到56台，106I马力，占农机总动力的

50呖．到七十年代，根据我县农业发展的需要，提喷灌机械发展更快，一九七九年比一

九六二年增长60多倍，提灌总动力发展到4262台，57260马力。机电提喷灌作业面积由

一九六二年的0．72万亩增加到j九七九年的61万亩，增长80多倍。由于机电提喷灌的发

展，我县冬水田由一九六五年的近40万亩，减少到一九七九年的7万多亩，两季田大大

增加，由一九六五年的不足10％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80％以上。这样，冬干春旱时，充

妊发挥喷灌机械的作用，+赢得了小春的丰收；抢收抢种时，，又充分利用机电提灌，保证

了水稻的满载满插，．促进了粮食增产．全县的粮食总产量稳步增加，由一九六五年的4．6

亿斥，。增加到÷九七九年的8．87亿斤，．增长了95呖。 ： ，’ ．。． 。．

：s：：随着提喷灌机械的发展，耕作、，植保，脱粒、运输。农副产品加工：饲料加工及烘

壬二：育秧÷．’载播、?收割，‘改田改土等机械及其作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对我县农业生产的

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j。 ． ：

为适应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一九六O年四月，成立了县农机局，管理全县的农业机

械和工具改革■÷九六兰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县农机局撤销，又成立县农

机管理站；．’负责全县的农机管理，供应、修理。此后，区j社农机站先后建立起来．棍

据上级指示精神，，农业机械调整为三种经营形式，即：国营，国社联营、社队联营。从

而调动了各方面办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一九六八年，在县革委生产指挥组成立了农机

组，领导全县的农机工作．一九七二年十月，恢复建立县农机局。一九七七年，第三次

全国农机化工作会议以后，遵照省委。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决定”，县委又成立

了县农机化领导小组，全面加强了对农机化工作的领导，对县农机局配足了干部：建立

了各职能部门(般室)。局属三厂(机械厂、钢帽厂，农修厂)．一司(农机公司)+，?

农机校、‘农研所：10个区农机站，．96个乡(公社)农机站，700多个村(大队)农机站．

母个从县到区．乡，村的农机管理、生产、供应，修理、科研、培训六合一的农机化管

理服务体系逐步形成。 ．．’．

a≯自_九五六年以来，简阳的农机化工作，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央

关于农机化的方针、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到一九八四年底止，全县已拥有农用总动

力19．4万马力：每千亩耕地占有120马力，其中，拖拉机2822台，4．65万马力；提灌动力

3366台j：5．i9万马力；农用汽车255辆，2．22万马力，各种配套机具和半机械化机具8

万多台(件)．．乡以下的农机固定资产原值4千多万元，各类农机人员I．1万人．历年农

机作业累计收入I 3465万元，利润1114万元，经营者和社会(节劳、增产，扩大再生产)

累计所取得的总效益为6．49亿元，每个农机人员每年为全县创造的财富为4637元。以县

机械厂为主体的农机生产企业，历年共生产200多个品种，200多万台件，累计创产值6

手多万元，利润200多万元。以县农修厂为主体的县，区．乡农机修理企业，累计修理

各种农机具1．03种，13万多台次，修复各种J日件294种，32万多件，生产各种配件76种，

2§万多件，累计刨产值1062万元。县，区、乡农机供应部门，历年累计供应全县各用户

的农机具及其零配件3000多个品种，200多万台件，购进总额5千多万元，销售总额4994

万元，实现利润16万元．农机科研方面，历年共引进、改制．研制试验推广各类机具129

种蠢农机培训方面，历年共举办各类训练班271期，累计培训各类农机人员1144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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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为简阳治山治水．农业的抗灾夺丰收，农村经济发展，减轻农民的劳动强

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农机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十年浩劫。左”的思想影响，曾有过盲目追求速度，不

顾质量，只求数量，为化而化，不讲求效益，造成了一些浪费和损失的情况，其教训是

今后应避免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全面落实，简阳农机化工作也

曾受过。农业联了产，农机要垮杆”，。土地包到户，农机进仓库。，。大田划溜溜，

农机要退休”等的影响，造成了农机战线的短暂混乱．但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

农机局及时采取了在。适应，效益，巩固，提高。的方针指导下的一系列措施．以后又

根据中央关于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扶持两户，促

进致富”的方针，使简阳的农机化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整个农机战线呈现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吸引了很多省内外同行来简阳参观学习．

目前，一个农民自主办机械化的势头正方兴未艾，农业机械化必将为实现我县农业

的两个转化，为富民翻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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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三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刘吉安之父刘兴田(湖北省麻城县人)，来简阳草池堰

安装．试销汉阳洪顺厂生产的轧花机． 一 ．

乒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刘兴田到简阳县城南街开设店铺(大有店)，经销洪顺牌
轧花机． ．

一九二三年，刘兴田开始生产制造轧花机皮辊和零配件。

：j 一九三六年，刘吉安接替其父经营生意，并开始顾请工人，办起了。吉安铧厂。，

以生产轧花机为主，同时生产犁铧。

一九五二年，吉安铧厂已发展到40人。 。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II省农业厅，在我县创建国营拖拉机队，为全省四个农机化试

点县之一．

一九五六年，简阳吉安铧厂接受公私合营改造，建立简阳县吉安机械厂．这是简阳

县的第一个机械制造工厂．

一九五七年，石桥铁器社与吉安机械厂合并，更名为简阳县机械厂． ’

一九五八年六月，内江专署决定，将简阳拖拉机队下放给简阳县直接管理，并改名

为国营简阳县拖拉机站．

一九五八年七月，简阳县机械厂转为地方国营简阳县机械厂．
’

一九五八年秋，在全县范围掀起轰轰烈烈的大搞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 一

一九五九年，我县陆续引进锅驼机．煤气机，汽油机，水轮泵，电动机等提灌机械

进行提水作业，并相继建立了白塔坝抽水站，西门抽水站、施家坝抽水站和石埝子水磨

滩电站． 一

一九五九年，机械厂由简阳城北迁厂到西门棺山(现川拖厂厂址)． 一

一九六O年四月，县农机局成立，负责全县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

一九六O年四月，机械厂成立党委会。

一九六O年七月，四川省委决定丘陵地区农机化试点在简阳县进行．

‘一九六O年九月，建立四川省简阳县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试验站。

I 一九六二年初，机械厂贯彻调整方针，职工减至二百多人。

一九六二年五月，下马企业县榨油厂并入县机械厂。

一九六二年六月，贯彻中央调整方针，县农机局撤消。
’

一九六二年八月，简阳县商业局所属农具厂(简阳县第二机械厂)并入简阳县机械

厂．

一九六二年八月，四川省简阳县丘陵地区农机化试验站并入简阳县拖拉机站．

一九六三年初，简阳县区级农机管理站和部分公社农机站相继成立． 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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