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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县畜牧水产志》领导小组及编写成员

自左至右前排t奢正平俞仲林

后排：胡功钻科长庚盘绍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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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望城未见有单独的畜牧水产志书，清代以上

志书，即催有害牧水产史实记载，’亦不过寥‘寥数语；无法窥

觅驸孳：：《童城婪蔷棘产嵩’》编纂之完成|，；樊努新的尝试，
对于总结过去，把握现在，策励将来’，都将起。定作用。，”_。r

jt瓣《望城葬畜牧i粼产意劳臂：节万蔡字：≯本着详冷’略古原

则，主要记载了1949年至1987年的畜墩水产史实∥记载胃锶

养、品种勰饲耕漕防治心科技锋各个穷面，凇较客观地a历

史地、全面地反映了事亮牖真栅强愿丽每封；憋鬻式最共和国
成宴濑，的魇基察实，摊瓢能搜集糨稚糖奄觑；j。

《望城县畜牧水产志》，从螂17每3、，尽铡玲89年9_，其脱稿
付印?攥时两等量熊餐：暴碾-千唔万换始出?来净毒猿抱蘑琶半遮
面"：不过．，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观点正确，记事准确、．

言简意赅卜体侧、绳当，以期能够起到“资治理教化、存史”

的作用。 ，!．¨曩、．，。矗叠!：。漉鼢 。j一、i!

在中巷卞；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畜牧水产事业蓬勃
发展，方兴耒艾，修志工作也将年年纪实，续而不断，源远

流长。

刘长庚

19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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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李枣，士熙串华民国以远，下．喂198可复!个别警方延李19§8年_，

。，二j，j声志通用译锋誊ij分畜牧、水产士下露等r共9孝、孕7节，篇首末另列

概述、本事圈一机构、科技、摹：点碧摹砧、、杂记等蠢、’

三一-庹量衡，采用1986每冒家公帝的廿章法据是的‘计；量。警位。1986盎r

前，采孱的计量尊位，照安谗霉≯、’ ：。一 _：i。；、“’，：。‘

四0霄会之辞惜，叉不’能入正篇的重要事实；i尉尉录或入杂记内。． 。

：‘‘孟、?正文中敦述不详的情沉，歹Iji‘图表补宽。1
’

j：√‘。
。

。

六、本志材料主要来源千堕城县：长沙真档案海、湘潭帚第一档。案局，。

省图书馆；一省0、帮主管局及本局档案d
’

i： ∥
j、： ．j、：

‘。 一
‘

v’

毛：‘；着巍案资料沭釜交需查证曲霉实，菇。扇’调查芳法，潋舀碑资料为
’

；

据j
’。“ ，∥ i一' “

+．{ ‘|-：
．、一

八：长、望、郊合并期间，凡属发生在望城境域内的事实剜记，发生在

现在长沙县、长沙市郊区的事实则不记。
一

．。 ， -!。，。，，-．
。

‘ ，： ’，一。

九．．统计表以计5委：统寸局数字为主，如缺，则龆其他部门的数字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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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望城畜牧水产业以养猪为首，鱼、禽、牛及其他。’牲猪生产在农村的农业经济地

位，仅次子粮食，素有“一粮二猪"的说法。

望城养猪，条件优越，得天独厚。县境毗连长沙城郊，市场活跃，交通方便，有长宁

公路横贯东西，京广铁路、湘江纵穿南北。建国以来，每年农民从长沙市购回的糠、

糟、饼类商晶镝料≯不下2万吨，交售外运给长沙市及外省县的大小牲猪有70余万头。

全县盛产粮食，，年用予养猪的饲料粮约l亿公斤；还有湘粉加工业，自清代至今，成为

传统，湘粉加工的副产物(豆渣、豆浆)是养猪的优质饲料，年产约6万至7万吨。有

如许条件，是以望城养猪兴旺发达，长盛少衰。1957年，全县发展牲猪444184头，比1949

年43000头增长9．32倍，成绩斐然，闻名全国，华国锋、邓子恢、姚依林、林伯渠、徐特立、帅

孟奇、谢觉哉、蔡子伟、韩一均等中央领导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台湾)先后组

织四万余人来望城考察养猪，还摄有《(望城养猪》电影专辑，，人民II报、．大公报、新华

社、新闻周报、新湖南报，都曾撰写文章，刊登图片，’颂扬望城养猪，名极一时，蔚为

大观。童年困难时期，金县养猪憋剧下降,1961年降到949：83头，，比1952年还减少王3．7％，

1962年舟始发肉票，每人每年限量供应猪肉2市斤。1963N1964年一，落实养猪方针政策，

全县牲猪生产恢复发展很快，望城养猪，仍为全国嘱目。1965年，大湖公社西塘大队养

猪列入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70年代， ‘望城养猪走在全国前面’，中央号召全国养猪

学长沙(时长沙望城合为一县)，各地来参观养猪的一批接一批，新康公社张仕斌“一

家班”猪场成为参观的中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养猪业更有长足进展，专业

户、重点户蓬勃发展，专业养猪户张学士、张明尧、刘寿云及黄金乡新塘村、黄金乡兽

医站，都先后评为全国、全省畜牧先进单位，中央有关领导何康、刘江、郝建秀、王兆

国、雍文涛等亦先后来望城考察指导养猪工作。1985年以来，望城发展瘦肉型猪，闻名

全省，各地来望城参观养猪的，又出现增加的势头：1987年，全县饲养牲猪133．3万头，

出栏肉猪58．82万头，人平饲养2．07头，出栏o．914头。饲养量比解放前1941年最高产量

18万头增长6,4倍，比1949年4．3万头增长30倍，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60．6万头

增长i．2倍。全年养猪产值6969．2万元，占畜牧业产值7336万元的95％，占农业总产值

287168万元的24．2％，牲猪商品销售收入，占全县农副产品销售收入的80％。

新中国成立38年来，全县牲猪生产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兰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49一,1957年。这时期贯彻“私有、私养、公助矽的养猪方针，牲猪生产除1954年因水

灾略有减产外，其余年份都上升，19S7年饲养量、出栏肉猪量，比1949年分别增长9．34

俄和7倍，平均每年递增4．19％和3．67％；第二阶段1958"--1978年。这时期贯彻公私

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养猪方针(1958年为公私并重，1959----'1960为公私并举，公养为主，

1961年,--'1968年为公私并举，私养为主，1969～1978年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

l



员家庭养猪)，实际指导思想和行动，都是以集体养猪为主。20年中，牲猪生产虽则总

趋势是上升，但有些年份ii,l‘而徘徊，1t寸而下降，1978年饲养量、心栏肉猪量，比1958年

只分别增长44％和110％，平均每年递增1．78％和1．75％；第三阶段为1979"-'-'1987年。

养猪恢复到真正以私养为主，生产直线上升。1987年饲养量、出栏肉猪量，比1979年分

别增长79．9％和151％，平均每年递增7．62％和12．1％。这充分表明，正确贯彻养猪方

针政策，对荔展养猪业有着决定的意义，至于粮食的丰歉、价格的起落、品种的优劣、

饲料的多寡、防疫的好坏，j对发展养猪虽有密切的关系，但比之政策影响的深广度，鄢

居于次要的方位。

望城养鱼，条件优越。全县江、河，湖、塘水砸25万亩(含湘江水面)，其中可利

用养鱼水面8万亩，年平均气温16．9℃，年降雨量1410．8毫米，饵料充足，适宜鱼类生长。

五十年代初中期，以江河捕捞为主，年产量约4万担。1956年，县创建国营乔口水产养殖

场，开始有规模的人工养殖。1958年，全县各公社相继新建一批渔场，贯彻“养捕并举，以

养为主”方针，1959和1960年水产品产量有所增加。但同一时期9由于“五风”①办食

堂，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导致1961年养鱼产量下降，到1962年，望城全年鲜鱼产量434．5

吨，为建国以来产量最低的一年。。60年代中后期，贯彻养鱼方针政策，开展鱼苗人工孵

化，逐步取代江河捞苗，解决了鱼苗、鱼种不足，渔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70年代，连

续引进优良鱼种和优质高产饲料，进一步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80年代，继续引进良种，

大力扩场建场，改变生产条件；建设一批商品鱼基地(全县有渔场24个)，坚持走精养

高产道路}全县还进一步划分水面权限，落实生产责任制，发动群众，山塘养鱼，挖凼

养鱼e 1987年全县可养鱼水面8万亩，实养鱼水厦67671亩，占84．6％；。全年水产品总产

量3723吨，比1949年1520吨增长1．45倍，平均每年递增2．39％，c其中鲜鱼产量3625吨，

比1949年1250吨增长1．9倍，平均每年递增2．84％。捕捞方面，由于江河环境污染，滥

捕未已，鱼源日趋枯竭，产量日下，1987年，全县捕捞产量573吨，只占鱼总产量1．58％，

比1949年下降42．7％。

望城养禽，千家万户，散养为主，每逢春季，农妇走门串户，互换种蛋，孵鸡孵

鸭，形成传统习惯。除散养外，不少农户养棚鸭，专人群牧。、50年代农业合作化后，集

体孵化，养鸭、养鸡、养鹅兴起，高塘岭孵化场，。红旗公社“养鸭营”，望岳、自箬公

社养鸡场，均名噪一时，树为“先进”；实则这些禽场是“五风”盛行的产物，一哄

而起，1根基不稳，缺乏集约经营经验；曾几何时，烟消云散，已成陈迹。60年代，养禽

政策摇摆不定，时而取消奖售、留粮，时而禁养限养，派购过头，不贯彻“多养、多

购、多留"原则，养禽数量起伏不定，经常出现徘徊下降局面。70年代，县委制定政

策，积极鼓励社员饲养家禽，生产逐年得到恢复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搞

活，政策深入人心，群众渴望生产致富，全县涌现了一大批养鸡，养鸭、养鹅专业户、

重点户。1983年至1987年，县畜牧水产局先后从外地引进AA鸡、螺丝鸡、康贝尔鸭，北

京鸭等优良禽种，从事科学技术指导和良种推广普及工作，以适应“两户”发展的需

求，促进了养禽业的发展。1987年，全县年末存笼家禽2213600只，比1949年末存笼

①。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生产瞎指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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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000只，增长7．2倍。平均每年递增5．69％。其中鸡1664320只，鸭481000只，鹅68300

只，比1949年分别增长4．9倍、aS和7．2倍，平均每年分别递增5．4％、6．26％和5．88％。

望城养牛，牛源难自给。建国38年，年年依赖向外购牛补充，每年购牛外流资金约

30万"--'40万元，从50年代到80年代，各级党和政府对保护耕牛，奖励繁殖，多方采取措

施，但收效甚微，发展缓慢。1951年土改后，农民分得耕牛，视牛如宝，倍加爱护，

1952年末全县存栏牛21097头，比1949年增长82％。1953年冬，县委在第六区吴裕钦等

四含互助组办初级农业合作社试点，私有耕牛作价入社，开始集体养牛。1958年，．人民

公社化后，．耕牛饲养管理制度紊乱，平调耕牛，过度使役，‘牛栏被拆毁殆尽。，1960年，

长沙县冻饿、虚脱死亡2500头(望城1100头)。1961年，望城地域年末存栏牛降到18100

头，，比1952年下降20．3％，，为建国以来最少的一年。1964年，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
耕牛工作大会，制定奖励繁殖、留饲料粮等养牛政策，以后耕牛有所发展。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允许私人养牛，耕牛生产获得新的转机，水牛增多，黄牛减少，，壮牛小牛增

多，老弱牛减少，到1981年，全县年末存栏牛27800头，比1964年21366头增长29．2％，

平均每年增力9378头，增长1．7％。1983年冬，耕牛固定到户，转归私人所有，结束了集

体养牛27年的历史，养牛生产有新的发展。从当年到1985年，全县存栏牛基本稳定在

2．&万头至2．9万头之间，还首次出现饲养奶牛情况(高塘岭乡滋塘村养奶牛6头)。

1986年以后，耕牛有所下降，到1987年来，全县实存耕牛27100头，比1949年19500头增

长38．97％，平均每年递增0．87％。建国38年来，耕牛一直视为生产资料，缺乏商品经

济观念，牛的屠宰上市和买卖流通，完全取决于牛力的余缺，淘汰老残牛限制过严，青壮

牛不准警杀，，只许从外地买进，控制从本地卖出，其结果，商品牛少，市场牛肉少，牛

奶更缺无，国营商业肉食部门，年收购老残废牛300头到600头，供应市场牛肉2万至4万

公斤，全县人平占有牛肉约0．12公斤；牛以役用为主，农忙牛忙，农闲牛闲，一年四

季，牛的利用时间不到两个来月，其余时间，都是白喂，很不合算；畜牧主管部门，虽

极力推行役肉、役乳兼用型品种，向商品生产发展，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推

广；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近几年农户卖牛买机械的日益增多，以铁牛取代耕牛，成

本低，效益高。因此，养牛业一直发展不起来。

望城的羊、兔、蜂’、马、骡、驴，历来数量不多，除1979年全县存笼兔达到3．3万

只高峰，和以后出现少数养兔、养蜂专业户外，其余年份，均未见上述畜类有较大发

展。犬、猫未作精确统计，1980年，长沙市委号召打狗，当年至1987年，累计预防注射狂

犬疫苗117789只，平均每年注射14723只，连同被扑杀的狗，全县经常养狗17000～39000

只。龟、鳖、螺、蚌等特种水产和土鳖、蚯蚓、黄狼、水獭等特种经济动物，除土鳖、

鹌鹑、蛇、鸽、蚯蚓有极少数户饲养外，均为天然或野生产品，捕获多少算多少，从未

有精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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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记

民国=十四年(1935)，长沙县流行牛瘟，死牛严重，农民耕田多以人代牛或用锄掘。

民国二十七年(1938)，苏蓼围农民李正昌、李叔和、胡德和、：胡少山首次在渡日

大屋李家港芋头田里搞稻田养鱼，每亩投放3万鱼苗，亩出苗1．g万尾。

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六(1941至1947)，河西禧庆、乡2(现大湖、黄金乡)流行“烂肠

癌"(猪瘟)、 “鬼打印∥(猪丹毒)，死猪连户，一些农户因死猪濒于破产。 。

民国三十五年(1946)湖南农业改进所统计，“抗日时期；‘长沙县损失耕牛8万头，

牲猪35万头，家禽90万只”。

1 9 4 9年 ’‘

5月，长沙县洪水泛滥，畜牧生产下降。年裂，“望城地域仅存牲猪25500头，耕牛
19500头，家禽282000只。

‘ ‘ -
1‘

·‘

1 9 5 0年 。·

．

“

上半年，滥宰、盗卖耕牛严重，7月，县人民政府布告，严禁宰杀和外运耕牛。

季9 5 2年：· “ ‘■’

春辜，沿湘豇两岸的西流、石堤、沅头、大霸i‘谷山、：『1螽斟0津滴乡：流行猪瘟，死
猪2150头。 j ， ，、。

4月20日，成立“望城县家畜保育站”。

7月，望城首次在双桂乡(现丁字乡双桂村)发生牛炭疽，死牛一头，剥牛的杨惜

仇感染死亡，全乡吃牛肉的70人，病65人。

1 1月，首次在全县全面实施畜禽检疫及肉品检验。 。
7，

1§5 3年
’。

●

别弓10日，成立“望城县家畜改良配种站"。 ．．

3月，首次引进约克夏良种公猪，开始牲猪杂交改良工作。

同月，五丰乡新华村水库养鱼8000尾，为全县首次水库养鱼。

9月，全县第一次出现兽医联合诊所(七区望城坡，六区回龙庵)。

12月，县委在第六区何义芳、何德明、吴裕钦、吴春生四个互助组试办初级农业合

作社，耕牛作价入社，开始集体养牛。

当年，全县建立渔业生产互助组4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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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至2月底，翻身、书堂、八曲。梅树、高塘、裕农、赤岗j大湖、谷山、苏

蓼、黄龙、洋湖，坞泥等乡流行鸡新城瘟，先后死鸡5万只。

3月，全县首次实行牲猪派购。
“

6月至7月，全县遭受水灾，．灾后死牛1265头，死猪i0000头。

8月，大湖乡西塘农业社集体养头母猪，是为全县第一头集体猪。

金年，鲜鱼产鼍8万担，创全县历史最高水平。 ．

1 9 5 5年

2月，望城县人民委员会在团山湖设置鱼类繁殖重点保护区，蓄禁水面6900亩。
。

‘：g月，望城县供销社在高塘岭乡莲湖塘办国营家禽孵化场，为全县第一个孵‘化场。

’◆6月，成立，“望城县水产管理委员会刀。

同月j中国食品公司湘潭分公司望城接运站，创办犀营高塘岭牲猪饲养场(1957年

9月，该场移交县畜牧局管理，改称“望城县高塘岭畜牧场”，1964年5月停办)。

9目，西塘农业社饲熬员冯犍出席团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

子大尝，i 1957莲即月≯叉出鹰团求峡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同年8月10日，苏联

((友谊报》刊登赞扬冯健热爱养猪事业的文章和照片，1964年7月，再次出席团中央在

北京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衡硒巾．央委员，。。。

12罔3日，，谰潭专署专员肇鼠锋jili鳓煮澳乡西糖农业靴考察牲猪生产J翌年6月，他

以地蚕副书记身份，，又带领地委互俸组到蓊塘调查养猜，、196s年9泻，、B是湖南省委书

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带领地、市委负责人，再次到西塘考察牲猪生产。

2月，创办“国营望城水产养殖场"。

3月8曷至3月12日，县委首次召开全县牲猪生产扩千会，县、区、乡、社负责干部

658人参加会议。

3月21日；成立“望城县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

4月，第一次从广东引进水浮莲种苗250市斤。

4YJ 12日，县人委成立“望城县牲猪生产管理局"。

·4月27舄，县人委成立舶望城县水产局"，为全省第一个水产局。

5月至9月，全县建立霞凝、丁字、洪家州、曾予港、坪塘五个渔业社，入社渔民

305户1530人。 ，

6月，中央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来望城考察养猪，到了西塘、翻身农业社。

99 25日，湘潭专署组织赴望城畜牧工作考察团173人来望城县考察牲猪生产。

10月12日， 《新湖南报》以((望城县养猪事业目益繁荣》和《望城县牲猪生产经

验》为题，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后。t辅内各县、乡、社负责人不断前来望城参观养猪生产。

11月，望城县畜牧局局长率痰发、西塘农业社畜牧股长王秋元，出席中央商业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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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召开的养猪座谈会。

11月29日，《大公报》以《望城县西塘农业社的牲猪生产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

题．作了报导，重点介绍西塘社扶助困难户养猪的经验。

1月，新康乡六合农业社创建张仕斌“一家班刀猪场。
‘{

2月18日至26日i县委书记张兴玉j西塘农娅社党支部书记吴吟钦j出席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劳模代表会议，张兴玉被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

发言，发言稿载入《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会议纪念册》，望城县被评为“全国养猪丰产

县”，吴吟钦荣获中央农业部颁发的“爱国丰产奖章”。

2月25日，成立“望城县牲猪派购办公室黟。
一 ’

1。

4月5日至15民中央农业部组织南方十三省市及华中、西南农业科研所管畜牧的领

导95人来望城考察养猪。农业部副部长蔡子伟、苏联专家柯林柯维奇、r国家畜牧总局局

长韩-均随团指导。考察团认为“望城县发展牲猪生产，成绩突出y经验丰富，办法具

体，走在全国前面”。‘ ’， √

‘同月，峰央农业部电影社在望城拍摄《望城养猪))电影纪录片。 ．．．n

’

5月，，以陈文河为首的越南畜牧兽医考察团，在望城县重点考察了囱箬乡坪田、杨

桥乡群力、夭顶乡连络三个农业社a。 -j。 ! ； o

同月，望城养猪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 、

i·。一 ．．2

6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锄片厂两次来望城西塘农业社拍摄镜头、在新闻周报发表。
j

‘同月⋯j j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以徐矾所长为首的工作队，来望城县办科学养

猪示范点。 ，'．’ 一r．V ‘』

9日9日至18日，中央农业部、城市服务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养猪重点县座谈会，望城

县出席会议的有：县畜牧局局长李庆发、犬湖乡党委副书记周其云、望岳乡党委委员柳

展仁、白箬乡坪田农业社党支部书记龙正其等。’ _

明，洋湖乡洋湖一社饲养员杨冬秀，被选为出席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代表。

11月，中央有关领导林伯渠、徐特立到望岳乡考察了川塘农业社等猪场。

1 9 5 8年

2月，望岳乡兴建“万头猪场”，共建猪舍、宿舍、“饲料车问17栋，建筑面积800 0

平方米。

同月，全县组织兽医逐社普查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三大传染病。

3Y]≯湖南省商业厅．i湖南省农业厅i湘潭专署畜牧局，各自组织工作组，．到望岳

乡办畜牧生产重点ol
、

同月，望城县支援北京十三陵水库鱼种231．5万尾。

3胃20日，县畜牧局、水产局、食品公司合并，成盘“望城县畜牧水产局"。

·。 毒月，|望岳乡率先开展牲猪人工授精工作，该乡女蒜医杨淑莲为望城县第一个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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