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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徐州市畜牧志是一部反映徐州市畜牧兽医方面的专业志书。

徐州，畜牧业历史悠久，畜禽种类齐全。解放前，由于战争不断，

灾害频繁，畜牧生产处于衰落状态。解放后，农牧结合，林牧结合．畜

牧业得到重视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

制的改革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调动了广大农民饲养畜禽的积极性。畜

牧业生产的发展，振兴了徐州地方经济，畜产品除了满足国内市场外，

还开拓了国际市场。

盛世修志，自古亦然。编写一部畜牧志，系统地回顾畜牧业的变

化历程，是当今畜牧工作者的期望，也是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的

同行的礼物。志书的编成，既为当代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也为一

切关心畜牧业的人们提供翔实资料。

畜牧志的编成，有赖于编写组人员的勤奋工作，同时得到有关单

位的鼎力相助，特别是市地方志办公室同志的热心指导。市政协主席

何赋硕还为该志题写了书名，在此表示谢意。

·张学计·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凡 例

_二、编篡原则

尊重史实，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客观地反映徐州市

畜牧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时间断限’

从19 10年起(即清宣统二年，也有部分内容上溯到古代)至1]1988

年止。

三、内容编排

编写采取以“事"为横，以“时”为纵，横排竖写的方法，按章、

节、目、硕四级排列，从古至今，力求完整。

四、表达形式

以文字记载为主，并辅以图表，照片。内容层次使用一、二、三

⋯⋯或1、2、3‘⋯⋯序列号码表示，图表随文附。凡表示公元时间

都使用阿拉伯数字。

五、称谓书写

各机构，部门等名称，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其全称，再次出现

时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统称为建国前(后)或解

放前(后)。1966年至19 76年为“文化大革命"时期。1983年前，原

徐州地区和徐州市合并前的机构，均注有徐州专署或徐州地区行署字

样，以示区别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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