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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授绐我办的奖状

隧黪镬j澜
云南省农、世区划委员会授给我办的奖状。



蹙行的部份区划成果材料。



19 84年．玉溪地区区划委员会召开会议．验收通海

县综合农业区划。

r_]
b一_
县区划办t任戴祖厚，在验收会议上汇报区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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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专员陈恩益在区划验收会议上讲话。

省地县的有关同志在野外者寡



P笋泸霪墓则
-簧黼鑫嘲

I 矗谨
云南省建设厅于一九八四年．在我县召开通海县生

态农业试点方案论证会。



1986年8月，云南省生态农业工作会议在我县召开。



李铮友副省长代表和志强省长参加省生态农业工作

并讲话。



9胛年全省区划档案培训班在通海举行。



通海县史志工作委员会通知
一

通志字(89)8号

农业区划办公室：

．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新编地方

志工作暂行规定》的精神，经一九八九年七月

一日研究，同意你单位编写的《通海农业区划

志》铅印出版内部发行，特此通知。

匕

通海县史志工作委员会(章)

、 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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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为我县党政领导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1984年起，除继续完成区划的阶段性任务外，把区划工作

的重点逐步转向应用区划成果，建设生态农业，促使农业生

态经济系统逐步趋于良性循环和开展对农村资源经济信息动

态监测，并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和省级有关部门支持帮

助下，i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研究和总体规划，使农业区划逐步由定性到定量的方向发

|曩。’

本书采用志书文体编写，是～本通海农业资源和农业生

产的资料书。出版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了解本县农业资源的

基本状况和农业区划的主要内容、成果及其在农村经济建

设，乃至整个县级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自觉地保护与
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发展农村经济，而且给子孙后代留

下一个美好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 ．

戴祖厚



凡 例

1、《通海县农业区划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科学的态度记载史实。

2、本志分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社会经济资源、农业区

划、区划成果、机构设置、附录共六章二十节五十五目，卷首有

图照、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卷尾有编后记。约八万

字。

3、本志坚持横排竖写，事以类从，除卷首、卷尾外，

主体部分分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章节设子目。

4、本志中的矗概述"，综叙全貌，总摄全书。大事记以

编年体为主，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

’5、本志重点记述1981年农业区划工作开展后的情况，

下限断至1986年，个别章节赂有伸延。

6、本志以经过专家鉴定，领导机关验收认可的资料为

基础，志中所用数据，自然资源部份均用资源调查数，与统

计数有别I社会经济部份使用统计局数，无统计局数的则甩

有关业务部门的统计数。

7、各专业区划的基期年限，均按各有关技术规程规定，．

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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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我县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先人对山川地貌、土水气热，

生物进化、经济发展等状况，都有一定记载，但系统地有组

织地对农业资源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农业区划还是

首次。1958年曾开展了一次土壤普查，资料丢失甚多。1979

年开始，进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有关部门先后对粮食品种资

源、病虫草害、畜禽疫情等项目作了调查。1981年，通海县

委和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了通海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及

农业区划办公室，统筹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根

据《全国农业区划工作要点》和有关技术规程，拟定了《通

海县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提纲》，按照“专业归口，任

务到局，责任到人"的原则，土壤、水利、气候、农业、林

业、畜牧、农机等区划，都由相关单位承担，成立区划组，

分别进行调查作出专业区划；农村能源、农村智力资源、农

业经济等专题，因涉及面广，则由区划办牵头，组织有关单

位协同开展工作，种植业中的粮、烟、果、菜、药、茶等

项目，．由于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分别由供销、外贸等有关

部门提供资料，区划办组织实地考察，综合分析评价，提出

专项报告。1984；v1986年，各专业区划均按程序组织评审验

收。综合农业区划，实行起步在先，结束在后的工作方法，

收集整理了全县有关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选择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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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东村、落风三个乡及高大区作为重点解剖，开展了专业

凋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农业区划报告，多次征求意

见，并邀请省、地、县有关领导和专家进行论证，三易其稿。

L984年12月玉溪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进行验收，省农业区划

委员会颁发了合格证。经县人民政府审议认可，并报请县人大

曾委批准组织实施。1979年以来，全县先后有130名领导、科

f支人员和区划工作者参加本项工作，亲毛资19万元，．完成了

【8项专业，、专题和综合农业区划，提供了60多万字的成果报

旨和图件，积累了100多万字的技术资料，．基本上查清了我

尽农业资源，．进行了农业分区，总绪了经验教讲，‘研究了我

县农业发展的方向、途径和主要措旋，+为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演导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 ．_ ，．，

、 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报告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区划

生务的终了；而是标志着农业区划向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蔓用区划成果，通过行政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作用；：

}巴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更好的贯彻执行“三

忮务Y2,(为经济建设：规划、当前生产服务)的方针，把宏

I见和微观，软件和硬件，·长远和目前有机地结合起来，力促

芡村经济全面发展。i 198：1年，在省建设环境保护厅的支持和

爵助下，把建设生态农业作为应用‘区划成果的主要途径；制

毛方案‘，组织实施。1985年开始进行了蔬菜、：水果等生产发展

战略研究；19．8．6年参加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圣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批准，将我县列为全国100个农业资源

经济信息动态监测网点县之‘开展监测活动。‘：1987年省区
刘办和省档案局在我县进行区划科技档案的立卷归档试点√

【988年，：省社会科学院帮助我县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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