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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慈溪，地处杭州湾南岸，境南为丘陵山地，北为辽阔的。三北平

原一，距今2500年始逐步自南而北由浅海沉积成陆，围垦种植。早

在新石器时代境南沼泽地带巳有水稻栽培。南宋末期开始植棉，

元代时彭桥之。小江布”巳载入史册。之后，棉花逐步成为慈溪之

主产，并誉为。浙江棉仓”。特产杨梅，产量居全国县级之首。养蜂

业连续八年冠全国。此外，粮食、油料、蔬菜及其他经济作物也颇

有名声。慈溪的间作套种复种轮作，更具有特色。

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治水改土，推广农业新技

术，以植棉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棉花，1957年亩产超过50公

斤(皮棉)，水稻，1959年亩产超400公斤，率先实现E1956至1967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指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贯彻，经过产业结构的

改革，一个以棉粮生产为主，积极发展多种经济作物的新格局已初

具规模，给广大农村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建国前，慈溪先辈艰苦创业，开拓了农业生产基础。建国后，

广大农民，农技人员和干部，战天斗地，辛勤耕耘，积累了无数宝贵

经验，为将前人的业绩和今人的贡献，系统如实记载下来，以鉴古

知今，兴利除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慈溪新农村，为此，

我们决定编写《慈溪农业志》。 ．

《(慈溪农业志》在编写人员的努力下，历经四载，日夜操劳，寒

暑无间，广集资料，数易其稿，终成书问世。这对于发展慈溪农业，

保存史料，以及后人借鉴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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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于慈溪市农林局



故乡慈溪为浙江富庶之区。南有群山绵亘，北滨曲折海湾，中

间为大片沉积平原。土壤肥沃，植棉历史悠久，1957年列为全国首

批亩产百斤皮棉县。慈溪大白蚕粒大质优，驰名海内外。山地丘陵

概为酸性红壤，除宜子一般林木外，最适于杨梅，毛竹、茶叶等经济

特产。其中杨梅产量居全国之首。蔬菜历来为农家副产，种类甚

多，其中以芥菜类的雪里蕻所制霉干菜，菱角菜所制的榨菜，以及

大蒜头等，畅销国内外，为国增汇，为民致富，利莫大焉j麦冬、丝

瓜络是当地传统特产。近年崛起之养蜂业数度名冠全国。、。‘

故乡地灵人杰，历代英俊辈出，人民勤劳俭朴，智慧超群，对农．

业发展改进颇多特异创新，人莫与匹。但建国前长期受封建统治

的剥削压迫，致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限制。建国后，人民政府

而尤以最近十余年对农业积极扶助，兴水利、造农道、整理土地、防

治病虫等措施均尽力付诸实施，故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蓬勃

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生产的实物言：棉花1949年亩产11公

斤，全县人均7．9公斤；1984年(最高年)亩产93公斤，人均43．3公

斤。粮食1949年亩产331公斤，人均184公斤；1986年(最高年)亩产

801公斤，人均208公斤。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年入均收入大幅

度提高。此外，慈溪农村编草帽、刺绣、纺织等副业由来已久，如长

河市一带家家作为副业行之，年年争取大量外汇，为四化建设服

务，贡献甚大。

《慈溪农业志))编写组同志，竭尽全力，完成了书稿，我拜读之

余，茅塞顿开，钦佩良深l逆料此书出版后对今后故乡农业发展必

大有裨利。我一生从事农业教学与科技，荏苒光阴，忽巳年届薯

耋，心余力绌，喜看后继有人，出蓝胜蓝，爰书所感，聊作为序。

。 吴耕民

1990年4月20日时年九十有五，于浙江农业大学



凡 例。
。

乙、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求实存真，记述古今重

要农业资料。 ，

二、本志由概述，专业篇，大事记、附录组成。专业篇，采用记述体，

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设农业生产条件，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棉花、粮油生

产，林业生产、果蔬特产，畜禽与蜂业，农业科技、机构沿革九篇。大事记。

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记叙古今农业大事。全书以文为主，辅以+

图，表、照片。渔业生产，由于市水产局有专志，故未编入。

三、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根据已收集史料溯源至最早记载期，

下限截止于1987年底。个别重要喜例的记载延至1988年10月慈溪撤县设市。

部分事物溯源，引用慈溪、余姚、镇海三县旧县志史料。盘大事记黟所记海

塘，均指原余姚县之姚北海塘。 。
。

四，本志所称。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翻解放后一系指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慈溪县后。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公

元和年字从略)，同节再次出现时不再夹注。建国后，均用公元纪年。

六，政区，机构、单位，均系当时名称。’ ．

七、产值计价：除注明按某年不变价计算者外，均指当年价。

八，计量。建国后用法定计量单位，长度用公里，米，厘米、毫米，面

积用平方米，土地面积仍保留口亩(市亩)一，重量用吨，公斤、克。民国

以前仍用旧制。民国时期保留部分旧制。

九，陆地标高(海拔)t平原采用吴淞基面，丘陵采用黄海基面。

十，统计数字一般采用慈溪市统计局编((慈溪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

编》1989年6月版本(建国后二次县境变动，其统计资料已按现县境调整)．

1936年资料系统计局按1954年划县后县境整理。统计局无数者，则引用专业

部门数据。全县面积除采用统计局数字外，还引用1986年《浙江省测绘局海

岸带资源综合调查资料汇编>)中数据。

十一，1954年建立新慈溪县后，原慈溪县境仅保留现观城区境。故文中

。慈溪县一，除各历史时期的机构沿革外，均指现县境。引用解放前的慈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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