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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希臣， j．

菏泽地区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系黄河冲积平原·

历史上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现在是山东省粮、’棉、畜牧。

重要生产基地． 一一

盛世修志。菏泽地区农业局组织-#1'1人员用四年时间编写的 ，

《菏泽地区农业志》，现己脱稿付梓，以献给菏泽这片古老土地上

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一切关心，支持我们事业的同志们、朋友

们。

菏泽地区的农业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多少年来，

勤劳，朴实，勇敢的菏泽人民，为使这片广袤的土地变贫困落后为

富裕进步，做了不懈努力。这中间虽曾走过弯路，有过许多教训，

但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区广大干部和群众，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省率先实行了以土地包干到

户为主要特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才走向了持续、稳定、协

调发展的道路。过去的菏泽是全国闻名的十二片贫困地区之一，而

今己成为山东省粮．棉和畜产品贡献大户。我们坚信，沿着改革、

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菏泽地区农业的进

步，振兴和现代化的实现为期不会遥远。

《菏泽地区农业志》观点明确，内容翔实，体例完整，详今略

古。书中不仅以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近百年

来菏泽地区农业资源．农牧生产，耕作制度．技术推广，名优特
l

-／



产、农民生活、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农业机械、·农业区划和农业

机构等方面的历史，现状和演变过程，而且还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菏

泽地区农牧业战线上的著名人物，重大事件和风俗农谚等。．因此，

她的公开发行，将起到资政、教育和存史的作用，将有益当代，惠

及局世。一；
·

_．． 、一

．．二，希望《菏泽地区农业志》，成为农业战线各单位有价值的工具

书和参考资料，成为广大农牧科技人员的良师益友，使其为农业

早日腾飞，实现现代化发挥作用。

一九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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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菏泽地区农业志》；历经三年々现已脱稿．，即将出版发行·这

是金区农业战线上的一．件大喜事j值得庆贺!
?

；，
，+

根据省，地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我局于1986年初成立了《菏泽

地区农业志荔编纂领导小组，组长江龙洲，副组长于克钧(局办公室
主任)，各主要科，室、站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农业志办公室，负责

． 人魏玉传，专职人员乔玉录、徐万喜，纪西清．后来因工作变动，组
’

长一度由杨学道、姜怀胜先后担任。

1987年下半年副组长于克钧调出农业局；离休干部徐万喜因健康

关系离开农业志办公室；纪西清因工作需要回原单位工作·

在资料收集方面，本着“管什么、写什么一的原则，把任务分别

I 落实到各有关单位，并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综合部分和中华人民共
-2

和国成立以前的资料，由农业志办公室专职人员承担。

主编魏玉传，系邓颖超，赵朴初等领导人亲自题词的《中国现当、
4

j 代女作家传》和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与中国共青团中央少年

‘部联合主办的大型丛书《中国少年之星》的主编；他自始至终主持和

参加了这部农业志的编写工作．

主编乔玉录，具体分工这部农业志的编写工作·在人员少，任务

I 重的情况下，三年来，他经常加班加点，废寝忘食，积极工作，为这

I 部农业志的成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 在整个农业志的编纂过程中、省、地主管部门及时给予了指导，地

l ’区档案局等单位和许多离，退休老干部热情地提供资料。在此，一并

‘． 致谢!



编纂农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经验不足，人员又少，水平

有限，+缺点和错误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山东省菏泽地区农业局

1 9 8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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