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JJf县农牧渔业局
一九九。年十二月



永川县农牧渔业

永川县农牧渔业局

一九九。年十二月

山
I▲

IJl阶



永川县农牧渔业志编写工作人员

分管领导副局长曾和全

编写办公室：负责人乔明忠
+主 笔：梁启国

旨Ⅱ 主 笔：廖惠福、薛昭义

搜集资料：乔明忠、伍子稂、李德文、邓朝嫒

审 稿：杨祖光、曾和全、杨亦军、李荣全
责任审稿：杨祖光

；皎 对：梁启国、赵举能

印 刷：永川县印刷厂



目 ． 录

序言⋯⋯⋯⋯⋯⋯⋯⋯⋯⋯⋯⋯⋯⋯⋯⋯⋯⋯⋯⋯⋯⋯⋯⋯⋯⋯⋯⋯⋯⋯⋯⋯⋯(1)

凡例⋯⋯⋯⋯⋯⋯⋯⋯⋯⋯⋯⋯⋯⋯⋯⋯⋯⋯⋯⋯⋯⋯⋯⋯⋯⋯”⋯⋯⋯⋯⋯⋯·(2)

概述⋯⋯⋯⋯⋯⋯⋯⋯⋯⋯⋯⋯⋯⋯⋯⋯⋯⋯⋯⋯⋯⋯“!⋯⋯⋯⋯⋯⋯⋯⋯⋯⋯(3)

大事记⋯⋯·：⋯⋯⋯⋯⋯⋯⋯⋯⋯⋯⋯⋯⋯⋯⋯⋯⋯⋯⋯⋯⋯⋯⋯⋯⋯⋯⋯⋯⋯⋯·(6)

第一章机构沿革⋯⋯⋯⋯⋯⋯⋯⋯⋯⋯⋯⋯⋯⋯⋯⋯⋯⋯⋯⋯⋯⋯⋯⋯⋯⋯⋯⋯(10)

第一节建国前机构⋯⋯⋯⋯⋯⋯⋯⋯⋯⋯⋯⋯⋯⋯⋯⋯⋯⋯⋯⋯⋯⋯⋯⋯⋯(10)

第二节建国后机构⋯⋯⋯⋯⋯⋯⋯⋯⋯⋯⋯⋯⋯⋯⋯⋯⋯⋯⋯⋯⋯⋯⋯⋯⋯(10)

第二章自然概况⋯⋯⋯⋯⋯⋯⋯⋯⋯⋯⋯⋯⋯⋯⋯⋯⋯⋯⋯⋯⋯⋯⋯⋯⋯⋯⋯⋯(20)

第一节地理位置⋯⋯⋯⋯⋯⋯⋯⋯⋯⋯⋯⋯⋯⋯⋯⋯⋯⋯⋯⋯⋯⋯⋯⋯⋯⋯(20)

第二节行政区划、人口、面积⋯⋯⋯⋯⋯⋯⋯⋯⋯⋯⋯⋯⋯⋯⋯⋯⋯⋯⋯⋯⋯(23)

第三节土壤分布⋯⋯⋯⋯一⋯⋯⋯⋯⋯⋯⋯⋯⋯⋯⋯⋯⋯⋯⋯⋯⋯⋯⋯⋯⋯(23)

第四节气候⋯⋯⋯⋯⋯⋯⋯⋯⋯⋯⋯⋯⋯⋯⋯⋯⋯⋯⋯⋯⋯⋯⋯⋯⋯⋯⋯⋯(25)

第三章粮食作物⋯⋯⋯⋯：⋯⋯⋯⋯⋯⋯⋯⋯⋯⋯⋯⋯⋯⋯⋯⋯⋯⋯⋯⋯⋯⋯⋯“(30)

第一节水 稻⋯⋯⋯⋯⋯⋯⋯⋯⋯⋯⋯⋯⋯⋯⋯⋯⋯⋯⋯⋯⋯⋯⋯⋯⋯⋯(30)

第二节小 麦⋯⋯⋯⋯⋯⋯⋯⋯⋯⋯⋯⋯⋯⋯⋯⋯⋯⋯⋯⋯⋯⋯⋯⋯⋯⋯(46)

第三节玉 米⋯⋯⋯⋯⋯⋯⋯⋯⋯⋯⋯⋯⋯⋯⋯⋯⋯⋯⋯⋯⋯⋯⋯⋯⋯⋯(s2)

第四节红 苕⋯⋯⋯⋯⋯⋯⋯⋯⋯⋯⋯·⋯⋯⋯⋯⋯⋯⋯⋯⋯⋯⋯⋯⋯⋯··(57)

第五节高 梁⋯⋯⋯⋯⋯⋯⋯⋯⋯⋯⋯⋯⋯⋯⋯⋯⋯⋯⋯⋯⋯⋯⋯⋯⋯⋯(61)

第四章经济作物⋯⋯⋯⋯⋯⋯⋯⋯⋯⋯⋯⋯⋯⋯⋯⋯⋯⋯⋯⋯⋯⋯⋯⋯·?⋯·⋯⋯(66)

第一节油料作物⋯．．，⋯⋯⋯⋯⋯⋯⋯⋯⋯⋯⋯⋯⋯⋯⋯⋯⋯⋯⋯⋯⋯⋯．．-⋯(66)

第二节甘蔗⋯⋯⋯⋯⋯⋯⋯⋯⋯⋯⋯⋯⋯⋯⋯⋯⋯⋯⋯⋯⋯⋯⋯⋯⋯⋯⋯(70)

第三节烟草⋯⋯⋯⋯⋯⋯⋯⋯⋯⋯⋯⋯⋯⋯⋯⋯⋯⋯⋯⋯⋯⋯⋯⋯⋯⋯⋯(77)

第四节茶叶⋯⋯⋯⋯⋯⋯⋯⋯⋯⋯⋯⋯⋯⋯⋯⋯⋯⋯⋯⋯⋯⋯⋯⋯⋯⋯⋯(80)

第五节麻类⋯⋯⋯⋯⋯⋯⋯⋯⋯⋯⋯⋯·，⋯⋯⋯⋯⋯⋯⋯⋯⋯⋯⋯⋯⋯⋯-·(88)

第六节棉花⋯⋯⋯⋯⋯⋯⋯⋯⋯⋯⋯⋯⋯⋯⋯⋯⋯⋯⋯⋯⋯⋯⋯⋯⋯⋯⋯(90)

第五章蚕桑、果树⋯⋯⋯⋯⋯⋯⋯⋯⋯⋯⋯⋯⋯⋯⋯⋯⋯⋯⋯⋯⋯⋯⋯⋯⋯⋯⋯(93)

第一节蚕 桑⋯⋯⋯⋯⋯⋯⋯⋯⋯⋯⋯⋯⋯⋯⋯⋯⋯⋯⋯⋯⋯⋯⋯⋯⋯⋯(93)

第二节果 树⋯⋯⋯⋯⋯⋯⋯⋯⋯⋯⋯⋯⋯⋯⋯．．⋯⋯⋯⋯⋯⋯⋯⋯⋯·(100)

第六章畜牧业⋯⋯⋯⋯⋯⋯⋯⋯⋯⋯⋯⋯⋯⋯⋯⋯⋯⋯⋯⋯⋯⋯⋯⋯⋯⋯⋯⋯(112)

第一节大牲畜⋯⋯⋯⋯⋯⋯⋯⋯⋯⋯．．．⋯⋯⋯⋯⋯⋯⋯⋯⋯⋯⋯⋯⋯⋯⋯(112)

第二节生 猪⋯⋯⋯⋯⋯⋯⋯⋯⋯⋯·⋯⋯⋯⋯⋯⋯⋯⋯⋯⋯⋯⋯⋯⋯”(1 19)

第三节小家禽、家畜⋯⋯⋯⋯⋯⋯⋯⋯⋯⋯⋯⋯⋯⋯⋯⋯⋯⋯⋯⋯⋯⋯⋯⋯(127)

第四节养 蜂⋯⋯⋯⋯⋯⋯⋯⋯⋯⋯⋯⋯⋯⋯⋯⋯⋯⋯⋯⋯⋯⋯⋯⋯⋯(136)

1



第五节品种改良⋯⋯⋯⋯⋯⋯⋯⋯⋯⋯⋯⋯⋯⋯⋯⋯⋯⋯⋯⋯⋯⋯⋯⋯⋯(138)

第六节经济杂交⋯⋯⋯⋯⋯⋯⋯⋯⋯⋯⋯⋯⋯⋯⋯⋯⋯⋯⋯⋯⋯⋯⋯⋯⋯(139)

第七章饲 料⋯⋯⋯⋯⋯⋯⋯⋯⋯⋯⋯⋯⋯⋯⋯⋯⋯⋯⋯⋯⋯⋯⋯⋯⋯⋯⋯(1 40)

第一节种 植⋯⋯·4⋯⋯⋯⋯⋯⋯⋯⋯⋯⋯⋯⋯⋯⋯⋯⋯⋯⋯⋯⋯⋯⋯··(140)

第二节储存、加工⋯⋯⋯⋯⋯⋯⋯⋯⋯⋯⋯⋯⋯⋯⋯⋯⋯⋯⋯⋯⋯⋯⋯⋯(143)

第三节配合饲料⋯⋯⋯⋯⋯⋯⋯⋯⋯⋯⋯⋯⋯⋯⋯⋯⋯⋯⋯⋯⋯⋯⋯⋯⋯(1 44)

第八章兽疫、兽防⋯⋯⋯⋯⋯⋯⋯⋯⋯⋯⋯⋯⋯⋯⋯⋯⋯⋯⋯⋯⋯⋯⋯⋯⋯⋯(1 45)

第一节主要疾病⋯⋯⋯⋯⋯⋯⋯⋯⋯⋯⋯⋯⋯⋯⋯⋯⋯⋯⋯⋯⋯⋯⋯⋯⋯(145)

第二节兽疫防治⋯⋯⋯⋯⋯⋯⋯⋯⋯⋯⋯⋯⋯⋯⋯⋯⋯⋯⋯⋯⋯⋯⋯⋯⋯(153)

第九章渔业生产⋯⋯⋯⋯⋯⋯⋯⋯⋯⋯⋯⋯⋯⋯⋯⋯⋯⋯⋯U Q O"g O B gtB”⋯·⋯⋯⋯(157)

第一节渔业生产的自然资源⋯⋯⋯⋯⋯⋯⋯⋯⋯⋯⋯⋯⋯⋯⋯⋯⋯⋯⋯⋯(1s7)

第二节简 况⋯·⋯⋯⋯⋯⋯⋯⋯⋯⋯⋯⋯⋯⋯⋯⋯⋯⋯⋯⋯⋯⋯⋯⋯一(158)

第三节水面利用⋯⋯⋯⋯⋯⋯⋯⋯⋯⋯⋯⋯⋯⋯⋯⋯⋯⋯⋯⋯⋯⋯⋯⋯⋯(】58)

第四节鱼的种类⋯⋯⋯⋯⋯⋯⋯⋯⋯⋯⋯·⋯⋯⋯⋯⋯⋯⋯⋯⋯⋯⋯⋯⋯··(】60)

第五节养鱼技术⋯⋯⋯⋯⋯⋯⋯⋯⋯⋯⋯⋯⋯⋯⋯⋯⋯⋯⋯⋯⋯⋯⋯⋯⋯(16i)

第六节渔政管理⋯⋯⋯⋯⋯⋯⋯⋯⋯⋯⋯⋯⋯“⋯⋯⋯⋯⋯⋯⋯⋯⋯⋯⋯-(162)

第十章植物保护⋯⋯⋯⋯⋯⋯⋯⋯⋯⋯⋯⋯⋯⋯⋯⋯⋯⋯⋯⋯⋯⋯⋯⋯⋯⋯⋯(167)

第一节建国前植物保护工作‘⋯⋯⋯⋯⋯⋯⋯⋯⋯⋯⋯⋯⋯⋯⋯⋯⋯⋯⋯⋯(167)

第二节建国后植物保护工作⋯⋯⋯⋯⋯⋯⋯⋯⋯⋯⋯⋯⋯⋯⋯⋯⋯⋯⋯⋯(1 70)

第十一章土壤、肥料⋯⋯⋯⋯⋯⋯⋯⋯⋯⋯⋯⋯·⋯⋯⋯⋯⋯⋯⋯⋯⋯·．．．⋯⋯·(17S)

第一节土壤普查⋯⋯⋯⋯⋯⋯⋯⋯⋯⋯⋯⋯⋯⋯⋯⋯⋯⋯⋯⋯⋯⋯⋯⋯⋯(178)

第二节改良土壤⋯⋯⋯⋯⋯⋯⋯⋯⋯⋯⋯⋯⋯⋯⋯⋯⋯⋯⋯⋯⋯⋯⋯⋯⋯(181)

第三节改造低产田⋯⋯⋯⋯⋯⋯⋯⋯⋯⋯⋯⋯⋯⋯⋯⋯⋯⋯⋯⋯⋯⋯⋯⋯(183)

第四节肥料种类及其性能⋯⋯⋯⋯⋯⋯⋯⋯⋯⋯⋯⋯⋯⋯⋯⋯⋯⋯⋯⋯⋯(183)

第五节合理施肥⋯⋯⋯⋯⋯⋯⋯⋯⋯⋯⋯⋯⋯⋯⋯⋯⋯⋯⋯⋯⋯⋯⋯⋯⋯(188)

第十二章推广科技成果⋯⋯⋯⋯⋯⋯⋯⋯⋯⋯⋯⋯⋯⋯⋯⋯⋯⋯⋯⋯⋯⋯⋯⋯(t91)

第一节推广农业科技成果⋯⋯⋯⋯⋯⋯⋯⋯⋯⋯⋯“⋯⋯⋯⋯⋯··：⋯⋯⋯·(191)

第二节推广畜牧兽医科技成果⋯⋯⋯⋯⋯⋯⋯⋯⋯⋯⋯⋯⋯⋯⋯⋯⋯⋯⋯(194)

第三节推广水产科技成果⋯⋯⋯⋯⋯⋯·⋯⋯⋯⋯⋯⋯⋯⋯⋯⋯⋯⋯⋯⋯一(195)

第四节推广蚕桑科技成果⋯⋯⋯⋯⋯⋯⋯⋯⋯⋯⋯⋯⋯⋯⋯⋯⋯⋯⋯⋯⋯(195)

第五节推广果树科技成果⋯⋯⋯··⋯⋯⋯⋯⋯⋯⋯⋯⋯⋯⋯⋯⋯⋯⋯⋯⋯·(196)

第十三章场站生产情况⋯⋯⋯⋯⋯⋯⋯⋯⋯⋯⋯⋯⋯⋯⋯⋯⋯⋯⋯⋯⋯⋯⋯⋯(209)

第一节农场生产⋯⋯⋯⋯⋯⋯⋯⋯⋯⋯⋯⋯⋯⋯⋯一⋯⋯⋯⋯⋯⋯⋯⋯⋯(209)

第二节种子公司⋯⋯⋯⋯⋯⋯⋯⋯⋯⋯⋯．．．一⋯⋯⋯⋯⋯⋯⋯⋯⋯⋯⋯⋯(211)

第三节鱼种场⋯⋯⋯⋯⋯⋯⋯⋯⋯⋯⋯⋯⋯⋯⋯⋯⋯⋯⋯⋯⋯⋯⋯⋯⋯⋯(218)

第四节蚕种场⋯⋯⋯⋯⋯⋯⋯⋯⋯⋯⋯⋯⋯⋯⋯⋯⋯⋯⋯⋯⋯⋯⋯⋯⋯⋯(219)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节果 园⋯⋯⋯⋯⋯⋯⋯⋯⋯⋯⋯⋯⋯⋯⋯⋯⋯⋯⋯⋯⋯⋯⋯⋯⋯(221)

第六节畜牧兽医系统⋯⋯⋯⋯⋯⋯⋯⋯⋯⋯⋯⋯⋯⋯⋯⋯⋯⋯⋯⋯⋯⋯⋯(222)

第七节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一⋯⋯⋯⋯(224)

第十四章会计、统计⋯⋯⋯⋯⋯⋯⋯⋯⋯⋯⋯⋯⋯⋯⋯⋯⋯⋯⋯⋯⋯⋯⋯⋯⋯(226)

第一节财务会计⋯⋯⋯⋯⋯⋯⋯⋯⋯⋯⋯⋯⋯⋯⋯⋯⋯⋯⋯⋯⋯⋯⋯⋯⋯(226)

第二节农业统计⋯⋯⋯⋯⋯⋯⋯⋯⋯⋯⋯⋯⋯⋯⋯⋯⋯⋯⋯⋯⋯⋯⋯⋯⋯(232)

第十五章政治学术活动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234)

第一节党组织⋯⋯⋯⋯⋯⋯⋯⋯⋯⋯⋯⋯⋯⋯⋯⋯⋯⋯⋯⋯⋯⋯⋯⋯⋯⋯(234)

第二节团组织⋯⋯⋯⋯⋯⋯⋯⋯⋯⋯⋯⋯⋯⋯⋯⋯⋯⋯⋯⋯⋯⋯⋯⋯⋯⋯(234)

第三节学 会⋯⋯⋯⋯⋯⋯⋯⋯⋯⋯⋯⋯⋯⋯⋯⋯⋯⋯⋯⋯⋯⋯⋯⋯⋯(236)

第四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238)

第十六章评选模范、先进人物⋯⋯⋯⋯⋯⋯⋯⋯⋯⋯⋯⋯⋯⋯⋯⋯⋯⋯⋯⋯⋯(240)

第·节农业劳动模范评选情况⋯⋯⋯⋯⋯⋯⋯⋯⋯⋯⋯⋯⋯⋯⋯⋯⋯⋯⋯(240)

第二节乡镇农业技术员评奖情况⋯⋯⋯⋯⋯⋯⋯⋯⋯⋯⋯⋯⋯⋯⋯⋯⋯⋯(241)

第三节先进人物⋯⋯⋯⋯⋯⋯⋯⋯⋯⋯⋯⋯⋯．．．，⋯⋯⋯⋯⋯⋯⋯⋯⋯⋯⋯(241)

编后记⋯⋯⋯·：⋯⋯⋯⋯⋯⋯⋯⋯⋯⋯⋯⋯⋯⋯⋯⋯⋯⋯⋯·B．O D⋯⋯⋯⋯⋯⋯⋯⋯(249)

3



序 言

序 言

永川县农牧渔业局在中共永川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志编修委员会和局党组的领导

下，根据《永川县志编纂实施方案》的规定和要求，1986年4月正式成立局志编写办公室．

开展史料搜集和编写工作。

《永川县农牧渔业志》是永川县农、牧、渔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编者力图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立场、方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突

出时代特点，着眼于社会主义现实，全面系统地反映永川县的自然面貌、农业经济体制改

革、农牧渔业生产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和现状，全面而重点地记述永川县劳动人民几千年

来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生产经验，特别着重记述建国三十多年来，永川县农牧

渔业在进行科学试验、示范、推广中获得的科技成果的历程，编写成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统一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永川县农牧渔业志》，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

地方志是一个地方性的百科资料宝库，丙《农牧渔业志》正是这个地方性百科全书孛

经济类不可少的一部份。盛世修志，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一k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提出的迫切要求，编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牧渔业志》，是我们农牧渔业工作者应

尽的责任。随着农村体制改革，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深

入开发农业生产的时候，迫切需要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和了解永川县农业自然资源和生产

条件，通过汇集有关运用自然资源及发展农业生产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实资料，这对于

发展本地优势，把传统生产经验与现代化技术结合，开发新的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加强精

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等，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志的资料来源于市、县档案馆、局内备站、股、室、场的档案文件及有关离、退休人员

的口碑记录，编者将经过考证的资料，存真求实，选取精要，突出特点，按横不缺项，竖不断

线原则，秉笔直书，汇编成志。它为本部门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今

后有关人员查阅历史，分析现状，规划未来，提供了许多数据资料和学习借鉴的史实。

我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曾得到有关领导机关首长和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

市、县档案馆和本局各站、股、室、场同志们的热情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编写的农牧渔业志，由于编写人员缺乏历史知识，对征集资料、编写志书，没有经

验，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希批评指正。

剥II县农牧渔业志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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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永川县农牧渔业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本着资政、存史、教育的目的，以事分

类，横分竖写，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特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农、牧、渔业的历史和

现状，达到鉴古明今，有益于后代。

二、本志上限溯自公元776年建县起，下限止甲公元1985年。

三、本志文字体裁，采用浯体爻，记叙涔。

四、本志有关统计数据，来源予本局主管部门的农业历史统计资料或农业区划报告集

资料为辅．

五、本志有关统计图表，随文附于各章节后面，以便查阅，面积、产量、产值计算标准，

一律按旧制度量衡单位计算为市亩、市斤、市担、元。

六、本志中称“建国前”和“建国后”，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时间

为界限，以前为“建国前”，以后称“建国后”。“党的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I“四人

邦”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

七、本志民国年月日和公历．一律用阿拉伯数字f明清年号、农历，一律用汉字，括弧内

加注公元年分。

八、按当时习惯使甩的乡镇遣名，一律括注今地名。

九、本志因建国以来，农、林、水、牧机构时分时合，各时期所管业务各有不同，林业、水

利部分，各有专志记载，本志内容，仅限于农牧渔业历年的生产情况。

十、本志按机构沿革、自然概况、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蚕桑、果树、畜牧兽医、渔业生

产、植物保护、土壤肥料、科技成果、场站生产、政治学术活动、会计统计和大事记等专题材

料，共分16章64节，总计498页，约30万字。



概 述 3

概 述
永川县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一年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热量丰富，无霜期长，是全省粮食产区之一，属农业县，在重庆市区粮食生产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永川县农牧渔业生产，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作物以大春为主，大小春兼顾；大春又以

水稻为主，水稻、旱粮并举。水稻在全县粮食作物中，无论面积和产量都占60％以上，在粮

食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次为小麦、玉米、红苕、高粱、洋芋、葫豌豆等。经济作物有

油菜、花生、芝麻、姜、烟叶、甘蔗、柑桔、蚕茧、茶叶等。养殖业以猪、牛为主，其次是鸡、鸭、

鹅、免、羊、蜂和鱼类等，品种繁多，栽培历史悠久。但建国前，由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为

封建地主所占有，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政府对广大农民群众拉丁派款，横征暴敛，加以近

代各帝国主义疯狂掠夺，致使永川县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水利设施极少，主要是靠天

吃饭，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非常落后，生产水平低，产量不高，到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

33191万斤，亩产267斤；油菜总产576万斤，亩产79斤；出槽肥猪7r万头，户平0．6头；产

果25050担，人平5斤，产鱼21万斤，人平0．4斤。建国三十六年来，永川县农牧渔业生产

经历了一个“九年上升，三年下降，五年恢复，十年徘徊，九年大发展”的曲折过程。

1950——1958年，农村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关系发

生了变革，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牧渔业生产发展很快。粮食产量由

1949年的33191万斤，增长为46041万斤，1958年比1949年增长38．7％，九年间平均每

年增长1427．78万斤，年均递增率3．7％；肥猪出槽由7万头，增加到12．2万头，年均递

增7i 2％，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农业发展高潮。

1959——1961年，由于对经济建设基本情况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

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在“总路线、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高指标、瞎指挥、浮

夸风、共产风，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影响，全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粮食产量急剧下

降。1961年下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总产量只18472万斤。比1958年减少27569万

斤，三年间平均每年递减率为26．2％。

1962——1966年，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人民公社六

十条》，实行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生产工具改革I 1964年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农业又开始回升。到1966年粮食总产达到47148万斤，超过1958年的生产水平，比1961

年净增28676万斤，增长1．55倍，五年间平均每年增长5735万斤，年均递增率为20．
6％。

1967——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挫伤了群众的生

产积极性，加上不顾主客观条件，不讲科学，搞一刀切，农业生产处予起伏不定，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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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到197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50115万斤，仅比1966年增长29．27万斤，整整十年只

增长6．29％，年均递增率仅为0．61％。

1977——1985年，粉碎“四人邦”后，纠正了“左”的错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政策。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解脱了对生产力的束缚，生产上逐

步调整作物布局，因地制宜，实行科学种田，良种、良法、良制配套，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社

会主义生产积极性，因而全县农牧渔业生产得到了全面大发展，粮食产量直线上升。到

1985年粮食总产90365万斤，比1976年增产40250万斤，增长80．3％，九年间平均每年

．增产4472万斤，年均递增率为11．1％。其它产量和产值，九年发展和递增速度，均超过历

史最好水平。

建国三十六年来，永川县农牧渔业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是做出了成绩。虽几经

曲折过程，总的趋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根据自然条件，因地制

宜地调整产业结构，推广普及农牧渔业科学技术，农村生产面貌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生产条件有很大改善。1949年建国初期，全县只有塘8831口，堰418道，灌溉面积

22474亩。建国后，在中共永川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大力兴

修水利，到1985年止，全县共建中型水库两座，小(一)型水库27座，小(二)型水库98座，

石河堰517道，山平塘(包括山湾塘)8097口，引水渠道一万亩以下有43道，其它1540

处，蓄水总量灌田面积比1949年扩大19倍，保灌面积50万亩，增强了抗旱能力，有力的

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收。

农业机械装备从无到有：全县1980年拥有农业各种动力机械7376台，10．5万马力，

大大减轻了农民车水、加工、运输等笨重体力劳动。县建有农用工业氮肥厂、磷肥厂、塑料

厂，并建有种子公司、饲料厂等．每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良种、薄膜、农药、微肥、化肥、

饲料。

o‘ 、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做出了成绩：一是良种推广，主要农作物稻、麦、玉米、高粱、红苕基

本良种化。中稻以杂交汕优二号、矮优一号为主，常规稻有泸双1011、泸科3号、2134、挂

朝二号I双季稻早稻以泸南早为主，晚稻有汕优二号、六号I小麦有绵阳1l号、19号、巴麦

18号}玉米有金单一号、郑单二号、唐单16号I高粱有矮格、松溉黑壳I红苕有徐薯18和

宿芋。二是育秧和栽培技术更新，温室育秧、露地薄膜育秧、两段育秧，小苗、中苗、分蘖秧

配套栽插，以及再生稻、半旱式埂稻沟鱼、水厢麦、免耕法、综合防治病虫害等新技术，已被

广大农民群众接受。三是畜牧兽医技术实行五改、两推，人工授精配种和综合防疫治病。四

是建立和完善农牧渔业技术服务和推广体系，实行科学种田，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农牧渔业主要产品有很大增长；1985年产量与建国初期1949年产量对比，全县粮食

总产90365万斤，增长1．72倍；油菜子总产1032万斤，增长0．79倍；出槽肥猪483211

头，增长4．2倍I水果总产203029担，增长7．1倍I鱼产量350万斤，增长15．6倍,St蔗总

‘产201264万斤，增长28．3倍癌÷茧总产22401担，比1976年增长1．7倍，茶叶总产23279

担，比1957年增长18．19倍。

产值有很大增长：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85年农业总产值27174万元，人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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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元，比1949年7997万元，增长3．39倍。其中：农业产值1985年17740万元，比1949

年6687万元，增长2．78倍l牧业产值1985年7045万元，比1949年810万元，增长8．7

倍，渔业产值1985年213万元，比1949年26万元，增长8．I倍I副业产值1985年940万

元，比1949年386万元，增长2．43倍。全县三十六年来农收渔业产值有很大的增长，为实

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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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永川在唐代大历十一年(776年)建县。

清光绪二十三年(1887年)，改工部为工农商部，执管全国实业。

民国九年(1920年)，永川县政府拨公地20亩，水田5亩，设农事试验场。

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政府设建设局，领导全县农业生产工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政府裁局设建设科。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成立永川县农业推广所，领导农场、苗圃进行农林水牧

渔业生产技术推广工作。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实行新县制，县政府设民、财、教、建等科，建设科负责领导

全县农林水牧渔业生产和交通建设等工作，直至1949年12月解放。

1 949年

12月4日，永川县解放。17日成立“永川县人民政府”，下设建设科，主管农林水牧渔

业生产和交通建设气象等工作。

1 951年

4月成立“永川县农场”，进行良种繁殖和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1 952年
_ ．全县完成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生产。

。8月成立永川县畜牧兽医协会。

1 954年

12月交通从建设科分出，设立交通科。

1 955年

1月县建设科派科技干部去泸州稻麦试验场学习和引进双季稻品种，早稻南特号，晚

稻浙场3号、9号。进行试验、示范、推广栽培双季稻。

3月奉令改建设科为农业科。

， 1 956年

4月林业从农业科第一次分出，分别设立农业、林业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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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8年-
、

永川县第一次获得国务院奖给“永川县缺牛变余牛县”的红旗一面。

1 959年

2月农林两科奉令合并成立“永川县农林水利局”。

2月全县开展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

1959年江津地区召开。群英会”永川县获得江津专区奖励发给“永川县发展耕牛的红

旗县”光荣称号。

是年第一次开始猪的人工授精，建立人工授精站38个。输精点75个。有良种公猪

169头，人工授精员482人，建起了全县人工授精网，开展人工授精工作。

1 960年
。

1月畜牧从农林水利局第一次分出．另行成立畜牧局。

越年江津专署迁来永川后。永川县农场合并江津专区农科所。

1 962年

4月永川县气象站合并到江津专区气象台。

9月奉令精简机构，改局设科，农牧合并成立农林水利科。

1 963年

全国人大朱德委员长亲临永川县箕山视察，全县掀起了上山种茶热潮。

1 964年

1月水利从农林科分出，分别成立农林局和水利电力局。

3月永川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农林局，分别成立农业局，林业局(--次分设)。

是年开展“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5月，奉令成立“永川县治螟保产指挥部”，各区、乡分别成立指挥所，大队、生产队分

别成立战斗小组，开展治螟保产工作。

’

1 965年

永川县螟害率1963年压低到平均3％÷1964年为0．73％。1965年降低到0．37％。因

而永川县取得全省第一个“无螟县”光荣称号，。

7月四川省农业厅、省科协在永川县召开洽螟样板会，推广永川县治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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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0年

1 1月、永川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改农业局为“永川县农业局革命委员会”．

1 972年

9月撤销农业、林业两蜀革命委疑会，合并成立“永川县农林局革命领导小组”。

1973年

1973年全县开始推广生猪经济杂交，发展商品瘦肉型猪。

． 1 974年

县农技站在8个区、21个乡、54个村、301个生产队，对水稻品种进行第一次普查，在

139个品种中评选出良种94个。

1975年

4月成立“永川县革命委员会肥料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领导全县农民大积大造自然

肥料，发展农业生产。

1 976年

永川县从海南岛繁殖杂交水稻种子所引进水稻南优2号种子24斤，进行繁殖制种，

试验、示范、推广杂交稻，增产显著。

。，
1 977年

5月撤销农林局革命领导小组，分别成立农业局、林业局(三次分设)。

1 979年，

青峰乡植保专业队(永川县第一个乡办植保专业队)，承包抗旱抢栽一季晚稻面积

2700亩的害虫防治大螟和稻纵卷叶螟，挽回稻谷损失33万多斤，成熟时期，永川地、县组

织近万人参观，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由县委书记王海亭陪同前往青峰乡视察丰收景

况。

1 980年

永川县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1982年7月验收合格

建立永川县种了公司，负责种子生产，经营和推广工作。

松溉镇飞跃一队用甘蔗尖育苗移栽面积0．705亩，亩产5．33吨，比一般亩产4．56

吨，增产16．88％，并且小麦单产400斤。中共永川地委顾问蔡国芳在甘蔗收砍前亲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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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鉴定，“认为蔗尖育苗经济效益高”．

1 981年

3月永JII县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1984年6月验收合格。

5月第二次成立“永川县畜牧局”。

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以户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永川县参加四川省240万亩丰产示范片获高产，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科

学技术委员会奖状。

对柑桔溃疡病第上次进行普查。

6月成立永川县农业广播学校领导小组，1984年改组成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永川县

分校和永川县农业技术培训学校。

1 982年

7月开展水稻白叶枯病重点普查和大面积慨查工作。

1983年

普及推广贮藏柑桔保鲜4—|-7个月．平衡供应市场，提高商品率和经济效益。

开始试验、示范、推广水稻半旱式稻、鱼、萍栽培技术．

1984年

1月永川县人民政府决定撤销畜牧局，合并成立“永川县农牧渔业局”。

四川省组织春季防疫检查评比，永川县荣获四川省畜牧局锦旗一面，兽医工作先进集

体，

9月成立“永川县农牧渔业技术服务部”。开展农牧渔业生产有关物资供应、调剂和技

术咨询服务工作，

1 985年

水川县对中稻、双季稻分别进行考察、研究、探讨总结。

永川县被列为重庆市商品瘦肉型猪基地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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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建国前机构

永川县建置于唐代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由于城西南三岔河处三河会流，形如篆

文“永”字，故取名永川。

清光绪二十三年(1887年)，始改工部为工农商部，执管全国实业，隶属尚书郎。光绪

三十二年(1896年)举办新政，改订官制，设置农林部，四川设劝业道，管理农工商等实业。

清宣统元年(1909年)，县设劝业会，管理实业。 。

民国成立，沿用清代劝业所名称，管理交通和其它建设事宜。民国四年(1915年)4月．

成立“永川县蚕务局”。民国八年(1919年)。设置实业所。领导蚕务局和掌管农、林、水利及

垦牧。民国九年(1920年)，县政府拨公地20亩，设苗圃I又拨公地20亩，水田5亩，设农

事试验场。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政府设建设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县政府

裁局设建设科。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Jll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永Jll成立，署

府合并，由专员兼县长；同年3月，成立联席办公厅，撤销建设科成立建设办公处。民国二

十五年(1936年)，在永川设立第三区农林实验学校，办理农场、苗圃、林场。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署府分开，县政府设一、二、三科，建设办公处隶属第三科领导。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撤销建设办公处，恢复建设科，主管农、林、牧事业，同年5月，成立永川县农业

推广所，领导农场、苗圃．开展农林牧业生产采种、育苗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民国二十

九年(1940年)，实行新县制，县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科．建设科设科长1人，技

o·士、科员、事务员各2人共七人，主管农业、林业、畜牧、水利、交通、电讯等工作，直到1949
年12月解效。

第二节建国后机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首都北京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下设农业

部。1949年12月4日永川县解放，成立“永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地址在城关镇昌州路鼓

楼门原县衙内，县人民政府下设建设科，组织农民恢复和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

一、行政机构
(一)建设科(1949年12月——1955年3月)t

设科长1人，副科长2人，行政办事员5人，主管农、林、牧、水利、交通等工作，1952

年建设科按业务需要，先后分别成立林业工作站、畜牧兽医站。1953年1月，成立农业技

术推广站，随后又成立水利组、蚕桑组等科属专业技术单位。全科各站、组，都分别设有负

责人和专业技术工作人员共50余人，负责办理各站、组的业务和技术推广。从此以后，建

设科技术干部陆续由大中专学校分配和从其他单位调来县的逐渐增多，技术业务相继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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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1954年12月，交通业务从建设科分出，另行成立交通科。 ·

(=)农业科(1955年3月——1959年2月)：

1955年3月，县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和管理，根据四川省编制委员

会和人事、农林、水利三厅的联合通知精神，将建设科改为农业剩。原建设科的农技、林业、

畜牧、水利、蚕桑等站、组，仍然不变，隶属农业科领导，具体负责承办各站、组技术推广工

作。农业科根据季节，作物的分布和互助合作社的发展，遵照县人民政府指示，把农技。畜

牧兽医两站的技术干部合并统一分配到区，各区成立综合性的农业技术推广站，除站长由

各区专管农业的区长兼任外，各区站设专职副站长一人，配备农技和畜牧技术干部2—3

人，行政上由区公所领导，农技、畜牧技术业务，由县农业科和县农技站、畜牧兽医站具体

负责指导和安排。

1956年4月，县人民委员会根据江津专员公署通知．林业从农业科分出，分别设立农

业、林业两科。同年5月，农业科建立永川气象站。11月，县人民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农业生

产合作社财会辅导工作，农业科增设财会辅导组，增派副科长1人，分管财会辅导工作。

～。(三)农林水利局(1959年．2月——1962年9月)。 ．

d9的牟；2月，县人民委员会根据江津专员公署的通知精神，改辞设局，将农业、林业

两辩合并成立农林水利局．办公地址，随县人委由鼓楼门迁至民生路新址办公，下没农技、

林业、畜牧，水利、蚕桑、气象、财会、工具改革等站、组。全局有副局长9,i．k．负责领导全县

农、林、水利等工作。 ．

1960年1月，畜牧从农林水利局分出成立畜牧局(1960年1月——1962年8月)。办

公地址先在中山路原县委大门左侧，后迁在中山路德园办公。下设畜牧站、水产组、养蜂

组、诊断室。全局设副局长2人，技术干部和工作入员共20人。

-1960年江津专员公署迁来永川，1962年4月．县气象站合并到专区气象台．

、(Bt)农林水利科(1962年9月——1964年1月)：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1962年精筒机构，改局设科，农牧合并成立农林水利科。下设

农技、林业、畜牧、水利、财会、蚕桑等站组，办公地址在昌州路14号鼓楼门脚。

(五)农林局(1964年1月——1964年3月)t

1964年1月，裁科设局，永利分出，分别成立农林局和水利电力局。农林局下设办公

室、农技、林业、畜牧、蚕桑、财会辅导等站组。 。

(六)农业局(1964年3月——1970年11月)：

1964年3月，县人委决定撤销农林局，分别成立农业局、林业局。农业局下设农技、畜

牧、蚕桑、财会辅导和办公室．各站、组负责专业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

(七)农业局革命委员会(1970年11月——1972年9月)：

1970年11月文化大革命时期，县革命委员会为了抓革命，促生产，决定成立农业局

革命委员会，负责全县农业生产工作。

(八)农林局革命领导小组(1972年9月——1977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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