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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 《畜牧志》编写领导小经成台影

图③ 旺苍县寄牧局职工

宿舍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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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志》编写

领导小组成员

前排左起：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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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 旺苍县种畜场场部

图⑤ 长白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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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⑥ 长白猪(母)

图⑦ 西门塔尔杂交改良牛



图③ 摩拉杂交改良牛

图⑨ 黑白花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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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⑩ 旺苍县种畜场商品蛋鸡舍

图⑧ 优质高产青饲料聚合草



序 言

我国畜牧业早于种植业，相传始于伏羲氏教人饲养畜禽，神农氏教

民农作，始出现种植业。现代史学家把我国民族从采集渔猎经济转化

到农业畜牧经济的时代称为。神农时代”。到秦穆公时就有医技高明

的兽医孙伯乐。 “伯乐相马”的故事世代相传，被誉为慧眼识人的典

范。在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畜牧业逐渐降为从属于种植

业的地位，不为人们重视。直到l 9 4 9年全国解放，畜牧业只作为

农村副业，畜牧生产濒临破产。

旺苍县素有适宜畜禽生长的良好自然条件和饲养畜禽的传统历史

习惯，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在史志上，却名不见经传，致使后人无

徵。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畜牧生产的发展，提出了“没有畜

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把畜牧业生产

纳入了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项目，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畜牧业生产

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措施。毛泽东主席生9 5 9年l 0月3 1日《关于

养猪的一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

调动了广大人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使畜牧业生产从自生自灭

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向科学养畜、养禽方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1 9 8 5年旺苍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编修新地方志的指示精

神，作出了编写县级部门志的决定。县畜牧局为记述这一伟大历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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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在县志办的关心和支持下，组织专业科技人员，广征博采，收集

资料，内查外调，核实材料，初步查清了旺苍建县前后七十多年畜牧

业资源和畜牧生产概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旺苍县畜

牧业生产连年丰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发展农村经济、繁荣市场，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变农业生产结构，提供了历史借鉴。 l 9 8 6

年县畜牧局成立后又组织专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

导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分析鉴别

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本着薄古厚今，详近略远、实事求是的

原则，编写成《旺苍县畜牧志》。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四十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旺苍县畜牧业发展的概况．

机构沿革、资源调查、畜牧区：划、科技发展、疫痛防治、畜令改良、

种草养畜、兽医教育，基层建设，畜牧先进等方面的史实，具有资

料性、学术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价值。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

畜牧兽医的史书，填补了县畜牧史志之缺。

盛世修志为我国数千年的优良传统，仅以此书献给旺苍县解放四

十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事不覆前车之鉴。愿《旺苍县畜牧志》问

世之后，能为旺苍畜牧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一定贡献。

2

旺苍县畜牧局局长 李长安

l 9 8 9年l 2月1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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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为准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本

着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编写。

二 文体：白话文、记述体。

三 时间：上限不限、下限至1 9 8 8年、 个别章节延续至

1 9 8 9年。

四 结构：以章，节、目三层次安排，横排竖写，辅以图表、简

要说明。

五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年号加公元纪年，建

国后用公元纪年。

六 计量：重量采用公制“公斤”、 “克”；面积以“平方公里”

“亩”为单位；货币：建国后以一元、角、分”为计量单位。

七 称谓：地名及行政组织机构名称用当时历史称谓。

八 资料来源：以历史档案资料、总结、文存为主，兼纳少数口

碑资料。

九 统计资料：以县统计局统计年报数字为准，并采用了部份科

研调查数据资料。

十 重要文献入“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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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录

概述 ⋯⋯⋯⋯⋯⋯⋯⋯⋯⋯⋯⋯⋯⋯⋯⋯⋯⋯⋯⋯⋯⋯⋯1

大事记 ⋯⋯⋯⋯⋯⋯⋯⋯⋯⋯⋯⋯⋯⋯⋯⋯⋯⋯⋯⋯⋯⋯⋯5

第一章机构沿革⋯⋯⋯⋯⋯⋯⋯⋯⋯⋯⋯⋯⋯⋯⋯⋯⋯⋯24

第一节 行政管理 ⋯⋯⋯⋯⋯⋯⋯⋯⋯⋯⋯⋯⋯⋯⋯⋯⋯24

第二节 内部机构 ⋯⋯⋯⋯⋯⋯⋯⋯⋯⋯⋯⋯⋯⋯⋯⋯⋯32

第三节 下属机构 ⋯⋯⋯⋯⋯⋯⋯⋯⋯⋯⋯⋯⋯⋯⋯⋯⋯40

、第四节 区、乡畜牧兽医站 ⋯⋯⋯⋯⋯⋯⋯⋯⋯⋯⋯⋯⋯42

第二章党群组织⋯⋯⋯⋯⋯⋯⋯⋯⋯⋯⋯⋯⋯⋯⋯⋯⋯⋯56

第一节 中共党组织 ⋯⋯⋯⋯⋯⋯⋯⋯⋯⋯⋯⋯⋯⋯⋯⋯56

第二节共青团 ⋯⋯⋯⋯⋯⋯⋯⋯⋯⋯⋯⋯⋯⋯⋯⋯⋯⋯59

第三节工会⋯⋯⋯⋯⋯⋯⋯⋯⋯⋯⋯⋯⋯⋯⋯⋯⋯⋯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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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畜牧生产⋯⋯⋯⋯⋯⋯⋯⋯⋯⋯⋯⋯⋯⋯⋯⋯⋯⋯7r5

第一节畜牧概况⋯⋯⋯⋯⋯⋯⋯⋯⋯⋯⋯⋯⋯⋯⋯⋯⋯7r5

第二节养牛O 0 0 OI O O O O O O O⋯⋯⋯⋯⋯⋯⋯⋯⋯⋯⋯⋯⋯⋯⋯79

一t 耕牛 ⋯⋯⋯⋯⋯⋯⋯⋯⋯⋯⋯⋯⋯⋯⋯⋯⋯⋯⋯7，9

二 奶牛⋯⋯⋯⋯⋯⋯⋯⋯⋯⋯0 O g O OB⋯⋯⋯⋯⋯⋯100

第三节养猪 ⋯0 0 O B BO⋯⋯⋯⋯⋯⋯⋯⋯⋯⋯⋯⋯⋯⋯⋯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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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养单⋯⋯⋯⋯⋯⋯⋯⋯⋯⋯⋯⋯⋯⋯⋯⋯⋯⋯1 15

一 山羊············”·0 o e o 0 o o o e e o o o e

o··············．．．．．．．．．．1 15

二 奶羊OID LP O O B O O Q O Le O B O B 0 0 0⋯⋯⋯⋯O O O O O O O O O O 0 0⋯⋯⋯⋯120

三 绵羊．⋯⋯⋯⋯⋯⋯⋯⋯⋯⋯⋯⋯⋯⋯⋯⋯⋯⋯120

第五节 马、驴、骡 ⋯⋯⋯⋯⋯⋯⋯⋯⋯⋯⋯⋯⋯⋯⋯12 1

第六节养兔⋯⋯⋯⋯⋯⋯⋯⋯⋯⋯⋯⋯⋯⋯⋯⋯⋯⋯124

一 家兔(肉兔) ⋯⋯⋯⋯⋯⋯⋯⋯⋯⋯⋯⋯⋯⋯124

二 长毛兔⋯⋯O Q O O O 0 0 O O·o o⋯⋯⋯⋯⋯⋯⋯⋯⋯⋯⋯125

第七节养蜂⋯⋯⋯⋯⋯0 0 0 0 0 0⋯⋯⋯⋯⋯⋯⋯⋯⋯⋯⋯127

第八节小家禽 ⋯⋯⋯⋯：⋯⋯⋯⋯⋯⋯⋯⋯⋯⋯⋯⋯．．132

一 鸡·⋯··⋯⋯⋯⋯⋯⋯⋯⋯·⋯．．⋯⋯⋯⋯．．．⋯．．．132

二 鸭⋯⋯⋯⋯⋯⋯⋯⋯⋯⋯⋯⋯⋯⋯⋯⋯⋯⋯⋯1 3 6

三 鹅⋯⋯⋯⋯⋯⋯⋯⋯⋯⋯⋯⋯⋯⋯⋯⋯⋯⋯⋯1 37

四 鹌鹑 ⋯⋯⋯⋯⋯⋯⋯⋯⋯⋯⋯⋯⋯⋯⋯⋯⋯⋯138

第九节专业户 ⋯⋯⋯⋯⋯⋯⋯⋯⋯⋯⋯⋯⋯⋯⋯⋯⋯139

第十节 畜牧区划和规划 ⋯⋯⋯⋯⋯⋯⋯⋯⋯⋯⋯⋯⋯1 43

第四章 品种改良和技术推广 ⋯⋯⋯⋯⋯⋯⋯⋯⋯⋯⋯⋯148

第一节牛⋯⋯⋯⋯⋯⋯⋯⋯⋯⋯⋯⋯⋯⋯⋯⋯⋯⋯⋯148

一 引进良种 ⋯⋯⋯⋯⋯⋯⋯⋯⋯⋯⋯⋯⋯⋯⋯⋯15 1

二 冻精配种⋯⋯⋯⋯⋯⋯⋯⋯⋯⋯O B O O O O O O O O O O OO O O O B 154

三 政策、措施e o o e oe e o e o o e o o o o e o⋯⋯⋯⋯⋯⋯⋯．．：⋯161

第二节猪⋯⋯⋯⋯⋯⋯⋯⋯⋯⋯⋯⋯⋯⋯⋯e e o o o e o o e e J e164

一 引进良种及经济杂交 ⋯⋯⋯⋯⋯⋯⋯⋯⋯⋯⋯164

二 改良效果 ⋯⋯⋯⋯⋯⋯⋯⋯⋯⋯⋯⋯⋯⋯⋯⋯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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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其它畜禽‘⋯⋯⋯⋯⋯iii o··⋯⋯⋯⋯⋯⋯⋯⋯⋯1 69

一 鸡···；··i········⋯⋯····················⋯⋯··········l 69

。二。羊⋯⋯⋯···⋯⋯······⋯⋯⋯⋯⋯⋯···clill e⋯···170

‘‘三 兔 ⋯⋯⋯⋯⋯⋯⋯⋯⋯⋯⋯⋯⋯⋯⋯⋯⋯⋯⋯17 1

四 鸭、鹅，蜂⋯⋯⋯⋯⋯⋯⋯⋯⋯⋯⋯⋯⋯⋯⋯1 71

第四节 技术推广 ⋯⋯⋯⋯·“t J+··8··Ol 6 0⋯⋯⋯⋯⋯⋯⋯1 72

第五章疫病防治⋯⋯⋯⋯⋯⋯⋯⋯⋯⋯⋯⋯⋯⋯⋯⋯⋯180

第一节疫情⋯⋯⋯⋯⋯⋯⋯⋯⋯⋯⋯⋯⋯⋯⋯⋯⋯⋯180

第二节防疫⋯⋯⋯⋯⋯⋯⋯⋯⋯⋯⋯⋯⋯⋯⋯⋯⋯⋯184

第三节检疫⋯⋯⋯⋯⋯⋯⋯⋯⋯⋯⋯⋯⋯⋯⋯⋯⋯⋯194

一 市场检疫⋯⋯⋯⋯⋯⋯⋯⋯⋯⋯⋯⋯⋯⋯⋯⋯194

二 屠场检疫 ⋯⋯⋯⋯⋯⋯⋯⋯⋯⋯⋯⋯⋯⋯⋯⋯1 97

三 交通检疫 ⋯⋯⋯⋯⋯⋯⋯⋯⋯⋯⋯⋯⋯⋯⋯⋯1 9 7r

四 畜产品检疫⋯⋯⋯⋯⋯⋯⋯⋯⋯⋯⋯⋯⋯⋯⋯198

第四节传染病 ⋯⋯⋯⋯⋯⋯⋯⋯⋯⋯⋯⋯⋯⋯⋯⋯⋯198

第五节普通病 ⋯⋯⋯⋯⋯⋯⋯⋯⋯⋯⋯⋯⋯⋯⋯⋯⋯201

第六节 寄生虫病 ⋯⋯⋯⋯⋯⋯⋯⋯⋯⋯⋯⋯⋯⋯⋯⋯20 1

第七节中毒病 ⋯⋯⋯⋯⋯⋯⋯⋯⋯⋯⋯⋯⋯⋯⋯⋯⋯213

第六章饲草、饲料⋯⋯⋯⋯⋯⋯⋯⋯⋯⋯⋯⋯⋯⋯⋯⋯214

第一节草地资源⋯⋯⋯⋯⋯⋯’⋯⋯⋯⋯“⋯⋯⋯⋯⋯214

第二节饲料⋯⋯⋯⋯⋯⋯⋯⋯⋯⋯⋯⋯⋯⋯⋯⋯⋯⋯230

一 精饲料⋯⋯⋯⋯··：⋯⋯⋯⋯⋯⋯⋯⋯⋯⋯⋯⋯230

二 粗饲料⋯⋯⋯⋯⋯⋯⋯⋯⋯⋯⋯⋯⋯⋯⋯⋯⋯234

三 青绿饲料一⋯⋯⋯⋯⋯⋯⋯⋯⋯⋯⋯⋯⋯⋯⋯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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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配合饲料⋯⋯⋯⋯⋯⋯⋯⋯⋯⋯⋯⋯⋯⋯⋯⋯234

五 其它饲料⋯⋯⋯⋯⋯⋯⋯⋯⋯⋯⋯⋯⋯⋯⋯⋯236

第七章技术培训和技术职称 ⋯⋯⋯⋯⋯⋯⋯⋯⋯⋯⋯⋯237

第一节技术培训O O O O O O O O O 0 0 O⋯⋯⋯⋯⋯⋯⋯⋯⋯⋯⋯⋯237

第二节技术职称⋯⋯⋯⋯⋯⋯⋯⋯⋯⋯⋯O O O Oe⋯⋯⋯241

第八章 区、乡(社)站经营管理 ⋯⋯⋯⋯⋯⋯⋯⋯⋯⋯⋯244

第一节社办公助 ⋯⋯⋯⋯⋯⋯⋯⋯⋯⋯⋯⋯·⋯⋯⋯244

第二节待遇⋯⋯⋯⋯⋯⋯⋯⋯⋯⋯⋯⋯⋯⋯⋯⋯⋯⋯247

’第三节 兽医收费 ⋯⋯⋯⋯⋯⋯⋯⋯⋯⋯⋯⋯⋯o 0 o o o 0 o o o 25 3

第四节 经济责任制 ⋯⋯⋯⋯⋯⋯⋯⋯⋯⋯⋯⋯⋯⋯⋯25 9

第五节 综合经营⋯⋯⋯⋯⋯⋯⋯⋯⋯⋯⋯⋯⋯⋯⋯⋯⋯262

附录 ⋯⋯⋯⋯⋯⋯⋯⋯⋯⋯⋯⋯⋯⋯⋯⋯⋯⋯⋯⋯⋯⋯⋯2 63

一 重要文存

· 1 国务院《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摘要)

2 毛泽东主席《关于养猪的一封信》(摘要)

3 旺苍县人民委员会《关于耕牛繁殖奖励办法的决定》(摘

要)

4 国务院《关于民间兽医工作的决定》(摘要)

5 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摘要)

6 旺苍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消灭猪瘟的几项规定》(摘要)

7 旺苍县农林局《关于消灭猪瘟和控制其它传染病有关定、

包、奖的规定》(摘要)

8中央农业部《关于颁发“公社畜牧兽医工作站管理试行条例一

的通知》(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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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9 旺苍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步伐的意见》(摘

l 0 国务院《家畜家禽防疫条例》(摘要)

二 1 9 4 9年后旺苍县畜牧兽医站(局)干部名录

三 建国后旺苍县畜牧兽医站(局)工人名录

编后记⋯⋯⋯⋯⋯⋯⋯⋯⋯⋯⋯⋯⋯⋯⋯⋯⋯⋯⋯⋯⋯⋯⋯⋯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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