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编嵊县《农业志．》E始于1985年，历时二年余，。．．现在终

．于问世了．。。这是·件值得欣慰的事。一。 ：～．：

。．．：：嵊县自秦汉建县以来，．至今已二千余年。本县自古以农为

本，，历代劳动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创造了人们赖以生

存发展的物质财富，积累了宝贵的农业生产经验：现存的几部县

一志虽详略不一地有所记载，但与农业的地位和丰富实践比，显

得微乎其微，同时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其他原因，不可能很好地

将历代农业生产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嵊县农业生产得到了

很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特别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逐渐步入盛世。嵊县县委，一县人民政府继承盛世修志

．伪传统，决定编篡《嵊县志》。嵊县《农业志》是在完成《嵊县

志》农业部分基础上，为积累保存资料而修列的专志。志书编‘

写人员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立足当代，贯通古嗲，详今

略古的原则，广征博采，考证甄别，全书以学科为对象，’分门

别类，按时序记事一，用资料说话，寓观点于叙事之中，辅之以画

龙点睛的评述'秉笔直书，比较翔实地记述了嵊县1985年前农

业的历史，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韵农业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载，较好地反映了我县农业的时代特、

l ·



的闻世，．为我县农业发展提供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大量的宝

贵资料，这对我们了解过去，学习继承历代劳动人民的宝贵经

验，考察现在，更好掌握县情，因地制宜，发挥地方优势，搞

好农业，把握未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这是裨益当代惠及后代的大好事：当我们翻开史卷，全县

古今农业情况变迁跃入眼帘之际，决不会忘记几年来兢兢业业

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参与和有助于修志的同志。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历代特别是当代劳动人民艰苦创

业，努力探索，为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光辉的篇

章，我们深信，随着时代的进展，剡江两岸儿女必将更加满-怀

信心，用自己聪明的才智，勤劳的双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

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续写出更

加灿烂的史册。
’ ‘ 1’

。

· 2 ·

‘

芮锁松
一’

19 8c7年6，月
● ‘’+--”



编写．人

‘．负 责．人t吴凤英
‘

裘壮河
、

林芝金

．主 编。张才云

概 论t刘云安

生产关系变革。裘荣祥

：粮油作物l张才云
．．刘云安

农业局副局长

农业局副局长

农业局巡视员

县农技推广中心干部

县农技推广中心干部

农业局农经股干部
：、

’

一
●

；

助理农艺师

农h艺师：．

助理农艺师

‘畜 禽。匿亟圈农业局退休干部．t
吴功愚县畜牧兽医站干部 畜牧兽医师

经’济特-t产。‘谢学熊县第二蚕种场技术主任农艺师

予福玄县蚕种场干部弋 一

．· 张才云

农、机 具t。卢富良县农机管理站干部 ．助理工程师

直属场、所。裘荣祥 ‘

～j 一

谢学熊

．刘云安

农业经济管理
科技’推广
机构’沿革

摄 ，影
’^

绘 ， 图

裘荣祥
： ’

张才云吴功愚吴增费 ?
●

●

周志明县农技推广中心干部

·Z‘



芮锁松·

贺用圣t

吴增贵：

范庆林。

竺香瑞：

孔庆浩。

沈善苗t

李岳鑫：
．a

·’2·

‘审 阅t人

。农业局局长 ’甫牧兽医师
●

，

农业局人秘股副股长 j 农艺师．

县农技推广中心副站长 农艺师．
．

』

农业局蚕桑股股长． ’：农艺师。．
·+

·

’：。tr， +．

农业局农经股股长 ’：农经师，
●

县农科所副所长 农艺师
‘

·‘． ‘一，_：-
．

县良种繁育场场长 -农艺师
一

县良种公司经理 一，、：助理农艺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4
3
·





晏农拄推广中心大楼



县良种繁育场

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嵊县蚕种场





嵊县农业志篇目表

图 表：①嵊县行政区划图

②嵊县地势图

②嵊县水系图

照片：①农业局办公楼

②农业局种鸡场

⑧农技推广中心大楼

④上东区农技推广站

⑤县良种繁育场

⑥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⑦嵊县蚕种场

⑧嵊县第二蚕种场

⑨嵊县花猪

大事记⋯⋯⋯一⋯⋯⋯⋯⋯⋯⋯⋯_⋯．j⋯⋯．⋯⋯⋯⋯(1)

第一篇概‘述⋯⋯⋯⋯⋯⋯⋯⋯⋯⋯⋯⋯⋯⋯⋯⋯⋯(22)

第一章建置沿革⋯⋯⋯⋯⋯⋯⋯⋯⋯⋯⋯⋯⋯⋯⋯(22)

第二章地理⋯⋯⋯⋯⋯⋯⋯⋯⋯⋯⋯．．⋯⋯⋯⋯⋯．(23)
■

． ·1·



第三章气候⋯⋯⋯⋯⋯⋯⋯⋯⋯⋯⋯⋯⋯⋯⋯⋯⋯(24)

第四章水利⋯⋯⋯⋯⋯⋯⋯⋯⋯⋯⋯⋯⋯⋯⋯⋯⋯(26)

第五章土壤⋯⋯⋯⋯⋯⋯⋯⋯⋯⋯⋯⋯⋯⋯⋯⋯_(27)

第一节：土壤分类⋯⋯⋯⋯⋯⋯⋯⋯⋯⋯⋯⋯⋯⋯(27)

第二节：土壤改良⋯⋯⋯⋯⋯⋯⋯⋯⋯⋯⋯⋯⋯⋯(31)

第六章耕地与区划⋯⋯⋯⋯⋯⋯⋯⋯⋯⋯⋯⋯⋯⋯(33)

第一节耕地⋯⋯⋯⋯⋯⋯⋯⋯⋯⋯⋯⋯⋯⋯⋯⋯(33)

第二节 区戈11⋯⋯⋯⋯⋯⋯⋯⋯⋯⋯⋯⋯⋯⋯⋯⋯(35)

第七章农业经济概况⋯⋯⋯⋯⋯⋯⋯⋯⋯⋯⋯⋯⋯(36)

第二篇生产关系变革⋯⋯⋯⋯⋯⋯⋯⋯⋯··⋯··⋯⋯··(40)

第一章土地私有制⋯⋯⋯⋯⋯⋯⋯⋯⋯⋯⋯⋯⋯⋯(40)

第一节 土地占有⋯⋯⋯⋯⋯⋯⋯⋯⋯⋯⋯⋯⋯⋯(40)

第二节租佃关系⋯⋯⋯⋯⋯⋯⋯⋯⋯⋯⋯⋯⋯⋯(41)

第三节 借贷关系⋯⋯⋯⋯⋯⋯⋯⋯⋯⋯⋯⋯⋯⋯(43)

第四节 减租减息⋯⋯⋯⋯⋯⋯⋯⋯⋯⋯⋯⋯⋯⋯(44)

第二章土地改革⋯⋯⋯⋯⋯⋯⋯⋯⋯⋯⋯⋯⋯⋯⋯(46)

第三章农业合作比⋯⋯⋯⋯⋯⋯⋯⋯⋯⋯⋯⋯⋯⋯(48)

第一节 互助组⋯⋯⋯⋯⋯⋯⋯⋯⋯⋯⋯⋯⋯··⋯·(48)

第二节 初级枉生合作社⋯⋯⋯⋯⋯⋯⋯⋯⋯⋯⋯(51)

第三节 高级捉业合作社⋯⋯⋯⋯⋯⋯⋯⋯⋯⋯⋯(53)

第四章人民公社⋯⋯⋯⋯⋯⋯⋯⋯⋯⋯⋯⋯⋯⋯⋯(56)

第五章农业生产责任孙⋯·⋯⋯⋯⋯⋯⋯⋯⋯⋯⋯·(60)

第六章农村经济新体孙⋯⋯⋯⋯⋯⋯⋯一⋯⋯⋯⋯(64)

第三篇粮油作物⋯⋯⋯⋯⋯⋯⋯⋯⋯⋯⋯⋯⋯⋯⋯⋯(67)

第一章耕作制度⋯鬯⋯⋯⋯⋯一⋯⋯⋯⋯⋯⋯⋯⋯(71)

第二章种子⋯⋯．．．⋯⋯．．．⋯⋯⋯⋯．-．⋯⋯⋯⋯⋯⋯(78)

·2．



第一节 良种推广⋯⋯⋯⋯⋯⋯⋯⋯⋯⋯⋯⋯⋯⋯(、78)

第二节种子选育⋯．．．⋯⋯⋯⋯⋯⋯⋯⋯⋯⋯⋯⋯(95)

第三节1种子收购、供应⋯⋯．．．⋯⋯⋯⋯⋯⋯⋯⋯(97)

第三章裁培技术⋯⋯⋯⋯⋯⋯⋯⋯⋯⋯⋯⋯⋯⋯⋯(101)

第-节 水稻⋯⋯⋯⋯⋯⋯·o⋯⋯⋯⋯⋯⋯⋯⋯⋯(101)

第二节 大小麦⋯⋯⋯⋯⋯⋯⋯⋯⋯⋯⋯⋯⋯．．．⋯(115)

第三节玉米⋯山⋯⋯⋯⋯⋯⋯⋯⋯⋯⋯j⋯⋯⋯”(121)

第四节薯类⋯⋯⋯函⋯⋯⋯⋯⋯⋯⋯⋯⋯⋯⋯”(123)

第五节豆类⋯⋯⋯⋯⋯⋯⋯⋯⋯⋯⋯⋯⋯⋯⋯·?·(126)

第六节 小什粮⋯⋯⋯⋯⋯⋯⋯．．．⋯⋯“⋯⋯⋯⋯(128)

第七节 油料作物⋯⋯⋯⋯⋯⋯⋯⋯⋯⋯⋯⋯⋯⋯(129)

第四章肥料⋯⋯·．．．⋯⋯⋯⋯⋯⋯⋯．．．⋯⋯⋯⋯⋯⋯(133)

第一节 农家肥料⋯⋯⋯⋯⋯⋯⋯⋯⋯⋯⋯⋯⋯⋯(134)

第二节绿肥⋯⋯⋯⋯一⋯⋯⋯⋯⋯⋯⋯⋯⋯⋯⋯(136)

第三节’．化肥⋯∥·．．⋯⋯⋯⋯⋯⋯⋯⋯⋯⋯⋯⋯⋯(i37)

第四节施肥技术⋯⋯⋯⋯⋯⋯⋯⋯⋯“⋯⋯⋯⋯-(141)

第五章。植保⋯⋯⋯⋯⋯⋯⋯⋯⋯⋯⋯⋯⋯⋯⋯⋯⋯(143)

第一节 病虫害⋯⋯?⋯⋯⋯⋯⋯·⋯⋯⋯⋯⋯⋯⋯·(143)

第二节植保组织⋯⋯⋯⋯⋯⋯⋯⋯⋯⋯⋯⋯⋯⋯(158)

第三节 病虫防治000·⋯⋯．．．⋯⋯“厶⋯“⋯⋯⋯⋯”(162)

第四节 除草灭鼠⋯⋯⋯⋯．⋯⋯⋯⋯⋯⋯⋯⋯⋯⋯(167)

第四篇畜禽业⋯⋯一⋯⋯⋯⋯⋯⋯⋯⋯⋯⋯⋯⋯⋯”：(171)
，．第一章．概述⋯⋯⋯⋯⋯⋯⋯⋯⋯⋯⋯⋯⋯⋯⋯⋯⋯(171)

第二章畜牧业⋯⋯⋯⋯⋯⋯⋯⋯⋯⋯⋯⋯⋯⋯⋯⋯(174)

第一节养猪⋯⋯⋯⋯⋯⋯⋯⋯⋯⋯⋯⋯⋯⋯⋯⋯(174)

第二节养牛⋯⋯⋯⋯⋯⋯⋯⋯⋯⋯⋯⋯⋯⋯⋯⋯(175)

第三节 养羊。⋯⋯⋯⋯⋯⋯⋯⋯⋯⋯⋯⋯⋯⋯⋯(175)

．
· 3 ·

‘

f

‘



第四节’养免⋯⋯⋯⋯⋯⋯⋯⋯⋯⋯⋯⋯⋯⋯⋯⋯(176)

第五节 养禽⋯⋯⋯⋯⋯．．⋯⋯⋯⋯⋯⋯⋯⋯⋯⋯·(177)
’，

．慕六节养蜂⋯⋯⋯⋯⋯⋯‘?⋯⋯⋯⋯⋯⋯．．．⋯⋯·(177)

第三章饲养业⋯⋯⋯⋯⋯⋯⋯⋯⋯⋯⋯⋯⋯”⋯⋯·(17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政策⋯⋯⋯⋯⋯⋯⋯⋯⋯⋯⋯⋯矗⋯⋯⋯⋯·(183)

第一节 保护和繁殖耕牛政策⋯⋯⋯⋯⋯⋯⋯⋯··j(183)

第二节挟持农户饲养畜禽政策⋯⋯⋯⋯⋯⋯⋯⋯(185)

第三节．收购奖售政策⋯⋯⋯⋯⋯⋯⋯·¨⋯⋯·i矗·(186)

第五章畜禽产品⋯⋯⋯⋯⋯⋯⋯⋯⋯⋯⋯⋯⋯⋯⋯(187)

第一节 购销⋯⋯⋯⋯⋯⋯⋯⋯⋯⋯⋯⋯⋯⋯⋯⋯(187)

第二节 生猪价格⋯⋯⋯⋯⋯⋯⋯⋯⋯⋯⋯⋯⋯⋯(192')

第六章科技推广⋯⋯⋯⋯：⋯⋯⋯⋯⋯⋯⋯⋯⋯⋯”(193)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七章疾病防治⋯⋯⋯⋯⋯⋯⋯⋯⋯．．⋯··■一⋯”(205)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八章畜牧兽医机构⋯⋯⋯⋯．．⋯⋯⋯⋯⋯⋯⋯⋯·(2116)

第一节 管理机构⋯⋯‘⋯”⋯⋯⋯”⋯⋯⋯⋯⋯”·(216)

第二节 队伍⋯⋯⋯⋯⋯⋯⋯⋯⋯⋯⋯⋯⋯⋯⋯⋯(217)

第三节畜牧兽医联站⋯⋯⋯⋯⋯⋯⋯⋯⋯⋯⋯⋯(218)

第四节 群众团体⋯⋯⋯⋯⋯”·!⋯⋯⋯!·?⋯··⋯⋯(219)

· 4 ·

D盼D

7

7

8

1上1-1

1，～，～，～

～

～

～

～

一

一

～

一

～

～

～

～

～

～

一．

一

一

～

～

～

～

～

一

～

～

一

～

～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业业业养赛养饲饲饲庭体营家集国

>)、，、，

3

2

2

4

9

O．O

O

1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殖～

理良繁～管

改

、～

，种种料养品配饲饲

D纷D

O

1

1

2

2

2(((

～．一

一

～

～

～

一

～

～

～

一

～

～

一

～．

～

～

～

～

，～

～

¨

¨

¨

一

～

～

～

～

～

一

～

络

～

～

网

一

～

医

～

一兽疫疫村病防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