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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铜镰

(山东济南大辛庄采集

．．北辛文化时期出土的石质农具
t 1～2．打制的小石铲；3～4．打

制的石刀)

蝓 ．．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石质农具

(1—4．石刀；5．石镰；6．石铲)

汉代铁制农具

1．铁镰；2．铁镢

(诸城古城子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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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锄 2．镰

山东近代农家常备传统农具锄、

双轮双铧犁

山东近代推广的

泰山一12型拖拉机

3．锨4．镢

镰、锨、镢

山东当代拥有量最多的农业机械

9 5型柴油机



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

山东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办公楼及花园

积极改革，历尽艰辛，终于走出低谷

迎来春风的青州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足在山

东省德州农业机械化学校基础上，

于1958年9月1日创建的。现已

发展成为以机、电为主，弹』=渗

透，机、电．管，师相结合的综

合性，省属高等院校．

●山东钳农业机械化学校j

1958年9月建枝，为学制三年的

中等学校。纠1985年底，枝址^

地1 7 4ln饭禽达2．7万#平厅

米，教职员工2 60人，在枝学生

7 3 2人。

山东农机教育正在深化改革蓬勃发展中
(幽为青州市农机化学校正为学员I井授

汽油泵工作原理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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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机械公司

● 山东省农业机械公司，

是一个经营管理型的全民制

企业，即在从事农机产品、

农村用电产品经营的同时，

还受政府部门和上级公司的

委托，负责全省农机公司系

统业务工作的组织、指导，

协调，监督，管理。

增照靶蔓伴销筻网宴布嘿农民 农机供应销售咨询服务
(图为桓台县唐山镇农机站，为方

便农民，增设农机配件商店，年经营额
60多万元，受到农民好评。)

村办农机配件销售商店
(图为淄川区淄城镇菜园村1982年建立
的村办汽车，拖拉机配件服务公司。1

个体自办农机配件销售网点
(图为淄川区西关农民李玉孝自办

的农机综合门市部。)



机械耕翻

果树喷灌

机械喷雾治虫

小麦精少量播种机

◆
机械铺膜

机械复收花生



丰产沟犁田间作业

临淄区农民正用割晒机收割小麦

机械化养鱼——
喷水增氧机

1956年6月山东首次在夏津用飞机治虫

玉米秸秆机械还田

种子加工清选机械



警 鳓
全国著名的农业机械化先进村

高密县北大王庄是全国著名的农业机械化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年

增加对农机投资，仅种植业机械N1985年拥有总值已达62万元(不含汽车)，实现
了耕、耙、播，浇、治虫．收割、运输一条龙作业，每个农业劳力产粮万斤以上
人均产值千元以上。图为该村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

高密县北大王庄机械化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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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农机各类产品鉴定和

质量监督任务的山东省农业机械

试验鉴定站

文登县农机维修中心正

为农民抢修农业机械

一．崩≮0
_％目—一

∥

修、一
省农!

用微机计j

胶南县

艺为农民焊

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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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农机事业健康稳步发展的新形势下，《山东省农

机志》问世了。这是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一卷在手，犹如“齐鲁农机全景”在

胸，其价值和意义，毋庸美言。志书以翔实的资料，回顾、展示了山东农业机械

化40年来的历程。概括起来讲，既有显著的成就，又有严重的失误；既有丰富

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四十而不惑"。积40年经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保证；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发展，是百业俱兴的基础；只有工具的改革，才能改变

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编纂志书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农机志》

的编纂历经8年，修志人员行程万里，搜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几百幅照片，召

开了14次专业会议，八易篇目，七易其稿，还把一些具有山东特色的传统农具

拍摄录相，其艰辛自不必多言。此外，志书中也凝聚着农机系统许多同志的心

血，没有他们鼎力协助，志书不会顺利完成；省直各有关部门的指导、关怀，自

然也是志书成功的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这部志书是集思广益、众手成书。

人类历史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断，奔腾向前。山东的农业必将实现机械

化，它最终将取代落后的手工劳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祝愿广大农机战

线同志同心同德、继往开来、艰苦奋斗、兴利革弊，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为山东农业实现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值此《农机志》出版之际，撰及此文，共勉之。

鸟务唷
1990年lO月于历下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实事求是，详

今略古，突出行业和时代特点，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于1840年，下限截止1985年。鉴于山东文化古老，历史上

又没有专门系统的农机具的记述，故增加了《山东古代农具发展史略》一篇，以

反映历史全貌。

三、本志内容，本着“事以类从，类为一篇’’的原则，分十一篇，每篇按章、

节、目记述。

四、本志用记、述、志、录．、表、图等体裁，以志为主，其它辅之。

五、大事记为本志之经，根据“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新事不丢，言简意赅，

脉络清楚"的原则，记述了山东近、现代农机事业发展的梗概。

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政治运动的记述，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散记于有关章节中。

七、本志采用的有关统计资料，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均以省统

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准，其中没有的数字则以省直各业务部门出版的资料

为准；属建国前的，则以有关资料和旧志为准。

八、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均按当时计量单位。

九、政府机关名称，均用当时称谓。

十、本志引用的古籍附图，或历史上所用农具的插图，为避免走样，所有

的图都是按原图、原样制版。

十一j本志所称“农机具’’，指的是农机和农具。志中主要记述农机具的种

类、名称、形状、用途、发展演变及使用管理情况。

十二、因体制关系及业务管辖范围所限，本志不包括林业、水利、牧业、水

产、副业等方面的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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