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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田化

建渠引水沙洲改田

桐庐白梨





序 言

《桐庐县农业志》是本县历史上第一部农业专志。重点记述

1912～1985年间桐庐县农业生产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情况。

本县地处北亚热带南缘，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农业生

产有着悠久历史。但自古以来，农业的演变发展，见之记载者，竟

如凤毛麟角。历代旧志，有关农事活动，仅有少数作物品类和简

略灾异，别无详情记载。若再不搜集整理，编修成辑，则农业的

起伏兴衰，后人更难查考。无以承前，何以启后。此为农业志有

编纂必要之一。

桐庐人民，向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建立以后，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兴修水利、改田造地、推广技术、

改进管理，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八十年代开始，随着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业生产多年积累下来的生产

潜能得到有效发挥，农副产品商品率大为提高，农村经济日趋繁

荣，农民生活明显改善。所有这些巨大变化，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

的见证人不作如实记载，更待何人重作评估。是为有必要编纂者

——一。

建国已历四十周年，举国上下正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

针路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为全面反映



本县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变化情况，提供后世咨询决策的

翔实资料和可靠依据，县政府于1986年决定编纂《桐庐县志》。本

局在参与编写《桐庐县志》的同时，搜集整理了大批资料。为进

一步扩大成果，在此基础上，着手编纂《桐庐县农业志》，实属机

不可失，时不可纵，驾轻就熟，事半功倍。此其三。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得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经全

体修志人员辛勤操劳，各尽心力，阅三年而成。但因水平所限，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界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桐庐县农业局局长 王听松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行文采用现代规范的语体文(引用古籍例外)记述

体的体例。全志首列概述、大事记，以勾勒本志之全貌；次列自

然地理、生产关系、粮油生产、畜牧生产、经济特产、机构沿革

等共六篇，领25章87节，为本志之主体；末载附录，以增加实

用价值。

二、本志时限，上起事物之发端，下迄1 985年。为详事物之

始末，个别事例则延至1986年。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

均以分水、桐庐两县实际解放县城的时间为界。

三、贯彻“详今略古’’原则，编纂重点置于中华民国时期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之史实，以求突出时代特色。

四、桐庐、分水并县前，一般仍按历史事实分别记述，以便

后人查考。但为精简文字，个别事例则以“两县”冠之。并县后

以“全县”、“本县”统称，以示区别。

五、本志所记述内容，以农业局分管的工作范围为限，林业、

水利、渔业等，偶有述及亦不作详述。

六、解放以后，本县曾与富阳、新登合并，为不致重复，以

现辖范围为准，合并期内富阳、新登的数字，除极少数确已无法

分开外，一概剔除。 ．

七、本志均采用横排竖写，每件事按分类后记其始末。纲目

分三个档次，即篇、章、节。如记述问题较多，节下再以一、二、



三、⋯⋯分述。

八、《大事记》与各章节之间互有交叉，故其事详于章节，而

《大事记》中仅记事由之概况。

九、《自然地理》中之自然灾害，为窥其一般发生规律，先以

灾别分类，后按年代顺序排列。

十、使用地名以现行标准名称为准。历史事件中涉及之地名，

概用当时名称，以反映历史实际。属已消失之古地名，‘均夹注今

名。

十一、为便于对照，计量单位仍用1984年前习惯名称。即两

地距离用公里；长度用米、厘米、毫米；重量用市担、市斤；面

积用市亩、平方公里、平方米；体积用立方米。凡记述历史数据，

其单位名称一如其旧，必须换算的，则保留原计量单位，在夹注

中注明换算单位。解放后的统计数字，基本上以县统计局的数据

为准，以使统一。

十二、凡农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的历史纪年，均以汉字

书写，并夹注公历。凡公历纪年及计时、年龄和表示生卒年月，均

以阿拉伯字书写。为求解放前后一体化，大事记和自然灾害时间

表述方法，先书公历，在括号中夹注历史纪年，而在其后的章节

正文中，则以相反方法表述之。

十三、物具名称概用今名。历史上冠以“洋”字的名称亦改

今名。科技名称一律用中文书写。专业名词以学名为准，一般不

用符号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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