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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县畜牧志》验收凭证

《宣汉县畜牧志》经我局审查后，同意报县志办公室审查。

宣汉县畜牧局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宣汉县畜牧志》经省、地畜牧局组织相当人员评审后，已修改

定稿，同意付印，并请宣传部审批。

四川省宣汉县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A／＼年十一月二十日

《宣汉县畜牧志》经审查，同意印刷。

中国共产党宣汉县委员会宣传部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

，

t

．

!

组 长：冉启政

副组长：唐文显 张敬贵

编辑组成员

主 编：张传俊

编 辑：杨清芳 桂’芳

资料搜集：张传俊 桂 芳 杨清芳 李政文
一1

审 稿：冉启政 唐文显 张敬贵 李维虎 罗章华

摄 影：冉启政’ 张敬贵

校 对：张传俊 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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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 《宣汉县畜牧志》是一部坚持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记述本县畜牧兽医事业

的专业志书。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以当代为主，侧重于近代。上限民

国元年(1 9 l 2年)，下限l 9 8 5年，个别内容不受此限。

三从实际出发，突出本县畜牧业的特点，以期为畜牧业服务，有益于后世。

四本志采用记，述、志、图。表、传、录诸体，以志为主，一律使用规范化语体文，

记述体。

五本志民围时期的资料，来源于省档案馆和县档案馆，建国后的户数、人口，土地面

积，粮食产量、畜禽存栏、出栏来源于县统计局。

六称谓：中华民国称民国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建国后，对人名，除引用外，一

般直书姓名，地名采用当时名，在括号内加注今名，各种名称在书籍中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

称，采用公元记年，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志书所列公社、大队(管理区)、生产队。即现时

称谓的乡，村、组。

七本志共分l 0章，4 5节，约3 3万字。

八本志中使用的度最衡单位，除面积用市制单位外，一律以公制为准，对历史上的旧

度量衡单位照实记述。

九数字的书写，除星期几、夏历和纯概念数用汉字外，其余均用阿拉伯数字。

，，。《，，㈠0，



修志领导小组及编写小组，审稿组成员：

左起：张敬贵唐文显冉启政杨清芳李维虎张传俊挂芳

摄于1 9 8 9年6月

畜牧局办公大楼

摄于l 9 8 8年l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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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

云蒙山牧场场部

摄子l 9 8 5年1 2月

———1



云蒙山乳品生产照

摄于l 9 8 5年l 2月

畜牧局饲料加工厂

摄于l 9 8 5年l 0月



口

t

宣汉黄牛

摄于l 9 8 3年1 0月

西杂母牛(一代，3岁)

摄于l 9 8 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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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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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曩述⋯⋯⋯⋯⋯⋯⋯⋯⋯⋯⋯⋯⋯⋯⋯⋯⋯⋯⋯⋯⋯⋯⋯⋯⋯⋯⋯⋯⋯⋯⋯⋯⋯(2)

大事记⋯⋯⋯⋯⋯⋯⋯⋯⋯⋯⋯⋯⋯⋯⋯⋯⋯．．．⋯⋯⋯⋯⋯⋯⋯⋯⋯⋯⋯⋯⋯⋯⋯(10)

第一章组织机构⋯⋯⋯⋯⋯⋯⋯⋯⋯⋯⋯⋯⋯⋯⋯⋯⋯⋯⋯⋯⋯⋯⋯⋯⋯⋯⋯⋯(34)

第一节行政⋯⋯⋯⋯⋯⋯⋯⋯⋯⋯⋯⋯⋯⋯⋯⋯⋯⋯⋯⋯⋯⋯⋯⋯⋯⋯⋯⋯⋯(34)

第二节事业单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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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党组织⋯⋯⋯⋯⋯⋯⋯⋯⋯⋯⋯⋯⋯⋯⋯⋯⋯⋯⋯“：⋯⋯⋯⋯⋯⋯⋯⋯(63)

第五节群团组织⋯⋯⋯⋯⋯⋯：⋯⋯⋯⋯⋯⋯⋯⋯⋯⋯⋯⋯⋯⋯⋯⋯⋯⋯⋯⋯“(65)

第六节临时机构⋯⋯⋯⋯⋯⋯⋯⋯⋯⋯⋯⋯⋯⋯⋯⋯⋯⋯⋯⋯⋯⋯⋯⋯⋯⋯⋯(67)

第二章畜禽生产⋯⋯⋯⋯⋯⋯⋯⋯⋯⋯⋯“⋯⋯⋯⋯⋯⋯⋯。⋯⋯．．．⋯⋯⋯⋯⋯(71>

第一节生猪⋯⋯⋯⋯⋯一⋯一⋯⋯⋯⋯⋯“⋯⋯⋯⋯⋯⋯⋯⋯⋯⋯⋯⋯⋯⋯⋯(71)

第二节耕牛⋯⋯⋯⋯⋯．．．⋯⋯⋯．．-⋯⋯⋯⋯⋯⋯⋯⋯⋯⋯⋯⋯⋯⋯⋯⋯⋯⋯⋯(78)

第三节乳牛⋯⋯⋯⋯⋯⋯⋯⋯⋯⋯⋯⋯⋯一⋯⋯⋯⋯⋯⋯⋯⋯⋯⋯⋯⋯⋯⋯⋯(86)

第四节家禽⋯⋯⋯⋯⋯⋯⋯⋯⋯⋯⋯⋯⋯．．．⋯⋯⋯．．．⋯⋯⋯“⋯⋯⋯⋯⋯⋯⋯(89)

第五节山羊⋯⋯⋯⋯⋯⋯⋯⋯⋯⋯⋯⋯⋯⋯⋯⋯m⋯⋯⋯“⋯⋯⋯⋯⋯⋯⋯⋯(93)

第六节养兔⋯⋯⋯⋯⋯⋯⋯⋯⋯⋯⋯．．．⋯⋯⋯～⋯⋯⋯⋯⋯⋯⋯⋯⋯⋯⋯⋯⋯(驰)

第七节其它畜禽⋯⋯⋯⋯⋯⋯⋯⋯⋯”⋯·～⋯⋯⋯⋯⋯⋯⋯⋯⋯⋯⋯⋯⋯⋯··(102)
第八节 以两户"⋯⋯⋯⋯⋯⋯⋯⋯．．．⋯⋯⋯⋯⋯⋯一⋯⋯⋯⋯⋯⋯⋯⋯⋯⋯⋯(105)

第三章畜禽改良⋯⋯⋯⋯⋯⋯⋯．．．”⋯⋯⋯⋯⋯一⋯·～⋯⋯一一⋯⋯⋯⋯⋯⋯·．(109)

第一节牛改⋯⋯⋯⋯一⋯⋯．．．⋯⋯⋯⋯⋯一．⋯⋯⋯⋯⋯⋯⋯⋯⋯⋯⋯⋯⋯⋯⋯”(109>

第二节猪改⋯⋯⋯⋯⋯⋯⋯⋯⋯⋯⋯⋯·?o⋯∥⋯⋯⋯⋯⋯⋯⋯⋯⋯⋯⋯⋯⋯“(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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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其它畜禽改良⋯⋯⋯⋯⋯⋯⋯⋯⋯⋯⋯⋯⋯⋯⋯⋯⋯⋯⋯⋯⋯⋯⋯⋯⋯(122)

第四章饲草饲料⋯⋯⋯⋯⋯⋯⋯⋯⋯⋯⋯⋯⋯⋯⋯⋯⋯⋯⋯⋯⋯⋯⋯⋯⋯⋯⋯⋯(124)

第一节资源⋯⋯⋯⋯⋯⋯⋯⋯⋯⋯⋯⋯⋯⋯⋯⋯⋯⋯⋯⋯⋯⋯⋯⋯⋯⋯⋯⋯⋯(124)

第二节开发⋯⋯⋯⋯⋯⋯⋯⋯⋯⋯⋯⋯⋯⋯⋯⋯⋯⋯一⋯⋯⋯⋯⋯⋯⋯⋯⋯⋯(139)

第三节收贮⋯⋯⋯⋯⋯⋯⋯⋯⋯⋯⋯⋯⋯⋯⋯⋯⋯⋯⋯⋯⋯⋯⋯⋯⋯⋯⋯⋯⋯(1 42)

第四节加工、调制⋯⋯⋯⋯⋯⋯⋯⋯⋯⋯⋯⋯⋯⋯⋯⋯⋯⋯⋯⋯⋯⋯⋯⋯⋯··(144)

第五节饲料工业⋯⋯⋯⋯⋯⋯⋯⋯⋯⋯⋯⋯⋯⋯⋯⋯⋯⋯⋯⋯⋯⋯⋯⋯⋯⋯⋯(144)

第五章畜禽品种⋯⋯⋯⋯⋯⋯⋯⋯⋯⋯⋯⋯⋯⋯⋯⋯⋯⋯⋯⋯⋯⋯⋯⋯⋯⋯⋯⋯(147)

第一节猪⋯⋯⋯⋯⋯⋯⋯⋯⋯⋯⋯⋯⋯⋯⋯⋯⋯⋯⋯⋯⋯⋯⋯⋯⋯⋯⋯⋯⋯⋯(147)

第二节牛⋯⋯⋯⋯⋯⋯⋯⋯⋯⋯⋯⋯⋯·’7．．_⋯⋯⋯⋯‘i⋯一7．．：‘‘i⋯，⋯⋯⋯⋯⋯(149)

第三节其它品种⋯⋯⋯⋯⋯⋯⋯⋯⋯⋯⋯⋯⋯⋯⋯⋯⋯⋯⋯⋯⋯⋯⋯⋯⋯⋯⋯(161)

第六章饲养管理⋯⋯⋯⋯⋯⋯⋯⋯⋯⋯⋯⋯··：⋯⋯⋯．⋯⋯··：··i⋯⋯⋯⋯⋯⋯⋯⋯(165)

第一节畜舍⋯。⋯．⋯⋯⋯，··i⋯⋯⋯⋯⋯··i⋯，⋯·：：⋯⋯⋯⋯，⋯⋯，⋯⋯，⋯⋯⋯⋯⋯⋯(165)

第二节饲养⋯⋯⋯⋯⋯⋯⋯⋯⋯⋯⋯⋯⋯⋯⋯⋯⋯⋯⋯⋯，⋯⋯．⋯⋯．⋯⋯⋯⋯⋯(167)

第三节管理⋯⋯⋯⋯⋯⋯⋯⋯⋯⋯⋯⋯⋯⋯⋯⋯⋯⋯⋯⋯⋯⋯⋯⋯⋯⋯⋯⋯⋯(173)

第七章疾病防治⋯⋯⋯⋯¨⋯⋯⋯⋯⋯⋯⋯QDP,O 0⋯⋯⋯⋯⋯⋯⋯⋯⋯⋯⋯⋯⋯⋯(177>

第一节畜禽疾病⋯⋯．⋯．⋯⋯⋯⋯⋯⋯．⋯⋯⋯。⋯⋯⋯⋯⋯⋯⋯⋯⋯⋯⋯⋯⋯⋯⋯(177>

第二节防疫⋯．⋯⋯⋯⋯⋯．⋯⋯、⋯⋯⋯⋯，⋯、⋯，⋯⋯，⋯⋯⋯⋯⋯⋯一．．⋯⋯⋯⋯⋯··(195)

第三节诊断检疫⋯．⋯@O 0,6 O⋯⋯⋯⋯，⋯，⋯⋯·一⋯⋯⋯⋯⋯⋯⋯⋯⋯⋯⋯⋯⋯⋯(201)

第四节治疗⋯，⋯⋯⋯_⋯⋯⋯⋯⋯⋯．一一．⋯⋯⋯，．．⋯⋯⋯⋯⋯⋯⋯⋯⋯⋯⋯⋯·(204)

第五节药械⋯⋯⋯⋯⋯⋯⋯⋯⋯⋯⋯⋯⋯⋯⋯⋯⋯⋯⋯⋯⋯⋯⋯⋯⋯⋯⋯⋯⋯(207)

箔八章科技教育⋯⋯⋯⋯⋯⋯⋯⋯⋯⋯⋯⋯⋯⋯⋯⋯⋯⋯⋯⋯⋯⋯⋯⋯⋯⋯⋯⋯(211>

第一节职业教育⋯⋯⋯⋯⋯⋯⋯⋯0 0a-·@@⋯⋯，．．．⋯⋯⋯⋯⋯⋯⋯⋯⋯⋯⋯⋯⋯⋯(211>

第二节畜牧科技⋯⋯⋯⋯⋯⋯⋯⋯⋯⋯⋯-．．⋯⋯⋯⋯⋯⋯⋯⋯⋯⋯⋯⋯⋯⋯⋯·(224)

第三节兽医科技⋯⋯⋯⋯⋯⋯⋯⋯⋯⋯⋯⋯⋯⋯⋯⋯⋯⋯⋯+⋯’⋯’⋯⋯⋯⋯⋯⋯(227)

第九章经营管理⋯⋯⋯⋯⋯⋯⋯⋯⋯⋯一kk⋯⋯⋯⋯⋯⋯⋯⋯⋯：·：⋯⋯⋯⋯⋯(230)

第一节计划管理⋯⋯⋯⋯⋯⋯⋯⋯⋯⋯⋯⋯⋯⋯⋯⋯⋯⋯⋯⋯⋯·：·’⋯⋯⋯⋯⋯(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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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宣汉畜牧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专业志书，经过两年多的撰写和修改，和大家见面

．
了o t· 。

编篡始于l g 8 4年6月，后因人员变动，停修近一年。l 9 8 6年2月，局党组研究

决定，．组建了修志办公室，配备了专职人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l 9 8 8年2月脱稿成

、． 书·本志记述了宣汉县畜牧业在一定时期内的盛衰演变过程，填补了以往宣汉无畜牧专业志

书的空白，这对于促进全县畜牧业的发展，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能够比较方便地把现

状、历史和理论密切联系起来绘制兰图，理智地、自觉地创造历史。

编写过程中，在工作人员少、对间短，任务重、资料不齐，条件差的情况下，克服了多

种困难，内查外调，广征博采，搜集整理了约两百万字的资料。又进一步核实考证，反复筛

选，修订纲目，几经修改定稿，全志实事求是地记载了1 9 l 2年至l 9 8 5年，共7 4年
●

间，全县畜牧兽医的发展状况，包括机构设置，科技教育，畜禽改良，疫病防治、经营管理

等内容。编写人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维物主义和历史维物主义，采用新资料，新

方法进行编篡。还特别注意到地方特色，时代风貌，专业特点。可以说，这是一部资料库和

科学文献，宣汉县畜牧事业发展的翔实记录。．

当然，撰写当中，因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和各种主客观原因。疏漏、错误难免，恳请读

者指正J

一 宣汉县畜牧局局长 冉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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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宣汉，位于NJIi东北部，大巴山中段南坡，渠江上游。介于东经l 0 7。2 2
7
3 0扩～

l O 8。3 2
7 2 0∥，北纬3 l。0 6，3 l一～3 l。4 9 7 0 2∥之间。县境东西长1 l l公

里，南北宽7 9公里。幅园面积4 2 6 6．O 7平方公里(折算为6 4 O万亩)。东接开

县，南邻开江，达县，西连平昌，北靠万源，城口。全县共l 3个区(镇)，7 4个乡

(镇)，7 6 7个村，6 8 2 8个村民小组，2 3 9 9 3 7户，其中农业户2 2 2 l 0 0

户，总人口1 0 2．1 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 4．2 4万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平均海拔

7 8 O米，最高2 4 5 8米，最低2 7 7米。8 O O米以上低山河谷丘陵属中亚热带湿润季

风气候区，春旱夏热，雨水集中，秋长冬暖，霜雪少见，具有盆地的气候特征。8 0 0米以

上的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立体"气候明显，春迟秋早，夏短冬长，秋雨冬

雾，具有盆周山区气候特点。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l 6．8。C，最高

4 1．3。C，最低一5．3。C。平均降雨量l 2 3 1．5毫米，年平均日照数1596．8小

时，日照率3 5％，．无霜期2 9 6天。土壤除水稻土外，旱地以紫色土类面积大，境内有

前、中、后和州河四条大河，流经2 8个乡，干流长4 4 6．5公里，流域面积

3 7 l 8．3平方公里。全县共有水利工程1 6 6 9 4处，引提总水量8 3 2 2万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3 5．4 5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3 3．5％。交通运输方面，襄渝铁路通过

县境长3 7公里，设有石柱槽，胡家、毛坝三个火车站，境内有公路5 5条，全长8 6 l公

里。河流可通航4 3 5公里。有农耕地8 6．5 l万亩，草山草坡l 9 4．2万亩。年产草量

l 3．1亿公斤，农作物以水稻、小麦、玉米，洋芋，红薯为主，总产3 6 2 l 3万公斤。

境内草料丰富，森林繁茂，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全面发展的山区县·

宣汉为县，始置于东汉和帝时(公元8 9年)，治属梁洲巴郡。后魏(公元3 8 6年)

改日“石城”。西魏(公元5 3 5年)改名靠东乡黟。隋朝(公元5 8 1)又改为“宣

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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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县畜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于种植业。随着社会的发展，畜牧业得到发展。《县

志》记载： 拓黄牛古称壤牛黟， “小农山居者多畜之∥。据《康熙字典》“臻牛黟一词注

释，宣汉黄牛早在公元前2 2 1年的秦朝，就已有饲养，培育了。经过世世代代人工培育

和自然筛选，形成了役用优良品种。宣汉黄牛。农民历来视为农家之宝，精心饲养繁殖。民

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畜牧业无专门机构，发展缓慢，兽医技术落后，饲养管理原始，圈舍简，

陋。国民党县政府重税收、轻生产。民国3 8年(1 9 4 9年)，全县耕牛存栏6 7 5 6 O

头，猪l 5 l 2 O 0头，：羊8 8 5 7只，牧业产值6 l 4万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

l 5．7％。 ‘ 。： -

’

t：

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牧业发展，因地制宜地制订了发展牧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

引导农民大养畜禽，治穷致富。建立健全畜牧兽医组织机构，完善和加强牧业生产服务体系，

加强畜牧兽医科技教育，推广应用畜牧科学技术，普及科学饲养管理，加强本品种选育和引

进推广外地良种，改良本地品种，注重饲料生产、贮藏，加工、调制利用，积极引进种植优

良牧草，大力提倡种草养畜，严格执行畜禽防疫法规，消灭和控制畜禽疫病，积极发展畜禽

饲养大户，向专业化商品化发展，疏通渠道，抓好产，供，销配套建设。·促进了牧业生产持

续发展。l 9 8 3年牧业产值达5 2 l 0万元，比l 9 4 9年增长8．5倍。各类畜禽饲养

量：大牲畜1 1．0 5万头，生猪1 0 7．8万头，一山羊1 1．7万只，家禽2 0 0万只，家

兔7．3 5万只，分别比l 9 4 9年增长l 6 3％，7．1 3倍、l 3．2 2倍、2．0 3倍、

6．7倍；蜂l l 7 1 5群。 ·’

在建国后的3 6年中，曾因政策失误，导致生产下降，影响牧业发展。表现在：1958年
●

、

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采用折价和平调的手段，将私猪牛纳入集体所有，严重挫伤群众的积极

性。继于l g 5 9年实行露以钢为纲黟，全民办钢铁，忽视农牧业生产，加之连续三年旱灾

(1 9 5 9年至1 9 6 1年)，粮食欠收，畜缺草料，造成牧业大减产，猪，牛、羊饲养量

急剧下降。1 9 6 1年比l 9 5 7年猪下降6 6．9％，牛下降2 8．4 6％，羊下降18．8％。‘

从l 9 6 2年起，开始纠正平调，贯彻“公养私养并举黟的方针，畜牧业生产又得到迅速恢

复和发展。l 9 6 6年生猪、山羊饲养量超过l 9 5 7年的水平。其它小家畜禽也有增加。

l 9 6 7年至l。9 7 6年，由于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扰，畜牧业生产下降，’

1t．9 7 6年存栏猪比l 9 6 6年下降2 O．9 l％，兔下降9．0 9％，蜂下降5 7．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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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牛发展还未达到l 9 5 7年水平。l 9 7 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纠正了极

口左"思想的干扰，集中精力以搿四化建设糟为重点，畜牧业生产才得到恢复，并进入持续

发展的新时期。’

。三中修全会以来，全县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主要经验是。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

活流通，在经营方式上坚持以户营为主，小型分散饲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l在流通领域

里，开放了市场，猪、牛，羊的屠宰由“一把刀”为“多把刀弦，疏通流通渠道I推广先进

技术，引进优良品种。

在养牛业上，推广冷冻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改良宣汉黄牛，使单一役用耕牛向“乳、肉、

役"综合利用方向发展。在省，地畜牧部门的指导下，l 9 8 2年底，在胡家镇创办了云蒙

山合作示范牧场，以牧场为中心， “养牛户万为基础，由牧场提供部分有偿资金，技术，良

种，加工、信息等系列化服务。农民种草养牛、育犊挤奶．实行产、供，销一条龙，牧，

工，商一体化。经过两年多牧场的杂交母牛已达到5 9 3头，共产鲜妍l 2 5吨，除鲜销外，

生产出露巴山牌’’平锅奶粉2 8 0 0公斤，改变了本县市场无鲜奶供应的局面。著名的中国

草原生态学家，甘肃农业大学任继周教授来场考察后说。 “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草地农业系

统将要在这里诞生"。同时他还指出： “多山地区种草养畜发展奶牛和其它畜牧业，适合搞

小型分散，家庭式经营，宣汉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一场"、“四厂黟、“一校"即

云蒙山牧场、乳品厂、罐头厂、皮革厂、饲料厂和毛坝职业中学的人才培训，奶牛生产，加工，销

售、一条龙的新模式，已为人民日报所肯定。广西，陕西、湖南，河南、IⅡtJl]等省来牧

场考察l 4 6次，共4 2 0多人。人民日报、I匹IJ11日报、四川农民报、四川广播电台、四川

电视台先后作了报道，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誉为是“一个创举"。云蒙山合作牧场种草养

畜综合技术开发载入了国家l 9 8 5年农业年鉴。并列入了国家“七五矽丘星火计划黟项

目。l 9 8 5年全县牛存栏9 9 5 O O头，较l 9 8 4年增长3．5 7％，比全省高2．47％。

I 9 8 l，l 9 8 3、1 9 8 4年先后三次评为全国商品牛基地县先进单位和成绩优异县，

受到了中央农牧渔业部的表扬和奖励·

在养猪生产上，l 9 8 5年出肥猪4 3 2 0 7 7头，较1 9 8 0年增加l 4 l 5 6 l

头，l 9 8 1年至1 9 8 5年五年平均增长2 3．5％。l 9 8 5年猪肉产量已达2 6 0 4 0

吨，比l 9 7 7年增长2．3倍，人均占有2 5．5公斤。l 9 8 5年末生猪存栏646312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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