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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绵阳市市中区农业志》，于19 85年1月开

始编修，中途因机构调整和人事变动曾一度停

止，后来得到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及全局农技

干部的参与、支持和关心，终于问世。

“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与人民群众的衣食

住行息息相关，历来都受到重视。但是建国前由

于土地的私人占有和农业科技的落后，农业生产

水平很低，广大农民虽终日耕作，依然衣不裹

腹，食不饱肚。建国后，土地归集体所有，各级

政府重视农业，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

发展农业，市区农技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

传播农技知识，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市区农业得

到很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农村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

善。但是，建国后，绵阳市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道

路并不平坦，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这部志书就

是对民国以来，尤其是建国后市区农业作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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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求是的认识。该志书为我们展示了市区农业发

展历程和农事机构演变沿革；为我们了解绵阳市

区农业发展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也能使农

业战线上的青年一代，通过志书了解到成绩来之

不易，从而激发他们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并为

之奋斗的决心；也为我们今后科学地指导农业生

产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能使我们懂

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指导农业中的重要性，

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免或少犯错误。

由于编修农业志是一项带开创性的工作，是

市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农业志，因此，就不可避免

地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缺点和遗误难免，希望广

大读者特别是农业工作者指正。

志书在编纂过程中，我局不少同志积极提供

资料，审阅志稿，尤其是冯绵寿、石安陆、徐正

铭三位老同志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修志作了

大量工作，使总纂得以顺利完成。在此，我向所

有为修志作出过贡献的同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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