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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市属综合农业经济区，农业种植以粮食为主，油料次之，农户多兼养家禽、家畜，东部沿

海居民兼事渔业。清代王民国时期，农业收入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90％以上；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手

段落后，无力抵御旱涝等自然灾害，加之战乱等因素，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36年仝县粮食总产量

仅1 95亿公斤，平均亩产107公斤。1949年奎县粮食总产量1 63亿公斤，平均亩产98公斤。

1950年，全县进行土地改革。至1956年，全县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此期间，积极改革耕

作制度，增加复种指数，推广选育盘种、合理密植、科学施肥等农业生产新技术，同时，发挥农业

集体化的优势，时部分粮田进行改造，*修一批农田水利工程，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

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56年，垒县粮食总产量迭到1 87亿公斤，平均亩产121 5套斤；花生总产

量达到2074万公斤，平均亩产】23 5公斤。1958年，垒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其后的“大跃进”运动，

导致出现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农业生产遭受挫折。1960年仝县粮食

总产量降到0 58亿公斤，人民生活极度困难。1962年，全县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

本核算单位的制度，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6年垒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 45亿公斤，平均亩产182 5公

斤；花生总产量迭912248 5万公斤，平均亩产150 5公斤。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过分强调“以粮为纲”，花生、林果等经济作物产量下降。1976年

仝县粮食总产量3 44亿公斤，平均亩产296公斤；花生总产量1075zr公斤，平均亩产59公斤。农业总

产值占空县工农业总产值的6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垒县农村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

任制，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特别是20世纪8()年代后，对全县农村产业结

构不断进行调整，在稳定粮田面积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林、牧、渔业生产和乡镇企业。同时电力供

应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8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迭到4 76ffo公斤，平均

亩产485公斤；花生总产量达到6619万公斤，平均亩产199公斤。仝县农业总产值(1980年价)3 8亿元，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68％，林业占1 1％，牧业占13％，副业占12 1‘％，渔

ⅡS 5‰。
20世纪90年代，垒市按照4持续活水，奋力兴林，全方位发展高效农业”的工作思路，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业和无套害农业，着力提高农业产业化、

标准化水平和农产品出口创汇能力，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转移工作，增加农民收入。1998年，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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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完成农业总产值38．96亿元，其中农ikl7．63亿元、林业0．16亿元、牧_ok．7．90亿元、渔,Jkl3．27亿元。

农、林、牧、渔的比重为45．3：0．4：20．3：34．0。2003年，全市完成农业总产值(含农、林、牧、渔)47

亿元(其中农"11"14．5亿元)，增加值24．8亿元，占GDP的12．7％。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这到290亿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达：§JJ4300元。

土地制度

土地私有

新中国建立前，土地为私有制，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地主占有大

量土地，贫雇农则无地或仅有少量土地，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地租和雇工。县内最大的地主

金口李秉和家族在清道光初年约有土地700亩，至1936年，李家27口人，占有耕地29000多亩，除雇

工自营130亩，其余全部出租给农民，每年收租粮150多万公斤。20世纪30～40年代，由于民主革命

的冲击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全县土地集中的程度明显下降。1950年土地改革前夕，全县各个阶层

占有土地情况如下表： ．

表11—1

即墨县土地改革前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一览表

”

成分 户数(户】 占总户数(％) 人口数(人) 占总人口(％) 耕地数(亩) 占总耕地(％】 人均占地(亩)

合计 183195 100 879608 100 2093913 100 2．38

贫农 109088 59．6 495029 56．3 562385 26．85 1．13

中农 65079 35．5 330839 37．6 921972 44．02 2．78

富农 2640 1．4 17243 2 138515 6．6 8

小土地出租者 870 O．5 3575 0．4 25737 1．23 7．2

地主 4016 2．2 26578 3 418782 20 15．8

其他 1502 0．8 6344 O．7 26522 1．3 4．2。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开始于1946年，华山、金口、刘家庄、移风等地部分解放区村庄率先进行

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实行。耕者有其田’，至1951年即墨、即东两县土改全部结束。

土改后雇农和贫农人均占有土地2．03亩，全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

料，从而确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土改后的土地所有权仍为私有，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证进行土

地确权，一切土地所有者都有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土地的权利。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制

度，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但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无力抵御

自然灾害，有的农户因劳力不足或耕畜农具缺乏造成生产中的困难。1946年，即墨、即东两县人民

政府于解放区号召农民组织互助组、变工组。1951年底，两县各类互助组共有14048个，入组农户

60429户，占农民总户数的78．56％。互助组内实行。自愿、互利、民主。三大原则，土地和其他生产

资料归农民个人所有，农田收入全部归土地所有者，只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互相协作，以工换工或

以人工换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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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即墨县土地改革后各阶层占有土地财产统计表

耕地{亩l 非耕地 牲1I【头、I

巴i!房屋㈣L。 农鼻(件1
成分 户敲(户1 人口{人)

(亩】 牛 驴 合计

贫农 —柏52 l 5763 298307

中农 6009 5 16483 210025

富农 285 678 5 10670

小土地
5090

出租着

地主

其他

公田

合计 529780 5

1952年，即墨、即东两县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杜(简称初级社)10个，入社农户211户。

1953年，两县初级社发展到23个、588户o 1954年，两县有初级社197个，入社农户3553户，入社土

地38569亩。1956年4月，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为1404个(其中高级社384个)，入社农户152685户，

占总农户的90％。初级社社员参加社内统一安排的劳动，根据劳动时间、质量和技术难度评工记

分；大农具折价入社，或私有公用，年终付给折旧费，小农具自备自用：牲畜私有公用，给予合理

报酬；社员肥料的投入，以质论价，或记工分，或付现金。农业收入除去生产费用、交纳农业税和

公共积累外，其余部分按劳动工分和入社土地面积分配，土地报酬占40％～50％，劳动工分报酬占

50％～60％。

集体土地所有
随着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发展，农民土地所有逐步转变为集体土地所有。其主要生产组织经历了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三个阶段。

高级农业台作社1955年冬，即墨、即东两县开始试办高级社。1956年4月，即墨县高级杜发展

为384个。1957年，全县有高级社732个，入社农户169724户，占农户总数的98 3％。高级社土地归集

体所有，社员的牲畜、大型农具折价入社，取消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高级社以社为单

位进行核算，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各商级社根据“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的原则，对杜员的劳动报酬按夏、秋两季进行预分，年终决算。

人民公社1958年9月，中共即墨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精神，在全县成立了37个人民公社，公社以下划分250个管理区，管理区下划分708个生产大队，生

产大队下组成3206个生产队。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在。一大二公’口号的影响下，全部土地归公社

所有，牲畜、农具、山林、水面全部公有化。农村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县

和公社随意无偿平调各生产队的劳力、资金、牲畜、农具、粮食，甚至家具和房屋。由于社队规

模过大。管理体制过分集中，经济核算制度不健全，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

力，加之自然灾害较重，致使1959～1961年农业生产连续3年大滑坡，人民生活陷入3年困难时期。

1959～1960两年中，即墨县荒芜土地135万亩。1959年人均口粮91公斤，1960年人均口粮47公斤。农

村群众口粮不足，副食品匮乏，普遍营养不良，健康状况欠佳，不少人口外流，还有不少人饿死。

1984年。各人民公社改为乡(镇)人民政府，生产太队改为村民委员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逐步推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

制。1979年，官庄公社神山埠生产大队率先进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试点，以后各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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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遍及全县，其中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的形式更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至1983年春，

实行大包干的生产大队发展至11920个，生产队5346个，分别占全县生产大队、生产队总数的89．8％和

91％。到1984年底，全县所有村庄都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土地承包的期限为15年。1990年开始推行

两田制，将村庄所有土地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口粮田，另一部分作为经济田。至111994年底，有

766个村实行了两田制，共调整土地100．4万亩(其中口粮田34．9万亩，经济田65．5万亩)，有1330户农户

进行了十地转包、转让，共转包转让土地5701亩。1999年，全市所有村庄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全部到

期，并开展了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工作，至2003年底，全市有506个村庄结束了土地延包工作。延包

土地73．92万亩，涉及农户18．93万户，62．44万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1 8．48万份，鉴证1 6．38万份，发放

“十地承包经营权证”16．92万户。土地延包后，土地承包权在30年内相对固定下来，对调动农户的

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营农场

1952年，县内分别在东部的周疃和西部的辛庄建起国营农场。1954年建成河南、皋虞、韩洼3个

苗圃和王村果园。1959年建成新建农场，1982年改为良种场。同年将周疃、辛庄两农场改为苗圃。

1976年，在段泊岚征地1500亩建起“五·七”大学劳动基地，1983年改建为县畜牧场、林业局苗圃和

第一农业技术中学生产基地。在实行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过程中，曾先后办起5所国营农、林、牧场。

至1987年，农业局所属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有良种场1个、园艺场1个、停检场1个、鸡场2个、苗圃4

个，耕地3025亩。这些国营农业单位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

即墨市良种场位于七级镇政府驻地北3公里处，1959年建场时开垦土地487亩，以良种繁育为

主，兼搞多种经营。建场至2002年共计生产粮食844．33万公斤，繁育优良品种小麦376．87万公斤，

水稻14．03万公斤，玉米99．5万公斤，高粱6．9万公斤，大豆27．51万公斤。2003年，繁育优良小麦种子

10．19万公斤，繁育优良玉米种子7．96万公斤。生产玉米商品粮19．68万公斤。

二生产条件

耕地

1951年，全县有耕地208．9万亩，人均占有3．01亩。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广大农民采取排涝

治洼、改造盐碱地、改山治岭等措施对农田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1950～1980年，用30年的时间对

县西部、北部的56．9万亩涝洼地全部进行了治理，基本排除了内涝。从1950年开始，对县东部、东北

部和西南部2万多亩盐碱地进行改造，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县内盐碱地基本得到改造。全县耕地中

有山丘薄地72．2万亩，水土流失严重。从1951年开始，对这些土地进行了综合治理，至1985年，全县

山陵地基本上得到了改造。进入21世纪，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耕地面积逐

渐减少。至2003年全市有耕地1 12万亩。土壤类型主要为棕壤和砂姜黑土，分别占耕地面积的60％和

30．30／0。

劳动力

1949年，全县农业劳动力为30．02万人，每个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5．6亩。其时，从事农业生产的

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ds80％以上，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只能操作简单的农业生产工具，沿袭传统



的耕作方法。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文化、教育、科技的推广和普及，农村劳动者的素质逐步得到提

高。1982年，全县农村劳动力为36 54万人，每个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4 6亩，农村劳动力中大学文化

水平的占0 0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7 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9 6％，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6 6％，文

盲、半文盲占16％。农业劳动力中有农业机械操作人员4899人。1987年，全县农村劳动力为45 3万

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生产的27 61万人，从事乡(镇)村办工业生产的8 99万人，从事其他行业

的87万人。

2000年，全市乡村人口961万人，乡村劳动力53 79万人，占乡村人口的559％。其中男劳力28 8

万人、女劳力24 99万人。2003年，全市乡村人口95 36万人，乡村劳动力56 51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

渔业劳动力23 I万人(农业劳动力18．8万人)。

肥料
传统的农用肥料以有机肥为主，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各种无机肥料，嗣后，无机肥料的品种

和用量逐年增加。有机肥主要有：人粪尿、圈肥、草木灰、炕洞土、湾泥、屋土、绿肥、腥肥等。

化学肥料是新中国建立后逐步普及应用的无机肥料，主要有氮素化肥、磷紊化肥、钾素化肥、复合

肥、微肥等。80年代后，土杂肥的用量越来越少，农业用肥偏重于化肥一传统的施肥方法也逐步改

进到测土配方施肥。1980年，全市农村化肥实用量10 76万吨，1990年为13 2万吨，2000年为17 82万

吨，2003年为16 79万吨。

农业机械
新中国建立前，即墨农民使用简单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犁、耙、耢、耧、锄、镐、

锨、镢、镰、扫帚、木锨等，沿用几千年，有的至今仍在使用。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广双轮双铧

犁等各种新式农机具。1958年，刘家庄联村队(5个生产大队联合)购置1台捷克产热特--35型拖拉机，

配套农具2台，这是即墨农民使用的第一台拖拉机。1959年，国家调拨给即墨国产东方红一54型链轨

式拖拉机2台，1960年国家又无偿拨给即墨大型拖拉机49

台。1960年10月成立了国营拖拉机站。从1961年至1965

年，国家又相继调拨拖拉机25台，国营拖拉机站的拖拉机

拥有量达到了76台。

60年代，由于农业机械不多，主要作业项目是机

耕、机耙、机灌和少量的机脱等。1 970年，机耕面积

13400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12 76％，比1960年的6667公顷

增长了1倍，机脱率为15％。

1970年即墨建立第一个社营拖拉机站。101980年底，

全县建立了社营拖拉机站24处，拥有各种拖拉机161台。

1981年全县队营拖拉机达}03826台。机具数量增加，作业

芦萨
场院甩具——叉木锨扫帚簸箕(左起)

范围扩大到机耕、机耙、机灌、机播、机收、机脱、机械植保、运输、农产品加工等。1980年机耕

面积为69413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70 69％，I．L1970年提高了518倍；小麦机收面积为6320公顷，占

小麦收获面积的13 73％；小麦播种机发展速度较快，从1972年到1980年9年间发展到1 199台，小麦机

播面积达}U36700公顷，占小麦播种面积的79 32％。瓦戈庄、蓝村、南泉，城关、移风、段泊岚、七

级、刘家庄等公社小麦播种实现了机械化；机械脱粒发展速度最快，1970年到1980年Io年问，由807

台发展至U3346台，平均每村3 29台，基本上实现了谷物脱粒机械化；农机运输有了较大发展，运输作

业}矗约占农田和农副业产品运输情的90％；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增长1艮快，平均每个村序占有加工机械

4．2台．粮食加工、饲料粉碎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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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村实行经济改革，新的农村经济体制尚未建立，机械保有量明显下降，

农机作业水平也随着降低。1985年，机耕面积为78627公顷，占耕地面积的56％，比1980年降低14 69

个百分点；小麦机播面积为14940公顷，占播种面

积的31％，降低4832个百分点；小麦机收面积3353

公顷，占收获面积的70／0，降低6 73个百分点。

随着农机产量的增加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

农业机械社会保有量于80年代末开始上升，进入

90年代，升速加快，而且机械种类增多，农机作

业范围进一步扩大，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1995

年，机耕作业面积达到了105373公顷，占应作业

耕地面积的89 4％，耕地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小麦

机播面积达到50933公顷。占种植面积的91 8％，

小麦种植实现了机械化；小麦收割机保有量达到

2936台，机收作业面积达到48893公顷，占收获面

1995年，即墨市小麦播种、收割基本实现机械化

积的89％，其中联合收割机收获面积达至1J2333公顷；农用运输车、各种拖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使农

业运输实现了机械化。90年代后期，小麦联合收割机开始猛增，1996年保有量为177台，到2000年达

}1]1344台，小麦机收由割晒型转向联合收获型，技术含量增加。20世纪末，玉米机械收获机的应用受

到重视，其作业面积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2003年，全市拥有农用汽车1906辆，农用拖拉机30020台，联合收割机855台，柴油机21692台，

各种农机总动力达906万千瓦。农机化综合水平达到舯％。其中机耕面积73400公顷，机耕率930／0；机

播面积61400公顷，机播率94％；机收面积28870公顷，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收率49％；小麦联台收获面

积24533公顷，占小麦播种面积的90 4％。适宜机械作业的地块全部实现了小麦生产全过程机械化、玉

米播种机械化。

三种植业

耕作制度

新中国建立前，由于生产工具和农技农艺的落后，加之肥料不足，只能广种薄收，大多是一年

一作，少数肥沃地片二年三作。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粮食需求量的增加，农村逐渐扩大了两年三作耕

地的面积，部分农民还进行间种与套作。1949年一年一作的耕地52 5万亩，占可耕地总量的31 2％，

社会复种指数为153％，粮田复种指数为156％。1954年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种植春地瓜等高产作物，

一年一作的作物面积增加。20世纪60年代中期，推广夏玉米新品种以后，全县大力推广小麦，

夏玉米一年两作制，1966年发展到11 58万亩，1987年达到75万亩。1987年全县社会复种指数达到

155 1％，粮田复种指数达lJtl71％。70年代，开始一年多作的试验．实行间种套作，比较成功的有四

作三收、三作三收。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西瓜套种玉米或花生、蔬菜，1986年，这种套种间作

的面积扩大到12 5万亩。之后，即墨市的高效农业有了长足发展，以冬暖式大棚为代表的设施农业

得到大力推广，耕作制度、作物布局及种植业结构都不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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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

Ij|J‘。H∞种械结构，』Jj求以粮食忤物为I-，}lh科怍物、经济作物为次。I 980{l：冬，个￡!逊“r

农一Ik资flJ；(泞代，iiiiil；)-￡础l，，将伞址Ⅻ分成炳人农、IkM叫部、r瞒l泮地粮牧经济拍物】^，尔舟饥￡Il』

It陵微油林尚K。j川I农什物补fi'i义l}体划为fk-'油麻∽1 26儿公顷耕地、撒汕M4 74JJ公坝耕地、

粮林k2 6JJ公顷排地、友黼Ix91I 3公坝耕地、根某Ix；311 3公顷柑地。j堕八9(川。代以Jtj，孙批、】k内

部微绐比例州枇的，J眨进 步加人。1991)小，粮食作物、汕料作物、H他作物fn播种咖私!比咀为

82 3 1 3．9‘3．6，2011f1"；I．州档51 rj60 6．19．4：20，2003fI：州格5【!ij551：22I：22 8。

粮食作物滴求^、比【q时期，址内粮食怍物以小￡、符广、尚珥I、大q、地瓜为卞，豌-“

人生、莽壶等玖之。粮食作物分盟袱岍事，鹱粮}：篮址冬小是，兆次乃少：I}的豌t^、大麦等，

袱粮I?蜓址IL水、地瓜、彳七’h、人-^、符r等。，20世纪5u年代J}：始打大]。术补怕ihl州，此后，

小生、1．米种mml{=Il逐年自人，夼r、f：^粱、地瓜’警种{_|_iⅢ私l连小减少。6fJ年代阿耵，曾任县

内】Jq酃推广水桁种楠，』-j⋯水f』5c小足I(i Jp，止。8们。代，大麦、养壶、豌L，等作物也旧，。li}低而
很少种植。1 987年，乍县种}Jlf小麦4 99，J公顷，五米3f J2仃公顺，地瓜2丌公顷，人c．，7553公顷。

2003小，仑If】粮食{胥种㈣B：65¨78公顺，甲，。1。5335公Ji，总f034 72，J吨。1￡中，种植小麦27209公

顷，总，。：13 31)jII-E，扛米26641公哦，总Jil 5．64)3吨；地瓜5269公顷，总』4 22)J吨；犬(j 3574公顷，

总，‘7841吨。

经；齐作物2()世纪5【J～7(j年代，全县lj受纤济作物为他牛，惭；花、麻光、f煳等次之，部分

地∽种植蔬菜、l；tl Jg,、中药卡寸等。8(】年代以后，恬；化、麻娄等Ⅲr。：l}小舟、经济效益小佳ilq 5_鬈年减

少，形成以种情化乍秆】蔬菜为i-，H他缗济n’物如约忖、河水、花卉等玖之的鲐济作物种植格局。

1987f}?伞县种植化十2 22，J公顺，蔬菜、阿瓜、‘}7约利'5393公坝。199l印，全ItS化生种确而积2 07)3公

顷，t(t s。3360公斤，总，。’’6 94／J吨；2003年，全『H化乍补f|，【illJ社i2 6n公顷，‘靼广4582公斤，总』。11 93

灯吨。

蔬菜fl|ftK旧时期，上婪仃大I’i菜、人忽

蔬荣牛』、：JJ3c为即j糕农、Jp枉】农”经济螨K的祈兜

^，命I 2博j极0Ij』￡、试验、di范、摊』蔬泉新品

种、新技术、新成m，使即氍蔬菜7l-s‘良种艘．R

一14人人攫商，掣汁0l进、批fI新15自矗¨100多个，

It一婴n，S1_々*、h菜、炒i、、鲍瓜、阿；1：自lj、觫

讯、州瓜、¨监、牡荣、刚趟、胡箩I、等，蔬菜

f辽种艇．箍，仁达到98‰以J：。迁，jl进引_}If!J r儿t

补弘、特、优蔬菜，如叫纹甜瓜、鳗秋龋、紫竹

凡棼、水·1^浆、拈他、个劳、紫⋯馀、绿菜佗、

靠川仙人“}／、茔、E碟瓜等。技术引j』}柯i转化

迎1i}：；31l怏。，摊1'』7世施甜e菜拢培技术，优化r柳』

，诅结构，推J'几t十F人$Ⅲ，L女聍J山J^【近，匕、f求?从

⋯挹，摊J。r蔬艟刚儿施肥、辅滞、怀础化牛』’‘

{￡术肼c艇种mⅢ，j冲旷：I}稳；正J种K I 99i11：，

人赫等。靳t}Ilq建●：后，特圳址嫂举外股以求

蔬菜瓜光{而孙ill】#15304{j顷，总』’24 33山]11U 21)03Ih蹄泉瓜韭儡种Ififft,25 394公顷，总J”丝II 8 J

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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