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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值此永川撤市设区之际，欣闻《永川市农业志》问世，特撰此文，以为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绵延两千余年之优良文化传统。因为志书不仅能够存史，更

可以通鉴而资治，使读者在赏心悦目之余，循前人奋斗的足迹，得“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之启迪，实为一项功及当代、惠及后世的建设事业．编撰《永川市农业志》，正如

江泽民同志所说，是“不仅服务当代，而且是为后世保留可贵的精神财富”的一件大事。

2006年4月，永川市农业局在中共永川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志编修委员会的领导下，

按照《永川市志编撰实施方案》的规定和要求，成立了《永川市农业志》编纂办公室，

全体修志同仁开始了编修新一代社会主义专业志书的尝试。

二十年成就少年，二十年铺就小康路。1986年以来，永川农业人始终坚持紧紧围绕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两大主题，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同心同德，全

力以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全面实施科教兴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农业

的基础地位得到不断巩固和加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重庆直

辖以来的十年，永川农业人更是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与时俱进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奋

力促进全区农业快速发展和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呈现出农民持续增收、农业效益提

升、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农业农村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全市农业总产值由

1996年的19．1 3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7．85亿元，增加8．72亿元，增长45．58％；农

业增加值由1996年的12．26亿元增加到18．6亿元，增加6．34亿元，增长51．71％；农

民人均纯收入由1996年的1975元增加到3727元，增加1752元，增长88．7％。2006年，

永川市农业局被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教育部等国家七部委评为全国农村青年转移就业

工作先进单位、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农业基点调查先进单位、农业植物有害生物普查

先进集体，获得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等荣誉称号，首次在

重庆市40个区县(市)的67个农业(畜牧)局级单位中年度综合考评获第一名。2006

年，永川农产品“三品”认定居重庆区县第一，被确定为全国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

行动的4个试点市之一，被列为全国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县(市)、测土配方施肥试点

县(市)．温家宝总理、杜青林部长、牛盾副部长等领导视察永川时，对永川三农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

((永川市农业志》是永川农业有史以来的第二部志书．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辨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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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永川的自然面貌，农业

经济体制改革，农业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和现状，承前启后，全面而重点地记述永川劳

动人民在二十多年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生产经验，记述永川发生的巨大变化和

取得的辉煌成果。它总结了永川农业二十多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后人们查阅历史，

分析现状，规划未来，提供了数据资料和学习借鉴的史实。

值此《永川市农业志》编纂工作胜利完成之际，我谨向直接领导与指导编纂工作的

各位领导和专家，以及为编纂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写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谨

向大力支持本志编纂工作的兄弟单位和同志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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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永川市农业志》是继《永川县农牧渔业志》后的又一部农业志。本志以时为

经，以事为纬，本着存史、资政的目的，以事分类，横分竖写，详近略远，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永川市农业生产发展等历史和现状，便于史料查阅和工作借鉴。

二、本志书原则上上限接于《永川县农牧渔业志》编写内容的截止时间1985年12

月，下限止于2006年12月。

三、本志以《永川县农牧渔业志》为体例，但增加了《永川县农牧渔业志》未作详

细记载的农村经营指导与管理、农业科技教育、农村生态能源管理等情况，以及随着农

业生产发展需要而增设的农业行政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农业信息等情况，使志

能比较客观地全面地反映农业局工作现状，为续志打下基础。

四、本志因涉及永川撤县设市前后的名称变更，在叙述相关事例时，以1992年6

月撤县设市为时限，在前称“永川县”，在后称“永川市"。

五，永川市松溉镇的称谓在1992年至2003年间曾改为“松既”，本志中涉及到的

地方一律用“松溉”．

六、本志有关统计数据、材料，主要来源于本局档案室、相关科室场站和市档案局。

统计数据和单位负责人任职情况仅供参考。

七、本志有关面积采用市亩(万亩)作为计算标准，其余产量，产值计算标准换算为

公制吨(公斤)、万元(元)。

八，本志按机构沿革，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植物保护、植物检疫、土壤肥料和农

作物种子管理，畜牧业，动物疫病防治、检疫监督执法，渔业生产、渔政管理，农村经

营指导与管理，农业科技教育，农村生态能源管理，农业行政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体

系建设，农业信息，场站、公司等实体情况，组织人事工作等专题材料编写，共分十五

章，总计约2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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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农业生产关系变革

1986—2006年，永川市农业生产关系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即在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

政策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责任制；基本实现农业由计划经

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稳定和健康发展。据统计，

到1982年全市有615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2663个生产队推行大包干，基本上完成

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责任制，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得到广泛的调动，为今后20多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开展了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责任制工作，落实了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定30

年不变的政策。全市共有232572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占农户总数的9 3．3％。党的十

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探

索农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开展土地流转、培育

产地市场、壮大龙头企业、实施退耕还林、建设规模基地、落实税费减免等政策和措施，

农业和农村经济开始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并逐步走上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蓬勃发展的良好势

头。为适应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业部门的职能职责也在发生着深刻变

化。农业部门从过去主要以试验示范和推广普及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转变成为技术服

务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农业行政管理职能在不断加强。为规范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和

农资市场经营秩序，组建并成立了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加强了农业行政执法和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工作力度，强化了动物疫病防疫检疫，植物病虫害防治和渔业病害监测工作。

二、农业资源开发利用

永川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

是多种动植物生长的适宜区或最适区。全市幅员面积157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53735

亩。其中：田603930亩，土49805亩．农业资源富集，自然资源丰富，境内常见原生

植物有100余科，260多属，500余种，南部长江沿岸还保留有典型亚热带植物。栽培

植物中，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小麦、红苕、玉米和高梁。矮糯高梁和松溉黑壳

高梁是永川特色品种，出酒率高，酒质好。经济作物以油菜为主，其次是花生、芝麻，

甘蔗、烟叶和麻类。经济林木主要是柑橘，梨、桃、李、杏等均有所分布。畜禽养殖以

猪、牛为主，鸡、鸭、鹅、兔、羊等小家畜禽也有一定的饲养规模。1986年以来，农业

局广大科技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科技兴农”政策，充分挖掘和利用农业资源，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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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推广农业优良品种、先进实用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年年有新发展，农村经济年年

有新增长的目标。粮食生产： 1986年全市基本实现水稻种子杂交良种化，杂交中稻种

植面积已占当年中稻种植面积的86％。同时，通过引进汕优63、D优63等优质高产良种，

积极探索再生稻生产，到1989年，金市再生稻生产取得了显著成效，再生稻蓄留面积

达到32．3万亩，水稻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96年后，通过引进和推广杂交“超级稻”和优质稻种Q优6号、II优602、特优航1

号、菲优多系1号等新品种，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得到了大幅提高，平均亩产由1986年

的475公斤提升到2005年的650公斤以上，实现了水稻生产质和量的飞跃。生猪生产：

1986年以后，通过引进和推广荣昌猪、丹系长白、加系长白、大约克、洋二元母猪、斯

格猪、杜洛克猪、太湖猪等优良种猪，特别是通过实施重庆市百万头优质瘦肉型猪出1：2

创汇工程后，生猪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良繁体系不断健全，规模生产快速发展，到“十

五”期末，全市生猪出栏量突破了1 00万头大关。与此同时，猪肉品质大幅提高，市场

销售前景广阔，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也得到有效改善。渔业生产： 1986年以来，

通过引进、示范和推广斑点叉尾鲴、美国青蛙、罗氏沼虾、淡水白鲳、鳖、鳜鱼、加

洲鲈、淡水青鲨、银鲷、中华倒刺鲅、杂交大口鲶、中华绒螯蟹等渔业新品种，特别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末，通过实施稻田养鱼、池塘“8 O：20”等生态渔业

养殖工程以后，过去以“四大家鱼”为主的渔业生产格局逐步打破，渔业产业发展结

构日趋合理，渔类品种不断增多，产量猛增，到“十五”期末，全市水产品产量已达

到1．33万吨，鱼食品也成了广大居民餐桌上的“家常菜”。水果生产：通过建设黄

瓜山百里水果长廊，莲花梨橙基地、朱沱晚熟龙眼基地，使永川在“十五”期间成为重

庆区县(市)的水果生产大市之一。此外，通过建设区域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建立一大批优质粮、蚕桑、生猪、水禽、水果、茶叶、渔业、蔬菜等无公害生产基地，

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

三、农业生产发展状况

(一)。七五”期间(1986-1990年)．“七五”期间按照把改革开放放在首位，把发

展生产和提高效益放到突出位置的要求和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合理调整产业结

构的总体方针，继续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责任

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为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村基础建设，围绕农业结构调整，

加大基本农田建设与低产田改造力度，商品粮基地规模进一步扩大；村社集体经济、乡镇

企业快速发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成效显著，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

全面发展。“七五”期末，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达532450吨，比1985

年增加80625吨，平均每年增长3．3％；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99357万元，比1985年增加

54720万元，平均每年增长17．3j6；农业总产值实现59401万元，比1985年增加2595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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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均每年增长12．2％；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61元j比1985年增长260元。

(二)“八五丹期闻(1991—1995年)．“八五”期间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

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国民生产总值提前五年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按照“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

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以强化集体经济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为基

础，以科教兴农和农业综合开发为先导，促进农村经济全面、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为探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在黄瓜山探索建成了百里优质水果长廊，引导

和带动镇村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经济模式．基层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得到调

整完善，农业新技术推广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配方施肥、地膜育秧、半旱式栽培、再

生稻生产、稻田养鱼、统防统治技术推广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再生稻生产技术推广

成为重庆三绝之首，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1991年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汝岱同志亲临永

，川视察再生稻生产，迎来南方13个省、国际水稻专家组和印度水稻专家的考察学习和

研究。“五统一分”(统一收费，统一时间，统一药剂，统一方法，统一专业队与分户防

治相结合)病虫害防治技术推广，为广大农民的粮增产，钱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

障。“八五升期末，粮食总产达526865吨，比1990年减585吨，平均每年减0．2％；农

村经济总收入达到465981万元，比1990年增加366624万元，平均每年增长36．2％；农

业总产值实现81832万元，平均每年增长6．6％；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25元，比1990

年增长846元。

(三)。九五”期间(1996—2000年)．“九五”期间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

战略部署，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使人民群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目标的

关键时期。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探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适应市场变化

的新途径，最大限度减少和降低市场风险，按照有效推进结构调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引导农民奔小康的思路，组织开展了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在确保党

在农村基本政策连续和稳定的前提下，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地开展土地流转，大力发展集约

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建设，积极创建“公司+农户”、“公司+

基地+农户”、“企业(协会)+基地+农户”等实体经济，农业生产逐步迈出了规模化发展，

专业化生产，市场化经营的步伐。但由于农村分散经营占了绝对优势，规模生产与规模经

营刚刚起步，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够，对国际国内市场把握不准，导致农产品销售一

度时期走向低谷，出现农产品卖难现象，如蚕茧难卖、菜蔬烂市，加之1999年，国务院为

整顿规范金融秩序，开展了“三金三乱"清理，撤销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农业生产投入和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受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十五丹期间(2001-2005年)．“十五”期间根据中央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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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按照“调优农村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劳动力转移，转变增长

方式”的目标，积极在农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上挖掘潜力。围绕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和永川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建设强大新永川、营造渝西中心城的目标，强产业战略纲要、

大城市战咯纲要、新营运战略纲要和基础固市工程、工业强市工程、流通旺市工程、城市

升级工程、城市经营工程的“一三五”发展战略，通过创新思路，完善规划，优化布局，

改进方法，包装项目，以重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10个百万农业产业化、百万农村劳动力转

移和建设百个经济强镇的“三百工程”为载体，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重点，以优化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为目标，组织实施优质粮油、优质蚕茧、优质柑橘、优质瘦肉猪“农

业产业化百万工程”项目，积极培植和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引导发展无公害农业，优质高

效农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农业增长新的亮点，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平稳增长，农业结

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农业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农业生产“大而

全、小而全”的布局格局开始被打破。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趋于明显，优质粮、生猪、

蚕桑、茶叶、水果、水产等产业布局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生产格局。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实现了“四突破、三提高、二增强”目标。粮食生产突破50万吨；生猪出栏突破1 00

万头；小家禽出栏突破2000万只；招商引资和项目资金突破2700万元。产业发展能力明

显提高，农业总产值达30亿元；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高，认定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

地4．1万余亩，认证无公害农产品10个，绿色食品8个，有机食品8个；农业科技推广率

明显提高，引进优良品种14个，试验示范新品种102个，推广实用技术24项。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能力明显增强；农业综合执法能力明显增强．

(五)。十一五”期问的第一年(2006年)．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

根据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增加农民收入的总体规划，围绕永川农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编制

了《永川市2006-2015年农业发展规划》和优质粮、生猪等16项农业产业发展专题规划。

按照着力打造一个黄瓜山现代农业展示区，建设一批渝西“农业中心”项目，把握产业化经

营、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专业化培训4个重点，壮大优质粮、生猪、茶叶、水果、蚕

桑5大主导产业，提升良种保障、科技推广、基础建设、三农培训、产业发展、执法管理六

大能力的“11456”工作思路，组织实施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计划、乡村清洁

示范工程、劳动力转移培训、种粮直补、区域性渔业病害检测中心、种子检测检验中心建设

等重大项目．在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之年，农业生产仍然取得了较好成绩。粮食产量达到

42．02万吨，农业产值实现26．9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727元，比上年增加100元。培

训农村劳动力8459人，转移劳动力7280多人。当年4月23日，温总理视察永川时，对黄

瓜山百里优质水果长廊和五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永川农

业给总理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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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一九八六年

5月，成立“永川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8月，永川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被农牧渔业部评为先进畜牧中心，永川县农牧

渔业局副局长、畜牧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杨亦军出席农牧渔业部在武汉召开的经验交流

会。

10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余汉卿主任视察永川再生稻高产情况。

一九八七年

1985年永川县建成商品瘦肉猪生产基地后，1987年经重庆市农牧渔业局验收合格。

9月，农牧渔业部组织南方13省、市农业专家来永川县参观考察青峰、来仪等乡

再生稻大面积丰收情况。

一九八八年

4月，成立“永川县农牧渔业局工会委员会”．

5月，成立“永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1月，泰国渔业部考察团以威帕斯先生为首一行8人来永川考察稻田养鱼生产工

程技术情况．

10月9日，全国农技推广总站率南方各省、市稻田综合利用课题参观团来永川县

参观再生稻丰收情况。

10月10日，农业部率领全国再生稻考察团来永川县参观大面积再生稻丰收景况。

10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永川临江拍摄“半旱式稻田综合利用”增产情况。

’

一九八九年

1月，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瘦肉猪优秀基地县

8月，成立永川县农牧渔业局监察室。

10月，农牧渔业部副部长陈耀邦视察永川再生稻生产情况。

10月，全国稻田养鱼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永川召开，农牧渔业部孟副部长、水产司钱

司长、科技司朱司长和各省市水产厅(局)长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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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0年

1月，永川县农业局与县人事局一道完成了招聘乡镇农技站长的工作。

11月，永川县农牧渔业局增设计财股．

一九九一年

4月，设立永川县农牧渔业局监察审计股。

4月，设立永川县农技体系管理站、永川县基层畜牧兽医管理站。

10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汝岱视察永川再生稻生产情况。

一九九二年

1月，永川成为四川、重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编制”测编试点单位，于

该年4月完成了测编任务。

4月，全国农技推广总站站长陈东元视察永川农技中心建设和临江稻田综合利用情况。

6月，永川撤县设市，永川县农牧渔业局更名为永川市农牧渔业局。

一九九三年

1月1日，重庆市永川稻田养鱼培训中心挂牌成立．

1月，永川市实行机构改革试点，农牧渔业局改为农牧渔业总公司，同时保留农牧

渔业局牌子；局党组改为党委，其职能职责不变。

1月，永川市乡镇、街道办事处畜牧兽医站人、财、物权下放给乡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管理；3月，又将乡镇、街道办事处畜牧兽医站的“三权”收归农业部门管理。

4月，永川市乡镇农技，农经站的人事、财产、物资“三权"移交乡镇政府．

4月，成立“永川市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一九九四年

5月，开始建设川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9月，永川市蚕桑站和朱沱蚕种场、来苏蚕种场划归永川市茧丝绸集团公司管理。

9月，成立永川市蔬菜站

一九九五年

一九九六年

8月，永川柑桔溃疡病防除工作通过四川省农牧厅验收合格，摘掉了柑桔溃疡病“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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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帽子。

一九九七年

4月，永川市农牧渔业总公司恢复名称为永川市农业局，属于永川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5月，永川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川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

．6月，永川市编委明确农业局对沼气工作的管理职能，永川市沼气办公室移交永川

市农业局。

7月1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蒲海清视察川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10月8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视察川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一九九八年

6月，永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批复同意成立重庆市永川蔬菜(集团)公司，归市农

业局管理，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7月26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水产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黎青滔博士率淡水养殖参观

团，在中国水科院国际合作处候荧处长陪同下，参观考察了永川市何埂、青杠、双牌、

前锋等村社2000亩规范化稻田养鱼基地。

8月，经永川市委组织部批准成立中共永川市农业局系统总支部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

9月，开始进行永川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10月，农业部批准在永川市实施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项目。

二000年

10月，重庆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成为农业部定点市场。

二00一年

8月，永川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的蚕桑事业人员和朱沱蚕种场、来苏蚕种

场划归永川市农业局管理。

8月，永川市委办公室批复同意撤销片区畜牧兽医站，镇乡、街道办事处畜牧兽医

站交由当地政府管理。

9月6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视察重庆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10月，永川市机构改革，撤销了永川市农技、畜牧、水产中心，新设立种子管理

站、植物检疫站，对农技站、畜牧站等单位进行了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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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二年

6月，查获涉及重庆、贵州、浙江、上海、江苏5省(市)的“瘦肉精”大案。

9月，成立永川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11月，成立永川市农业科教信息中心。

1 1月，成立重庆市永川饲料监测站、重庆市永川兽药检测站，牌子挂在永川市畜牧站。

二00三年

3月，重庆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永川分校加挂永川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牌子。

5月，、成立永川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5月，永川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验收合格。

二00四年

6月，重庆市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永川片区项目建成。

9月，永川市种子管理站并入市粮油作物技术推广站，永川市渔政渔监船检站并入

市水产站，永川市农业科教信息中心并入市农广校．

二00五年

2月，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永川>经重庆市质监局检查验收合格并发给

质检资质证书。

11月，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副站长徐百万率队来永川检查禽流感防控工作。

二OO六年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农业部长杜青林、财政部

长金人庆、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等25部委领导一行，在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市长王鸿

举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永川市黄瓜山果园、五间新建村农业示范基地，并同农技人员、

农民进行了亲切交谈。

3月，农业部确定永川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和信息服务综合试点市”。

+8月，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管理局永川保护处启动建设。

儿月22-24日，永川动物疫病秋防工作代表重庆市接受农业部检查组的检查，受

到好评．

12月，重庆市渔业病害检测中心永川水生动物疾病防治站启动建设．

12月18日，农业部确定永川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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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农业局名称和职能变更⋯⋯⋯⋯⋯⋯⋯⋯⋯⋯⋯⋯⋯⋯⋯⋯⋯⋯⋯⋯⋯⋯1

第二节机关科室变更⋯⋯⋯⋯⋯⋯⋯⋯⋯⋯⋯⋯⋯⋯⋯⋯⋯⋯⋯⋯⋯⋯⋯⋯⋯2

第三节业务机构⋯⋯⋯⋯⋯⋯⋯⋯⋯⋯⋯⋯⋯⋯⋯⋯⋯⋯⋯⋯⋯⋯⋯⋯⋯⋯⋯3

第四节局和局属单位负责人任职情况⋯⋯⋯⋯⋯⋯⋯⋯⋯⋯⋯⋯⋯⋯⋯⋯⋯⋯11

第二章粮食作物

第一节水稻⋯⋯⋯⋯⋯⋯⋯⋯⋯⋯⋯⋯⋯⋯⋯⋯⋯⋯⋯⋯⋯⋯⋯⋯⋯⋯⋯⋯⋯21

第二节玉米⋯⋯⋯⋯⋯⋯⋯⋯⋯⋯⋯⋯⋯⋯⋯⋯⋯⋯⋯⋯⋯⋯⋯⋯⋯⋯⋯⋯⋯31

第三节小麦⋯⋯⋯⋯⋯⋯⋯⋯⋯⋯⋯⋯⋯⋯⋯⋯⋯⋯⋯⋯⋯⋯⋯⋯⋯⋯⋯⋯⋯36

第四节红苕⋯⋯⋯⋯⋯⋯⋯⋯⋯⋯⋯⋯⋯⋯⋯⋯⋯⋯⋯⋯⋯⋯⋯一⋯⋯⋯⋯⋯40

第五节杂粮⋯⋯⋯⋯⋯⋯⋯⋯⋯⋯⋯⋯⋯⋯⋯⋯⋯⋯⋯⋯⋯⋯⋯⋯⋯⋯⋯⋯⋯44

第三章经济作物

第一节油料作物⋯⋯⋯⋯⋯⋯⋯⋯⋯⋯⋯⋯⋯⋯⋯⋯⋯⋯⋯⋯⋯⋯⋯⋯⋯⋯⋯5 O

第二节果树⋯⋯⋯．．．⋯．．．．⋯⋯⋯⋯⋯⋯⋯⋯⋯⋯⋯⋯⋯⋯⋯⋯⋯⋯⋯⋯⋯⋯⋯54

第三节蔬菜⋯⋯⋯⋯⋯⋯⋯⋯⋯⋯⋯⋯⋯⋯⋯⋯⋯⋯⋯⋯⋯⋯⋯⋯⋯⋯⋯⋯⋯61

第四节茶叶⋯⋯⋯⋯⋯⋯⋯⋯⋯⋯⋯⋯⋯⋯⋯⋯⋯⋯⋯⋯⋯⋯⋯⋯⋯⋯⋯⋯⋯67

第五节蚕桑⋯⋯⋯⋯⋯⋯⋯⋯⋯⋯⋯⋯⋯⋯⋯⋯⋯⋯⋯⋯⋯⋯⋯⋯⋯⋯⋯⋯⋯74

第四章植物保护、植物检疫、土壤肥料和农作物种子管理

第一节植物保护⋯⋯⋯⋯⋯⋯⋯⋯⋯⋯⋯⋯⋯⋯⋯⋯⋯⋯⋯⋯⋯⋯⋯⋯⋯⋯⋯80

第二节植物检疫⋯⋯⋯⋯⋯⋯⋯⋯⋯⋯⋯⋯⋯⋯⋯⋯⋯⋯⋯⋯⋯⋯⋯⋯⋯⋯⋯8 3

第三节土壤肥料⋯⋯⋯⋯⋯⋯⋯⋯⋯⋯⋯⋯⋯⋯⋯⋯⋯⋯⋯⋯⋯⋯⋯⋯⋯⋯⋯88

第四节农作物种子管理⋯⋯⋯⋯⋯⋯⋯⋯⋯⋯⋯⋯⋯⋯⋯⋯⋯⋯⋯⋯⋯⋯⋯⋯93

第五章畜牧业

第一节生猪⋯⋯⋯⋯⋯⋯⋯⋯⋯⋯⋯⋯⋯⋯⋯-⋯⋯⋯⋯⋯⋯⋯⋯⋯⋯⋯⋯9 5

第二节草食牲畜⋯⋯⋯⋯⋯⋯⋯⋯⋯⋯⋯⋯⋯⋯⋯⋯⋯⋯⋯⋯⋯⋯⋯⋯⋯⋯9 8



第三节家禽⋯⋯⋯⋯⋯⋯⋯⋯⋯⋯⋯⋯⋯⋯⋯⋯⋯⋯⋯⋯⋯⋯⋯⋯⋯⋯⋯⋯1 04

第四节养蜂⋯⋯⋯⋯⋯⋯⋯⋯⋯⋯⋯⋯⋯⋯⋯⋯⋯⋯⋯⋯⋯⋯⋯⋯⋯⋯⋯⋯l 1 2

第五节稀有动物养殖⋯⋯⋯⋯⋯⋯⋯⋯⋯⋯⋯⋯⋯⋯⋯⋯⋯⋯⋯⋯⋯⋯⋯⋯1 l 4

第六节饲料工业⋯⋯⋯⋯⋯⋯⋯⋯⋯⋯⋯⋯⋯⋯⋯⋯⋯⋯⋯⋯⋯⋯⋯⋯⋯⋯1 l 6

第六章动物疫病防治、检疫监督执法

第一节防疫检疫制度建立和完善⋯⋯⋯⋯⋯⋯⋯⋯⋯⋯⋯⋯⋯⋯⋯⋯⋯⋯⋯1 2 1

第二节主要畜禽疫病及防治⋯⋯⋯⋯⋯⋯⋯⋯⋯⋯⋯⋯⋯⋯⋯⋯⋯⋯⋯⋯⋯1 2 1

第三节人畜共患病防治⋯⋯⋯⋯⋯⋯⋯⋯⋯⋯⋯⋯⋯⋯⋯⋯⋯⋯⋯⋯⋯⋯⋯1 2 3

第四节动物检疫与监督执法⋯⋯⋯，⋯⋯⋯⋯⋯⋯⋯⋯⋯⋯⋯⋯⋯⋯⋯⋯⋯．1 26

第五节无规定疫病区建设⋯⋯⋯⋯⋯⋯⋯⋯⋯⋯⋯⋯⋯⋯⋯⋯⋯⋯⋯⋯⋯⋯1 27

第七章渔业生产、渔政管理

第一节渔业资源及利用⋯⋯⋯⋯⋯⋯⋯⋯⋯⋯⋯⋯⋯⋯⋯⋯⋯⋯⋯⋯⋯⋯⋯1 30

第二节鱼的种类及新品种引进⋯⋯⋯⋯⋯⋯⋯⋯⋯⋯⋯⋯⋯⋯⋯⋯⋯⋯⋯⋯1 32

第三节养鱼新技术推广⋯⋯⋯⋯⋯⋯⋯⋯⋯⋯⋯⋯⋯⋯⋯⋯⋯⋯⋯⋯⋯⋯⋯1 34

第四节渔政管理⋯⋯⋯⋯⋯⋯⋯⋯⋯⋯⋯⋯⋯⋯⋯⋯⋯⋯⋯⋯⋯⋯⋯⋯⋯⋯1 36

第八章农村经营指导与管理

第一节农村财务管理⋯⋯⋯⋯⋯⋯⋯⋯⋯⋯⋯⋯⋯⋯⋯⋯⋯⋯⋯⋯⋯⋯⋯⋯1 39

第二节农业统计与收益分配⋯⋯⋯⋯⋯⋯⋯⋯⋯⋯⋯⋯⋯⋯⋯⋯⋯⋯⋯⋯⋯1 4 1

第三节农村土地承包及合同管理⋯⋯⋯⋯⋯⋯⋯⋯⋯⋯⋯⋯⋯⋯⋯⋯⋯⋯⋯14 3

第四节农民负担管理⋯⋯⋯⋯⋯⋯⋯⋯⋯⋯⋯⋯⋯⋯⋯⋯⋯⋯⋯⋯⋯⋯⋯⋯1 45

第五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149

第九章农业科技教育

第一节农广校教学⋯⋯⋯⋯⋯⋯⋯⋯⋯⋯⋯⋯⋯⋯⋯⋯⋯⋯⋯⋯⋯⋯⋯⋯⋯1 5 1

第二节劳动力转移培训⋯⋯⋯⋯⋯⋯⋯⋯⋯⋯⋯⋯⋯⋯⋯⋯⋯⋯⋯⋯⋯⋯⋯1 5 3

第三节科、站培训⋯⋯⋯⋯⋯⋯⋯⋯⋯⋯⋯⋯⋯⋯⋯⋯⋯⋯⋯：⋯⋯⋯⋯⋯．．1 54

第十章农村生态能源管理

第一节机构及职责⋯⋯⋯⋯⋯⋯⋯⋯⋯⋯⋯⋯⋯⋯⋯⋯⋯⋯⋯⋯⋯⋯⋯⋯⋯1 56

第二节农村能源建设概况⋯⋯⋯⋯⋯⋯⋯⋯⋯⋯⋯⋯⋯⋯⋯⋯⋯⋯⋯⋯⋯⋯1 5 6

第三节农村能源建设中的新突破⋯⋯⋯⋯⋯⋯⋯⋯⋯⋯⋯⋯⋯⋯⋯⋯⋯⋯⋯1 5 7

第十一章农业行政执法

第一节机构⋯⋯⋯⋯⋯⋯⋯⋯⋯⋯⋯⋯⋯⋯⋯⋯⋯⋯⋯⋯⋯⋯⋯⋯⋯⋯⋯⋯⋯1 58

第二节行政执法⋯⋯⋯⋯⋯⋯⋯⋯⋯⋯⋯⋯⋯⋯⋯⋯⋯⋯⋯⋯⋯⋯⋯⋯⋯⋯⋯1 58

第十二章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第一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1 6 1

第二节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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