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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人类利用生物机能，通过劳动者的劳动，强化、控制生物的生命过程，以

获得社会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部门，也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部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稽出： “超越劳动者个人需要的耙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

会的基础。钟这就是说，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独立和

发展的基础。它为地方工业提供必要的原料，并能扩大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它可为国家

提供积累，并为企业部门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总之，农业最终决定着工业和国民经济其

他部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农业的兴衷，牵动全局，农业上去了，其他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农业志》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组成部份，是方志记叙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个

重要方面，它在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

《蒙阴县农业志》记述了蒙阴县近代和现代农业情况，它即记载了全县的自然资源

和自然概貌，叉记载了新旧两个社会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其兴襄，尤其是建国后蓰业

大发展的显著成果和近几年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体制改革的新鲜经验。不仅使我们知

道7现在，而且了解了过去，得到有益的借鉴。这对于今后研究制订农业发展规划蓝

图，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蒙阴县农业志》以“详今略古"的原则，发挥了其专业志的特点，详细记述了全

县范围内的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教育科研、技术推广、农业劳动组织、经济体制改

革、农业劳模和先进人物、农业管理机构沿革等现实状况，情况真实，数据可靠，图表

清晰，文字简要。它为本业务系统制定计划，研究措施、指导当前工作，提供了翔实资

料和可靠依据。它为找出采一事物的规律性，得以借鉴，帮助悟出部门工作中的薄弱环

节，采取措施，促其平衡发展，帮助发现专业工作中的优势和潜力，加快发展速度，起

别“参谋"和“助手力的作用。

《蒙阴县农业志》如实记载了全县劳动人民艰苦创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记载了

旧社会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倍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新社会当家做主人，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记载了全县人民依靠集体力量，开展生产建设运动，掀起治山治水治岭整地高

潮，全面贯彻“八字宪法”，推广使用新技术，逐步改变我县山河面貌和生产条件，连年获

得农作物大面积丰收；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的开发、变化和经验，为教育

下一代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建设美好未来，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

《蒙阴县农业志》从组织编写到总纂成书，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各兄弟单位的帮

助，局属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编写人员广收博采，竹出了艰辛的劳动。它的出版发行，

是集体共同劳动的结果，是大家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但愿它的问世，能为蒙阴山区开

发建设，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的振兴，起到承前启后，稽往鉴来的作用。

魏宗湘一九八七年四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新观点，新材科，新方法的原则，按

照方志学的编写要求，做到实事求是，材科翔实。

二、本志记述的蒙阴辖区和行政区划以1985年的区划为准。

’三、本志上限自1840年，下限到1985年，有些事件适当向前追溯。

四、本志系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五、本志采用横排竖写，按志、记、传，图、表、录的体裁编写。

六、数字的写法。公历年月B，小时、产量等～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凡世纪，年

代，夏历年，一律用汉字书写。

七、文稿中的度量衡单位，以全国统行的公制和市制为标准。

八，本志行文中的单位代号均用汉字表示，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计量单位、符号，根

据各学科统一的原则书写。

九、本志采用的资料除统计局，档案局提供的以外，其余由本系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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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大 事 记

(1920年一1985年)

1920年(民国九年)

6月，县劝业所成立。

1923年(民国十二年)

春，在城南征地100亩，荒滩40亩，始建农林试验场。

冬，劝业所改称实业局。

1927年(民国十六年)

春，坦埠村共产党员公竹川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30余人，到秋有会员百余

1930年(民国十九年)

春，县农林试验场设气象水文观测站，场推广员兼任，_至1938年中断。

1931年(民国二十年)

冬，中共新蒙县委在两县(现属新太市)梭庄野店等村组织农民协会．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lo月，垛庄区由搿燕翼堂黟带头实行“五一减租，分半减息和增加工资黟。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

7月11日，在梭庄成立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分设5个科，第三科科长包次州。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7月1日，蒙阴县政府召开士绅座谈会，商谈“二五减租和减息弦，博得士绅一致

拥护。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舂，坦埠区诸夏村熊方正、张风翔带头组织互助组。

l



1944年(民国三+三年)

11)1，蒙阴县有8人出席鲁中区首届劳模大会。(会址刘家店子)。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12月，蒙阴县首届农业劳模大会在县城文庙召开。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7月，县委在文庙召开县区党员干部大会，贯彻土改指示，会后在大崮区褚里村搞

土改试点。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2月29日，蒙阴县召开生产救灾会议，要求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

夏，接收农林试验场，改称为蒙阴县农业试验示范农场。

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3月，蒙阴县棉种管理区办事处成立，驻坦埠村。该处子1954年1月撤销，人员编

入蒙阴县农技站。

春，大面积引种斯字棉。 、

春，七区(坦埠)张林村吕清太互助组，首创分节闸山沟，挖山泉，解决本村吃水

困难，并获农业增产，当年冬吕清太获省劳模称号。

8月，县委组织工作队在六区(高都)郑家庄搞结束土改和划阶级定成份的试点工

作，lO胃全县普开，于1951年3月完成。

11月21日一23日，在县城召开建国后首届县劳模会，到会人员80人。

1951年

春，推广七寸步犁和解放牌水车。

春，引种小麦良种“徐州四三八"。

夏，召开小麦良种评选会。 ·

夏，全县常年互助组发展到1283个，参加农户12086户。

1952年

1月4日至8日，在县城召开县劳模会议，入会人员102人。

春，引种地瓜良种“胜利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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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推广花生根瘤菌拌种。

春，首次施用硫酸铵化学肥科。

冬，七区(坦埠)水明崖村成立全县第一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

春，引种玉米良种“金皇后"。

， 春，推广施用单管式喷雾器和广谱性“六六六一农药。 ’

． 春，省拨革命老根据地建设扶持款，从东北购进苹果树苗45000株。

春，县农场引进哈自良种公猪二头，母猪一头。

10月，县农业技术指导站成立，设农业、畜牧兽医，特产(蚕果)三个组。该站于

1954年更名为农业技术推广站。会计辅导组同时成立，后称经管站。

1月16日至21日，在县府礼堂召开劳模会议，入会人员99人。

春，省拨老区建设经费，从青岛苗圃调苹果苗4万株二

春，坦埠、官庄(桃曲)两个区建立农技站。

春，开始推广农作物合理密植，

春，引进意大利蜜蜂两箱。
。

春，县委组织农业社长、互助组长30余人到莒南县厉家寨参观学习治岭整地。

12月25日至28日，在县府礼堂召开劳模会，入会人员130人。

。1955年

春，城郊区农技站成立。

9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
●

1956年
．

春，始建会计互助网。

春，以大上峪村为基点建立旧寨绵羊改良站，该站于1959年撤销。

春，引进大豆良种“爬蔓青’’和半站秧小麻叶花生。

春，改地瓜室内育苗为回龙火炕育苗。

6月，农业科改名为农业局。

秋，联城、高都，野店、岱崮、垛庄、团埠6个区均建立农技站。

秋，开始用玉米秸搞青贮饲料。 r

9月，县委召开乡镇干部会议，学习((高级农业社示范章程》，是年，全县实现r

合作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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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1月，省农林厅拨款，在城西关建农校一处，未招生，于1961年撤销。

春，建王庄细毛羊繁殖场一处，于1960年撤销。

建麻店子蚕场一处。

3月1日至4日，在县府礼堂召开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入会人员150人。

舂，特产组移属林业局。

8月上旬，反右斗争开始，1958年上半年结束，县区农牧干部有9人受到批判和处

理，分别子1960年和1979年甄别改正。

秋，始建种子田，试验田、丰产田。

1958年

1月，在布洼乡的青山办治山整地学习班，1400余人参加，从此，全县掀起治山整

地高潮。
’

6月，农业水利两局合并，9月林业局又并，称农林水局。

7月，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曹庄乡将

全乡办为一处人民公社，几天时间，全县16个乡474处高级社并为16处人民公社，10月2

日又将16处入民公社并为9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统一核算，社员实行工资制、

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1959年

春，玉皇山果树园艺场建立，1980年7月改为县种兔场。

6月，县种子站成立。

是年，迸行第一次农作物品种征集工作，共征集粮食作物品种200个，经济作物品

种8个，蔬菜品种44个。

12月7日，县委召开县社干部会，布置年终决分，办好食堂，节约用粮，制定渡荒

计划等工作。

是年，第一次与商业配合到新疆购买伊犁马25匹，第二次(1960年)购105匹。

1960年

春，由公社核算改为大队核算，对生产队实行“三包"(工，成本、产量)‘‘四固

定"(土地、农具、牲畜、劳力)一奖的办法。

春，接收岸堤水库使用的抽水机12部，开始用动力机械灌溉农田。

6月，农林水局分为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人民公社事务管理6个局。

夏，岱崮公社抬头大队搞小麦玉米间作增产。

10月，县拖拉机站成立o

』



1961年

1月7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央媛关于农村工作十二条政策)>，批趔

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风>的错误。

8月8 El，县委决定纠正人民公社化中平调的错误，实行退赔。

1962年

春，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春，从浙江引进安哥拉长毛兔，从菏泽引进青山羊。

夏，引种秋高梁和多穗高梁。

1964年

10月，县委调集1000余人，综合治理了刘官庄的凤凰山。

是年，社员口粮实行“人七劳三一的分配办法。

1965年

春，推广山西省大寨大队“以政治思想领先，自报公议，领导批准一的评工记分办
法。

春，开始搞高梁，玉米的杂交制种。

7，月中旬，“四清"(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运动开始。

冬，中央和省委负责人曾山、张友渔，谭起龙、自如冰等来蒙视察工作，到旧寨东

岭看了新修的梯田。
、

是年，整梯田4万余亩，参加劳力5万余人。7

春，引种谷子良种平阳谷和日本谷。

1966年

1967年

1月，县委县人委被夺权，农业局亦被群众组织夺权。

1968年

2月1 7r日，蒙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农业局改为农业办公室，9月将农业林业合并

为农林基建队，1969年又改为农业办公室，1972年1月恢复农业局名称。

春，在垛庄公社高家庄，横山后、杜家岭、业家沟等大队种茶65亩，南茶北弓f成
功。

是年，全县学习后河山过渡经验，搞大队统一核算，开无人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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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

1月26日，县革委决定继续开展学大寨运动。 ”

’’

‘1970年

lO月，中共蒙阴县核心小组负责人张洪荣参加全国北方农业会议。

“月20日，成立蒙阴县农田建设会战指挥部。

、

1971年

春，开始施用机动喷雾器。 一

5月5日，县革委奉令公布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口粮

分配人七劳三，集体抽调劳力控制在10％左右夥。

5月31日，县革委公布坦埠公社诸夏大队，岱崮公社贾庄大队为“大寨式乃先进单

位。

．’秋，第二次赴海南岛育种，繁殖高梁不育系和玉米自交系l万斤。

1972年

是年，常路、垛庄、坦埠、城郊四个公社28个大队办a5406"菌肥厂，因效果不

佳，先后于1978年停办。 ，

1973年
、

是年，使用农用载重汽车3辆。

1974年

11月“日，成立沼气领导小组。

是年，蒙阴县良种繁育场建立。驻地界牌公社尖家庄。

是年，以管理区为单位，成立农业技术交流网。

1975年
．

4月，植物保护工作站成立。 ．

春，试养水貂8只。 ．

7，月，全省养猪会议在蒙召开。

10月，成立畜牧家禽养殖业领导小组。

秋，垛庄公社后里、泉桥，营里等大队种绿肥(即小麦间作苕子)200亩。

U
’

1976年

＼ 12月，在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蒙阴县被评为“大寨式县一。

6



是年，开始使用喷灌机灌溉农田。

1977年

1978年

春，引进西德长毛兔24只。

3月，组织43人进行第一次土壤普查。

6月，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

1979年

2月2日，县委召开_四千一会议，学习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央(1979>

4，5号文件，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秋，第三次赴海南岛育种。

是年．首次进行以天敌资源为重点的植保资源调查。

是年，开始采用肉牛冻精配种。

作。

1980年

12月，贯彻落实中央(1980)75号文件。

是年，首次进行草场资源普查。

1981年

春，蒙阴县农业科技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成立。农业局恢复技术职称评定工

7月，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蒙阴县领导小组成立。

是年，第二次补充征集农作物品种。

1982年

春，全县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春，开始使用化学除草剂和地膜。

lO月，土地管理由民政局移交农业局。

1983年

是年，省科委、临沂行署研究制定了(《蒙阴县山区资源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试验规、

划》。农业局参予的项目有： ·

山区小麦低产变中产技术开发试验。

玉米中产变高产技术开发试验。。。

地瓜丰产栽培技术开发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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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低产变中产技术开发试验。

蒙山牛提纯复壮组群试验。

山丘果园旱栽节水节肥标准化研究。

玫瑰红苹果开发试验。

柿、杏树，枣树开发试验。

农村政策研究等。

春，成立农民技术员评定晋升领导小组。

4月20日，成立农民教育委员会。

是年，进行第二次土壤普查。

是年，引进黑白花奶牛两头。

1984年

3月，蒙阴县园艺场移属农业局。、

7月，机构改革，农业畜牧和沼气办公室合并为农牧渔业局。

9月，县委公布农牧渔业局设立党组，党组书记魏宗湘，付书记孔宪廷．

1985年

是年，吉宝峪村开始滴灌农田。

7月7日，农牧渔业部顾问林呼加一行lO人来蒙视察工作。

7月9日，省长李昌安带领20个厅局负责人来蒙现场办公。

10月26日，省顾委主任苏毅然一行6人来蒙检查工作，并到小山口，吉宝峪等6村

和县园艺场．．苗圃进行考察。

11月10日，国务院付总理万里，路过蒙阴桃曲金乡山村时，深入农户，了解生产和

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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