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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广饶县农机志》是一部专业志，它记述了本县农机事业的全

部发展历程。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好农机志，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对于探讨农机事业的发展规律，汲取

历史经验教训，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保存农机历史

资料，惠及后世农机事业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饶县农机志》的编写，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观点，以

现代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维修、供应、科研、培训、安全监理

等项工作为重点，力图较全面、系统地记述和反映本县农机事业的

历史和现状、兴衰和起伏。三十多年来，本县农业机械化工作的实

践，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乃至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

从中引出规律性的结论，为促进今后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提供

必要的借鉴。如能达此目的，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广饶县农机志》，在全国各地普修新方志的热潮中，在各级

党委、政府及省、市农机部门的关怀和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

依靠本县广大农机工作者的大力支持，经过农机志办公室全体同志

两年的辛勤工作，终于脱稿付印，公诸于世，作为一份信实的历史

资料奉献予广饶人民和农机工作者。至于某些疏漏不妥之处，亦在

所难免，其修订补遗的任务则有待来日。
’

农业机械管理局局长 李重吉

1 990：辱-6月10日



凡 例

一、结构一般分章、节、目三级，横排纵述。

二、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坚持“秉笔直书"，述而不

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三、体裁：本志综合采用志、记、表、录、图五种表述形式，

以志为主，其他为辅。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四、资料：资料来源以查阅、摘抄档案资料为主，调查采访资

料为辅。严格鉴别核实，力求翔实。 ．

五。数字：本志数字的书写用法，．按照国家语委等七部门联合

通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六、1名称：地方、单位、机构、事物等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

书以全称，再出现时一般用当时的习惯简称。

七、断限：上限始于1 9 50年产北农场建立，下限至I 985年止。

疆域变动适当上溯。



目 录

大事记⋯⋯⋯⋯⋯⋯⋯⋯⋯⋯⋯⋯⋯⋯⋯·⋯⋯⋯⋯⋯⋯⋯．．(1)

第一章概述⋯⋯⋯⋯⋯⋯⋯⋯⋯⋯⋯⋯⋯⋯⋯⋯⋯⋯⋯⋯(1 9)

第一节 疆域变动⋯⋯⋯⋯⋯·⋯⋯⋯⋯⋯⋯·⋯⋯⋯⋯⋯·(1 9)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一⋯⋯⋯⋯⋯⋯⋯⋯⋯⋯⋯⋯·(28)

第三节 农机概况⋯⋯⋯⋯⋯⋯o o

o、m

O e⋯⋯⋯⋯⋯一一?⋯⋯。(29)

第：章传统农具⋯⋯⋯⋯⋯⋯Q g@O O 0⋯⋯⋯·⋯⋯⋯⋯．．．．．．“(34)

第一节耕耩农具⋯⋯⋯⋯⋯⋯⋯⋯·⋯⋯⋯⋯．．⋯Q g O，_o o o⋯(34)

第二节 管理农具⋯⋯⋯⋯⋯⋯⋯⋯⋯⋯⋯⋯⋯⋯⋯⋯⋯(36)

第三节 场间工具⋯⋯⋯⋯⋯⋯⋯⋯⋯⋯⋯⋯⋯⋯⋯⋯⋯(38)

第四节 灌溉工具⋯⋯⋯⋯⋯⋯⋯⋯⋯⋯·“O O Q OI O⋯·⋯⋯一(40)

第五节 运输工具⋯⋯⋯⋯⋯⋯⋯⋯⋯⋯⋯⋯⋯⋯”⋯⋯·(42)

第六节 加工工具⋯⋯⋯⋯⋯⋯⋯⋯⋯⋯⋯⋯⋯⋯⋯⋯⋯(44)

第七节 出土古代农具⋯⋯⋯．．⋯⋯⋯⋯⋯⋯⋯⋯⋯⋯·⋯(47)

第三章农机经营形式⋯⋯⋯⋯⋯⋯⋯⋯⋯⋯⋯⋯··⋯⋯⋯·(61)

第一节 农场是基础⋯⋯⋯⋯一⋯⋯⋯⋯⋯⋯⋯⋯⋯⋯·⋯(6 1)

一、建场⋯⋯⋯⋯⋯⋯⋯⋯⋯⋯⋯⋯⋯⋯⋯⋯⋯⋯⋯⋯(61)

．二、机耕服务队⋯⋯⋯⋯⋯·”⋯⋯⋯⋯⋯·⋯⋯⋯⋯⋯．．(62)

三、建站筹备⋯⋯⋯⋯⋯⋯⋯·⋯⋯⋯⋯⋯⋯⋯⋯⋯⋯“(62)

第二节 国营拖拉机站⋯⋯⋯⋯⋯⋯⋯⋯⋯⋯⋯⋯⋯⋯⋯(63)

一、初建国营机站(I 955—1 959)⋯⋯⋯⋯⋯⋯⋯⋯⋯(63)

1



二、继续办国营机站(1 96 1)⋯⋯⋯⋯⋯⋯⋯⋯⋯⋯⋯(72)

三、第二次下放社营⋯⋯⋯⋯⋯⋯⋯⋯⋯⋯⋯⋯⋯⋯⋯(82)

四、机构驻址变迁与负责人更迭⋯⋯⋯⋯@00 0 0 0⋯⋯．．．⋯(87)

第三节 社营农业机械⋯⋯⋯⋯⋯⋯⋯⋯⋯⋯⋯⋯⋯⋯⋯(98)

一、第一次试办社营站(1 959一196 1)⋯⋯⋯⋯⋯⋯⋯(98)

二、第二次兴建社营站(197 1年开始)⋯⋯⋯o o o e eo⋯⋯(98)

三、公社农机管理站⋯⋯⋯⋯⋯．．．⋯⋯⋯⋯⋯⋯o B o‘o oo(1 01)

四、 “两站弦负责人⋯⋯⋯”一”⋯⋯”一”⋯⋯⋯⋯⋯(103)

五，机械化试点社、队⋯⋯⋯⋯⋯⋯⋯⋯⋯⋯⋯⋯⋯(1 03)

第四节 队营农业机械⋯⋯⋯⋯⋯⋯⋯⋯⋯⋯⋯o O 04 e o⋯(1 09)

第五节户营农业机械⋯⋯⋯⋯⋯!⋯⋯⋯⋯⋯⋯⋯⋯··(11I)

第四章农机管理⋯⋯⋯⋯⋯⋯⋯⋯⋯⋯⋯⋯⋯⋯⋯⋯⋯(121)

第一节机务管理⋯⋯”⋯⋯⋯⋯⋯⋯⋯⋯⋯⋯⋯⋯⋯·(121)

一、落实岗位责任制．．⋯⋯⋯⋯⋯·⋯⋯⋯⋯⋯⋯⋯⋯(1 2 1)

二、遵循机务规章⋯⋯⋯⋯⋯⋯⋯⋯⋯⋯⋯⋯⋯⋯⋯(1 22)

．三、正确使用农机具⋯⋯⋯⋯⋯⋯⋯．．⋯⋯⋯·@40 0 g O@0 00(123)

四、农机具维修保养⋯⋯⋯⋯⋯⋯⋯⋯⋯⋯⋯⋯⋯⋯(123)

第二节财务管理⋯@O O O O O／⋯⋯@ot o o o⋯⋯⋯·：⋯·O B O 0 0 0 0 0．0⋯(125)

一、概述⋯⋯⋯⋯e O 0·00⋯⋯⋯⋯⋯⋯⋯⋯⋯⋯⋯⋯⋯．(126)

二、国营站财务管理⋯⋯⋯⋯⋯”⋯⋯⋯⋯⋯⋯⋯⋯·(12'／)

三、社营站财务管理⋯⋯⋯⋯一·0 0 0 0 0 9 00 0 0 8 0 0 0 0⋯⋯⋯⋯(148)

，四、国家对农业机械化投资⋯⋯⋯⋯⋯⋯⋯⋯⋯⋯⋯(151)

第三节计划管理和统计⋯⋯⋯⋯⋯⋯⋯⋯⋯⋯⋯⋯⋯(159)

二、生产、财务计划⋯”⋯⋯⋯⋯．．⋯⋯⋯⋯⋯⋯⋯··(159)

2
。1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农机作业计划⋯⋯⋯⋯⋯⋯⋯⋯⋯⋯⋯⋯⋯⋯⋯

三、大修理计划⋯⋯⋯⋯⋯⋯⋯⋯⋯⋯⋯⋯⋯⋯⋯⋯

四、基本建设计划⋯⋯⋯⋯⋯⋯⋯⋯⋯⋯⋯⋯⋯⋯⋯

五、农用柴油分配计划⋯⋯⋯⋯⋯⋯⋯⋯⋯⋯⋯⋯⋯

农机统计⋯⋯⋯⋯⋯⋯⋯⋯⋯⋯⋯⋯⋯⋯⋯⋯⋯⋯⋯

一、专职统计员⋯⋯⋯⋯⋯⋯⋯⋯⋯⋯⋯·⋯⋯⋯⋯”

二、定期统计报表⋯⋯⋯⋯⋯⋯⋯⋯⋯⋯⋯⋯⋯⋯⋯

三、不定期统计报表⋯⋯⋯⋯⋯⋯⋯⋯⋯⋯⋯⋯⋯⋯

第四节 劳动管理⋯⋯⋯⋯⋯⋯⋯⋯⋯⋯⋯⋯⋯⋯⋯⋯

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二、作业质量管理⋯⋯⋯⋯⋯⋯⋯⋯⋯⋯⋯⋯⋯⋯⋯

三、劳动定额管理⋯⋯⋯⋯⋯⋯⋯⋯⋯⋯⋯⋯⋯⋯⋯

四、多种形式的责任制⋯⋯⋯⋯⋯⋯⋯⋯⋯⋯⋯⋯⋯

五、劳动考勤⋯⋯⋯⋯⋯⋯⋯⋯⋯⋯⋯⋯⋯⋯⋯⋯⋯

第五节 安全监理⋯⋯⋯⋯⋯⋯⋯⋯⋯⋯⋯⋯⋯⋯一⋯·

一、农机安全监理情况⋯⋯⋯⋯⋯⋯⋯⋯⋯⋯⋯⋯⋯

二、拖拉机及驾驶员的审验⋯⋯⋯⋯⋯⋯⋯⋯⋯⋯⋯

三、农机事故⋯⋯⋯⋯⋯⋯⋯⋯⋯⋯⋯⋯⋯⋯⋯⋯⋯

四、农机监理收费⋯⋯⋯⋯⋯⋯：⋯⋯⋯⋯⋯⋯⋯⋯··

第六节 油料管理⋯⋯⋯⋯⋯⋯⋯⋯⋯⋯⋯⋯⋯⋯⋯⋯

一、柴油分配⋯⋯⋯⋯⋯⋯⋯⋯⋯⋯⋯⋯⋯⋯⋯⋯⋯

二、储存与保管⋯⋯⋯⋯⋯⋯⋯⋯⋯⋯⋯⋯⋯⋯⋯⋯

三、油料净化⋯⋯⋯⋯⋯⋯⋯⋯⋯⋯⋯⋯⋯⋯⋯⋯⋯

四、节油措施⋯⋯⋯⋯⋯⋯⋯⋯⋯⋯⋯⋯⋯⋯⋯⋯⋯

(1 80)

(1 82)

(1 82)

(1 83)

(1 84)

(1 85)

3

))))、／))、、、)))、／)、／、／)))

0

O

O

2

2

3

3

4

5

5

6

7

8

O

1

2

3

5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7

7

7

7

7

1

l

l

1

l

1

1

1

1

1

1

1

l

1

1

1

1

1((((((((((((((((((



第五章农用动力机械及配套农机具⋯⋯e e e o e e‘o e e⋯⋯⋯。(188)

第一节 农用动力机械⋯⋯⋯⋯⋯⋯⋯⋯”⋯⋯⋯⋯一?·(1 88)

一、拖拉机⋯⋯⋯⋯⋯⋯⋯·⋯⋯⋯⋯⋯⋯．．⋯⋯⋯‘⋯(1 88)

二、农用汽车⋯⋯⋯⋯⋯⋯⋯⋯⋯⋯⋯⋯⋯⋯⋯⋯⋯’(1 89)

三、柴油机⋯⋯⋯⋯⋯⋯⋯⋯⋯⋯⋯⋯⋯·⋯⋯”⋯⋯：(1 89)

四、汽油机⋯⋯⋯⋯⋯⋯⋯⋯⋯⋯⋯⋯⋯⋯⋯⋯⋯⋯(1 89)

五、电动机⋯⋯⋯⋯⋯⋯⋯⋯⋯⋯⋯⋯⋯⋯⋯一⋯⋯·(1 89)

六、其他农用动力机械⋯⋯⋯⋯⋯⋯⋯⋯⋯⋯⋯⋯⋯(1 90)

第二节 配套农机具⋯⋯⋯⋯⋯⋯⋯⋯⋯⋯⋯⋯⋯⋯⋯(1 90)

一、整地机具⋯⋯⋯⋯⋯⋯⋯⋯⋯⋯⋯⋯⋯⋯⋯⋯⋯(1 90)

二、播种机械⋯⋯⋯⋯⋯⋯⋯⋯⋯⋯⋯⋯⋯⋯⋯⋯⋯(1 9 1)

三、收获机械⋯⋯⋯⋯⋯⋯⋯⋯⋯⋯⋯⋯⋯⋯⋯⋯⋯(1 92)

四、脱粒机械⋯⋯⋯⋯⋯⋯⋯⋯⋯⋯⋯⋯⋯⋯⋯⋯⋯(1 92)

五、运输机械——拖车⋯⋯⋯⋯⋯⋯⋯⋯⋯⋯⋯⋯⋯(1 93)

六、植保机械⋯⋯⋯⋯⋯⋯⋯⋯⋯⋯⋯⋯⋯⋯⋯⋯⋯(1 93)

七、农副产品加工机械⋯⋯⋯⋯⋯⋯⋯⋯⋯⋯⋯⋯⋯(1 94)

八、排灌机械⋯⋯⋯⋯⋯⋯⋯⋯⋯⋯⋯⋯⋯⋯⋯⋯⋯(1 94)

九、其他农机具⋯⋯⋯⋯⋯⋯⋯⋯⋯⋯⋯⋯⋯⋯⋯⋯(1 95)

第六章农机作业⋯⋯⋯⋯⋯⋯⋯⋯⋯⋯⋯⋯⋯⋯⋯⋯⋯(、202)

第一节 整地作业⋯⋯⋯⋯⋯⋯⋯⋯⋯⋯⋯⋯⋯⋯⋯⋯(202)

一、机耕⋯⋯⋯⋯⋯⋯⋯⋯⋯⋯⋯⋯⋯⋯⋯⋯⋯⋯⋯(2 02)

二、整地⋯⋯⋯⋯⋯⋯⋯⋯⋯⋯⋯⋯⋯⋯⋯⋯⋯⋯⋯(2 03)

第二节 播种作业⋯⋯⋯⋯⋯⋯⋯⋯⋯⋯⋯·⋯⋯⋯⋯．．(204)

一、技术要求⋯⋯⋯⋯⋯⋯⋯⋯⋯⋯⋯⋯·⋯⋯⋯⋯．．(2 04)

4



二、播种情况⋯⋯⋯⋯⋯⋯⋯⋯⋯⋯⋯⋯⋯⋯⋯⋯⋯(204)

第三节 植保、灌溉作业⋯⋯⋯⋯⋯⋯⋯⋯⋯⋯⋯⋯“·(2 06)

一、植保⋯⋯⋯⋯⋯⋯⋯⋯⋯⋯⋯⋯⋯⋯⋯⋯⋯⋯⋯(2’06)

二、灌溉⋯⋯⋯⋯⋯⋯⋯⋯⋯⋯⋯⋯⋯⋯⋯⋯⋯⋯⋯(2 06)

第四。节 机收、机脱作业⋯⋯⋯⋯⋯⋯⋯⋯⋯⋯⋯⋯⋯(214)

一、机收⋯⋯⋯⋯⋯⋯⋯⋯⋯⋯⋯⋯⋯⋯一⋯⋯⋯⋯·(21 4)

二、机脱⋯⋯⋯⋯··⋯⋯⋯⋯⋯⋯⋯⋯⋯⋯⋯⋯⋯⋯·(215)

第五节 农机运输、农副产品加工⋯⋯⋯⋯⋯⋯⋯⋯⋯(21 6)

一、农机运输⋯⋯⋯⋯⋯⋯⋯⋯⋯⋯⋯⋯⋯⋯⋯⋯⋯(21 6)

二、农副产品加工⋯⋯⋯⋯⋯⋯⋯⋯⋯⋯⋯⋯⋯⋯⋯(21 6)

第六节 其他农机作业⋯⋯⋯⋯⋯⋯⋯⋯⋯⋯⋯⋯⋯⋯(2 1 7)

一、犁底施氨⋯⋯⋯⋯⋯⋯⋯⋯⋯⋯⋯⋯⋯⋯⋯⋯⋯(21 7)

二、地瓜扶垄⋯⋯⋯⋯⋯⋯⋯⋯⋯⋯⋯⋯⋯⋯⋯⋯⋯(21 8)

三、中耕灭茬⋯⋯⋯⋯⋯⋯⋯⋯⋯⋯⋯⋯⋯⋯⋯⋯⋯(21 8)

第七节 农机作业收费⋯⋯⋯⋯⋯⋯⋯⋯⋯⋯⋯⋯⋯⋯(21 9)

一、标准亩、台折合系数⋯⋯⋯⋯⋯⋯⋯⋯⋯⋯⋯⋯(2 1 9)

二、作业收费标准⋯⋯⋯⋯⋯⋯⋯⋯⋯⋯⋯⋯⋯⋯⋯(2 1 9)

第八节 农机作业水平⋯⋯⋯⋯⋯⋯⋯⋯⋯⋯⋯⋯⋯⋯(221)

第七章农机修理⋯⋯⋯⋯⋯⋯⋯⋯⋯⋯⋯⋯·⋯⋯⋯⋯“(22 8)

第一节 国营站的农机修理⋯⋯⋯⋯⋯⋯⋯⋯⋯⋯⋯⋯(228)

一、前期1 955⋯⋯1 959⋯⋯⋯⋯⋯⋯⋯⋯⋯⋯⋯⋯⋯(228)

二、后期一一1 96 1#-以后⋯··⋯⋯⋯⋯⋯⋯⋯⋯⋯⋯‘(230)

三、流动修理工程车⋯⋯⋯⋯⋯⋯⋯⋯⋯⋯⋯⋯⋯⋯(23 0)

四、修理车间⋯⋯⋯⋯⋯⋯⋯⋯⋯⋯⋯⋯⋯⋯⋯⋯⋯(23 1)

5



第二节 县级修配力量的发展⋯⋯⋯⋯⋯⋯⋯⋯⋯⋯⋯(232)

一、广饶播种机厂(原拖修厂)⋯⋯⋯⋯⋯⋯⋯⋯⋯(232)

二、广饶液压机械厂(原县农机修造厂)⋯⋯⋯⋯⋯(237)

三、广饶县拖拉机修配厂⋯⋯⋯⋯⋯⋯⋯⋯⋯⋯⋯⋯(240)

第三节 乡村农机修配⋯⋯⋯⋯⋯⋯⋯⋯⋯⋯⋯⋯⋯⋯(24 1)

一、公社农机厂⋯⋯⋯⋯⋯⋯⋯⋯⋯⋯⋯⋯⋯⋯⋯⋯(24 1)

二、三库一间⋯⋯⋯⋯⋯⋯⋯⋯⋯⋯⋯⋯⋯⋯⋯⋯⋯(243)

三、队营农机维修⋯⋯⋯⋯⋯⋯⋯⋯⋯⋯⋯⋯⋯⋯⋯(243)

四、个体农机维修网点⋯⋯⋯⋯⋯⋯⋯⋯⋯⋯⋯⋯⋯(244)

第四节 农机修理收费标准⋯⋯⋯⋯⋯⋯⋯⋯⋯⋯⋯⋯(245)

第八章农机科研⋯⋯⋯⋯⋯⋯⋯⋯⋯⋯⋯⋯⋯⋯⋯⋯⋯(248)

第一节 科研、推广情况⋯⋯⋯⋯⋯⋯⋯⋯⋯⋯⋯⋯⋯(248)

一、农机研究所建立前的概况⋯⋯⋯⋯⋯⋯⋯⋯⋯⋯(248)

二、农机研究所建立后科研情况⋯⋯⋯⋯⋯⋯⋯⋯⋯(249)

第二节 鉴定验收的科研成果⋯⋯⋯⋯⋯⋯⋯⋯⋯⋯⋯(25 1)

一、5 HLJ一1型粮食烘干机⋯⋯⋯⋯⋯⋯⋯⋯⋯⋯(251)

二、滨海盐碱地区农机化途径的探讨⋯⋯⋯⋯⋯⋯⋯(25 1)

三、1 95柴油机更新期的探讨⋯⋯⋯⋯⋯⋯⋯⋯⋯⋯(252)

四、池塘养鱼机械化技术⋯⋯⋯⋯⋯⋯⋯⋯⋯⋯⋯⋯(252)

第九章农机职工队伍建设⋯⋯⋯⋯⋯⋯⋯⋯⋯⋯⋯⋯⋯(256)

第一节 国家调配⋯⋯⋯⋯⋯⋯⋯⋯⋯⋯⋯⋯⋯⋯⋯⋯(256)

第二节 以师带徒⋯⋯⋯⋯⋯⋯⋯⋯⋯⋯⋯⋯⋯⋯⋯··(265)

第三节 办班训练⋯⋯⋯⋯⋯⋯⋯⋯⋯⋯⋯⋯⋯⋯⋯⋯(266)

第四节 学校培训⋯⋯⋯⋯⋯⋯⋯⋯⋯⋯⋯⋯⋯⋯⋯⋯(2 6 7)

6



第五节 正常减员——退离休⋯⋯⋯⋯⋯⋯⋯⋯⋯⋯⋯(2 69)

第十章农业机械供应⋯⋯⋯⋯⋯⋯⋯⋯⋯⋯⋯⋯⋯⋯⋯(2 72)

第一节机构⋯⋯⋯⋯⋯⋯⋯⋯⋯⋯⋯⋯⋯⋯⋯⋯⋯⋯(272)

第二节 经营⋯⋯⋯⋯⋯⋯⋯⋯⋯⋯⋯⋯⋯⋯⋯⋯⋯⋯(273)

一、经营原则⋯⋯⋯⋯⋯⋯⋯⋯⋯⋯⋯⋯⋯⋯⋯⋯⋯(273)

二、经营范围⋯⋯⋯⋯⋯⋯⋯⋯⋯⋯⋯．．·⋯⋯⋯⋯一(27、4)

三、经营方式⋯⋯⋯⋯⋯⋯⋯⋯⋯⋯⋯⋯⋯⋯⋯⋯⋯(276)

四、经营效益⋯⋯⋯⋯⋯⋯⋯一⋯⋯⋯⋯⋯⋯⋯⋯⋯·(277)

第三节 管理⋯⋯⋯⋯⋯⋯⋯⋯⋯⋯⋯⋯⋯⋯⋯⋯⋯⋯(277)

一、计划管理⋯⋯⋯⋯⋯⋯⋯⋯⋯⋯·⋯⋯⋯⋯⋯⋯⋯(27 7)

二、财务管理⋯⋯⋯⋯⋯⋯⋯⋯⋯⋯⋯⋯⋯⋯⋯⋯⋯(282)

三、价格管理⋯⋯⋯⋯⋯⋯⋯⋯⋯⋯⋯⋯⋯⋯⋯⋯⋯(2 83)

四、仓储、商检管理⋯⋯⋯⋯⋯⋯⋯⋯⋯⋯⋯⋯⋯⋯(285)

附录

一、广饶县农业区划报告中“农机"部分⋯⋯⋯⋯⋯(2 88)

二、本志名词注释⋯⋯⋯⋯⋯⋯⋯⋯⋯⋯⋯⋯⋯⋯⋯(3 07)

编后语⋯⋯⋯⋯⋯⋯⋯⋯⋯⋯⋯⋯⋯⋯⋯⋯⋯⋯⋯⋯(3 09)

7



大事记

1 9 5 0年

国营广北农场建场后，在1950年即确定1台苏联纳齐拖拉机为

当地农民机耕服务。本年共机耕面积1043亩，折151 3标准亩。

1 9 5 1年

继1 950年广北农场的1台拖拉机，继续为当地农民机耕服务。

1 9 5 2年

春，广北农场成立了为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机耕服务队，杨匀

同志任队长，全年作业量为4360亩。

1 9 5 3年

春，广北农场机耕服务队由4台拖拉机增加到6台，人员由1 2

名增加到18名，继续为农业社机耕服务，全年作业量为6856亩。

1 9 5 4年

春，惠民专署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筹备处，在广北农场成立。

5月，经上级批准，正式成立惠民专署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站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