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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象山农业历史悠久，早在 6700 年前就创造了塔山古文化， 留下了丰富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存。

象山自唐神龙二年立县后 ， 历代县政， 成!.F t主槽 ， 提倡桑麻，以足衣食 。 象山先民渔猎耕作，繁衍

生息 ， 为古代农业史写下了辉煌一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象山农 I !'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在变革和

创新中日趋完善 ， 农业基础设施全面改jZ 农业科技广泛普及，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 农村经

济持续发展 ， 农民长期企盼、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温饱 目 标得以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象

山农业进入鼎盛时 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拉开序幕，较短时间里完成了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 。 进入 2 1 世纪 ， 象 山县委、 县政府为加快农业经济发展，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

大力发展大黄鱼 、 梭子蟹、杨梅、柑楠 、 浙东 白鹅、外销蔬菜、紫菜和南美白对虾 "7+1 "农业龙

型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大幅度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

力 。 种植业走向规模化、 专业化，林特业走向精品化、 高效化， 畜牧业走向生态化、特色化，加工

业走向产业化、标准化， 形成了特色明显 、 效益良好的农业产业格局，推动全县现代农业又好又快

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 2008 年 ， 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 58 ， 8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81 7 1 元 。 我县先后被授予全国优质柑桔生产基地县、全国特种野猪种源基地、中国柑措之乡等称

号 ， 被省政府命名为浙江省特色农业优势产业综合强县和浙江省特色农业优势产业果品产业强县 。

勤劳智慧的象山人民 "海纳百} 11 ， 勇立潮头其自强不息、 艰苦创业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创造能力，

在农业发展历程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和体现。

盛世修志， 志载盛世，把我县古今农业的发展轨迹用志书形式详细记载下来，传之后世，不仅

是我县农业文化深层次积累的需要，也是广大农业工作者长期以来的一个共同心愿 。 为此， 2007 

年，我局成立了 《象山县农业志》编篡委员会，发动局各科室、下属单位及聘请有关专业人员参与

编修 。 上求象山农业发端 ， 下限止于 2008 年 。 全体编修人员严谨负责、不辞辛劳，几易其稿，终成。

《象 山县农业志》是我县第一部全面、系统记述象山农业发展的专业志书，资料翔实，图文并

茂 ， 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 是从事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资料宝库，也是各级领导资政农村

工作的得力助手 。 愿象山农业以本志为鉴 ， 再创辉煌。

林曙光
2015 年 11 月



凡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存史致用，述而不作的原则，

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象山农业的历史与现状，修成一部体现地方特色、时代特征和专业特点的

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记事，上限不等，因事而异，尽力追溯在本县之发端:下限断至 2008 年。纵贯古今，

明古详今。少数事物为了叙述的完整，作适当的延伸。

三、本志结构采用纵览全貌，事以类从，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纵横结合的方法，设置篇、章、

节、目 4 个层次。篇章间某些内容的交叉，采取有详有略，各有侧重的方法处理。

四、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全志有述、记、志、传及索引等部分，

辅以图、表、和照片等形式，以志为主体。

五、本志纪年与时代，中华民国及以前用历史纪年，夹住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

公元纪年。农历用汉字，公历用阿拉伯数字。年代前未标明世纪的为 20 世纪。 1840 年以前称古代:

1840~1949 称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当代。

六、本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用 1984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

保留使用"亩"的面积单位。其他时期用当时的计量单位。

七、本志数据，以县统计部门认定的数据为准:缺项的，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经核实后引

用，注明资料来源。

八、本志数字，一律按 199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执行。

九、本志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但在篇章中以事系人。传记人物是对象山农业作出

重大贡献，于 2008 年末前谢世的著名人物，按生年为序。

十、本志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其名，必要时表明职务职称:地名

均用当时地名，括注现地名:机构、组织名称在章内首次出现时按历史称谓书写全称，复以习惯简

称。省委、市委、县委分别显中共浙江省委、中共宁波市委、中共象山县委:省政府、市政府、县

政府分别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宁波市人民政府、象山县人民政府。

十一、本志文字及标点符号，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的《简化字

总表》和 199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档案馆(室)档案、地方志、专著、内部资料、报刊及口碑资料，均经考

证、鉴别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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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居浙江省中部沿海，由象山半岛和沿海 593 个岛礁组成。地处北纬 28 0 51' 18" ~290 

39' 42" 、东经 121 0 34' 03" ~1220 17' 30" 。南北狭长，三面环海，一路穿陆，是典型的半

岛县，历称象山半岛。境内有陆地、海岛，丘陵、低山、平原相间，溪涧密布，源短流急，独注入

海。南北长 90 公里，东西宽 70 公里，总面积 1175 平方公里，其中大陆面积 995 平方公里、岛礁

面积 180 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 924.67 公里，其中大陆岸线 348. 73 公里、岛屿岸线 575.94 公里。

沿海海域广阔，以领海 12 海里计算面积 6618.17 平方公里。岳井洋、西沪港分别由南北模入，岸

线曲折，师湾相间，水道纵横，港湾优良，以象山港、石浦港、三门湾为著名，是东海南北海上交

通必经之路。东临大目洋，南溯猫头洋，西接宁海县壤，北依象山港，与奉化、郭州、北仑、普陀

隔港相望。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低山丘陵地带，平原狭小，错落其间，经海积围垦而成，有"七

山一水二分田"之称。

象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温暖温润、四季分明、光能充足、热量适中、雨量充沛、冬

夏长春秋短、灾害性天气亦多。因地处半岛，海洋气候明显，夏热无酷暑，冬冷无严寒。象山先民

在这块具有独特地理环境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大地上，经过漫长的辛勤开拓，遂逐步形成具有象山特

色的现代农业。

春秋时，象山为越国部地，唐神龙二年(706) 立县，因西北有山"形似伏象.，故名象山。

全县辖 3 个街道、 10 个镇、 5 个乡:丹东街道、丹西街道、爵溪街道、石浦镇、西周镇、鹤浦镇、

贤库镇、墙头镇、定塘镇、涂茨镇、大徐镇、新桥镇、酒洲头镇、东陈乡、晓塘乡、茅洋乡、黄避

番乡、高塘岛乡。全县 490 个行政村， 2008 年总人口 53.5 万人。县人民政府驻丹东街道后堂街 21

号。

一、农业发展阶段

象山农业历史悠久，早在 6700 年前就创造了塔山古文化，是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有力补充。

县城东郊塔山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和玉器。石器为生产工具，有钵、斧、凿、簇等;

陶器为生活器皿，有陶鼎、陶壶、陶罐等:玉器均属装饰品，有玉块、玉璜等。

唐代，水田整地技术初步形成，是耕作技术的重要成就。传统的水田整地技术包括耕、幸巴、秒

三个环节，唐代虽秒尚未普遍使用，但出现了耕、粗、碾，适应水稻生产的需要。一年一熟制开始

向一年两熟制转变。到明代中叶，己有稻麦、稻油、稻豆、稻肥两熟制及双季间作稻:轮作方式从

一年轮作发展为多年轮作，加上间作套种，种植制度多样性。

宋代，象山有许多农产品已相当驰名，其中白羊、丹挂、金豆等被列为贡品(宝庆《四明志》、

道光《象山县志)))。茶，出于珠山尤佳(嘉靖《象山县志)))。俗不甚事蚕桑纺织，故布串皆贵于他

郡。惟象山芒布最细者[著]名，女儿布其尤细者也(宝庆《四明志)))。贝母，邑产之最良者(乾隆

《象山县志)))。象山出者象贝，异他处(道光《象山县志)))。

明代，传统农业技术已经发展成熟。有乡谚曰"种田须学洋田史，读书须学张进士(张文耀)"

此时，种植水稻从择种开始到浸种、育秧、插秧、耘田、施肥等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栽培技术。

除水稻外，旱粮、棉麻、蚕桑、经济林栽培技术及畜禽饲养技术都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象山谚

云"晒死棉花千遍削就体现了古代对棉花栽培技术的认识。



清代，象山农作物品种资源丰富，如水稻品种，嘉靖《象山县志》记载已有 31 种之多。乾隆

《象山县志》记载的"救公饥" (六十日稻)品种，说在稻田中发现早熟的一株稻，摘下来给公婆

充饥，并试种植，年年早熟，故名。这是全国最早采用，，_._~株传"方法选育成的水稻品种之一，是

古代农业史上一大成就.象山先民渔猎耕作，繁衍生息，为古代农业史写下辉煌一页。。

民国时期，西方先进农艺、种子、化肥、畜禽品种相继传入象山，它与近代农业科技紧密结合，

是农业技术从经验科学向实验科学过渡的转折时期，也是象山近代农业的奠基时期。民国 10 年

(1921)，知事李涨(李佩秋)开办蚕业传习所，为全县最早农业科普机构:民国 16 年(1927) 6 

月，县政府始设建设科，为全县最早农林牧行政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象山农业进入→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在变革和

创新中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全面改造，农业科技陆续普及，农业生产力水平全面提升，农村经

济全面发展。农民长期企盼，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温饱目标得以实现，又成功跨越小康阶段，向着

更高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60 年历程，象山农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z

恢复生产阶段( 1949~1957):象山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

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实行"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方针:实施"三包一奖"和"一年早知道";

推广农业"七大"农业技术、"五改"耕作制度、"三发展"改制意见:成立 7 个区级农业技术推广

站。 1957 前受到旱灾、水灾、台灾影响，比 1952 年， 5 年的平均农业总产值增长 19.09%，粮食总

产量仅减产 2.11%，棉花总产量增长 23.57%，水果总产量增长 2.3 倍，生猪年末存栏增长 42. 78% 。

曲折经营阶段(1958~ 1977):全县人民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飞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先后

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飞象山亦然，农

业既有曲折，又有发展。全县农村出现"三瘦" (人瘦、牛瘦、地瘦)现象，除茶叶、水果产量增

长外， 1976 年比 1973 年，粮食总产量减产 1 1. 41%，棉花减产 22.69%，油菜籽减产 42. 73%，经作

果靡减产 16. 57%，蚕茧减产 21. 43%，生猪年末存栏减少 29. 13% 。

全面发展阶段( 1978~2008):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象山农业进入鼎盛时期，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拉开序幕，较短时间里完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小

段包工，定额计酬"、"包工包产，联产计酬飞一直发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林业则开展了以

"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工作。 2008 年比 1977 年，

全县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4.98%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6.24% 。

二、农业发展成就

象山县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

策，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大力培育现代生产经营主体，做优做强区域化、特色化、品牌化的

农业主导产业，大幅度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全县

现代农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效益农业，着力

打响"生态"和"名特优"两张牌，坚持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路子，形成了特

色明显、效益良好的农业产业格局。我县先后被授予全国优质柑桔生产基地县、全国特种野猪种源

基地、中国柑桔之乡等称号，被省政府命名为浙江省特色农业优势产业综合强县和浙江省特色农业

优势产业果品产业强县。

种植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县政府把外销蔬菜列入我县农业龙型产业，全县外销蔬菜面积

12.94 万亩，产量 20 万吨，约 7 大类 20 个品种，其中象豌 1 号通过省品种审定。年加工鲜菜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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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 5 万吨，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4 家，能大食品、宏森源、素子园食品生产的脱水香葱、油浴

果蔬脆片、特色西甜瓜，技术含量、生产规模、产品质量全省领先。国内市场以生鲜蔬菜为主，销

往北京、上海、山东、南京、石家庄、哈尔滨、厦门等 23 个大中城市和蔬菜集散中心。出口以加

工蔬菜为主，销往日本、欧美、韩国、香港等国际市场。

林特业走向精品化、高效化.柑桶和杨梅是象山县农业龙型产业，其中柑桶 10. 35 万亩，杨梅

7.24 万亩:象山是全国柑桶品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县之一，拥有柑桔品种近二百多个，选育的"象

山红"、 "大分"通过省级品种审定，运用设施栽培实现周年供应。"大象山"牌象山红获浙江十

大名牌柑桶称号，称为中华名果。象山柑桶罐头加工企业 4 家，年收购柑桶鲜果 4 万吨，产品 98%

以上销往美、日、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象山乌紫杨梅"通过浙江省优良林木品种认定，获"全国

十大精品杨梅"、 "浙江省十大精品杨梅"。

畜牧业走向生态化、特色化。全县肉类总产量 2.5 万吨，禽蛋总产量1. 5 万日电:生猪饲养量

27. 12 万头，自给率 100%; 家禽饲养量 577.99 万习习，特种野猪饲养量 4.4 万头，特种天鹅饲养量

100.8 万习习，绿头野鸭饲养量 131 万。象山白鹅是象山县农业龙型产业，年饲养量 235 万羽，列入

宁波市"象山白鹅种苗生产基地"、"浙江省畜禽种苗工程象山白鹅繁育基地"。象山白鹅加工品

种主要有白宰鹅、盐水鹅、香酥鹅、风凉鹅、烤卤鹅等。种草养鹅技术全省领先、"虾一草一鹅"循

环农业模式全国首创。

加工业走向产业化、标准化.象山农产品加工业是在食品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象山民间

向有海鲜盹制、酱酒酿造、榨油等传统食品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食品工业发展快速，县

糖厂、食品冷冻厂、罐头食品厂、水产冷冻厂等一批年产值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陆续建成投产。有

粮油加工、屠宰和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糕点制作、罐头食品制造、饮料酒酿造、无酒精饮料制

造、制茶、制糖等行业。进入 90 年代，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加快，外向型农业驶上快车道， 2008 

年自营加工农产品出口额达到 2.3 亿美元。

农业龙头企业不断壮大. 90 年代发展加快，象山县确立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

农业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理念。 1994 年出台扶持政策，把建立银行挂钩制度列入乡镇目标考

核， 1995 年制订农业龙头企业评定标准。 2008 年，全县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68 家，其中国家级

2 家、省级 2 家、市级 24 家、县级 40 家。 31 家县级以上农林牧龙头企业实现产值 13.83 亿元、销

售收入 1 1. 61 亿元、税收 3888 万元、利润 6212 万元、出口创汇 7628 万美元，收购农产品 13.21

万吨，带动农户 12 万户，联系基地 20. 75 万亩。

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象山县在 90 年代末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雏形， 2002 年，开展组建

农民专业合作社试点工作，最先成立的是金元蛋业会社、浙东白鹅生产合作社 2005 年 1 月，实

施《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2007 年 8 月，选举产生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2008 年，全

县农民专业合作社 94 个，其中种植业 24 个，林业 34 个，畜牧业 10 个，渔业 23 个，服务业 3 个:

获省级示范社 3 个，市级示范社 3 个，县级规范社 15 个:注册资金 6369.88 万元:带动农户 3.2

万户:统一销售农产品 9.2 万吨，销售额 6.0 亿元。

食品质量安全步伐加快。象山县 2002 年成立绿色认证领导小组。同年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

计划翌年，成立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2005 年更名为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象山县实

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办法，形成以无公害农产品为主

体，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为补充的质量安全体系和格局。 2008 年，制订国家农业行业标准 1 个、

省农业地方标准 4 个、县农业地方标准 83 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109 个，有机食品认证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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