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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朔州农业二十年》是一部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视野，以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为主
线，从宏观的角度全面反映朔州建市二十年以来农业发展的著作。
在立意和内容上，力求真实记录农业、农村的历史变迁，突出总结农业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
　　《朔州农业二十年》上限为1989年1月朔州市成立，下限为2008年12月底。
　　《朔州农业二十年》采用数据以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出版的《朔州统计年鉴》为主，气象资料来
源于气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大事记资料主要以《朔州报》、《朔州日报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朔州五十年》、《朔州统计年鉴》为主整理而成，其余文字资料由市、
县区两级农业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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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境内的峙峪、边耀、鹅毛口等古遗址表明，早在两万八干多年前旧石器时代，就有人
类在此生息繁衍。
春秋以前，这里为少数民族北狄所居，战国时归人赵国版图。
秦时置雁门郡；西汉时置马邑县（今朔城区）、中陵县（今平鲁区）、剧阳（今应县）、阴馆（今朔
城区东南）、汪陶（今山阴县）、埒县（今朔城区南）、楼烦（今朔城区西南）、善无（今右玉县）
，归雁门郡管辖。
西晋时将雁门关以北各县民撤往关南，地归代王拓跋猗卢。
北魏时属畿内地，置桑乾郡、繁峙郡、马邑郡。
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将朔州治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迁到马邑西南；天保八年改马
邑县为招远县，为朔州治。
北周升朔州为总管府。
隋时改为马邑郡，辖鄯阳（今朔城区）、开阳（今朔城区南部）、神武（今山阴、应县境）。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马邑为朔州；天宝八年（公元742年）又改朔州为马邑郡。
明时，朔州隶属大同府，辖马邑县，应州辖山阴县；到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置右玉县、左云县
、平鲁县、宁远厅和朔州及马邑县，怀仁、应州与山阴同隶大同府。
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改州为县，同隶雁门道，后雁门撤道，直隶山西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朔州先隶察哈尔省，1952年划归山西省，属雁北专区。
1989年设朔州市。
朔州境内文物古迹颇多。
有“塞上西湖”美称的神头泉；有宋代杨家将镇守过的“雁门关”和血战抗辽的“金沙滩”；有近千
年历史、世界著名的“应县木塔”、朔城区“崇福寺”；有展现朔州古老文明历史的峙峪旧石器遗址
和马邑城遗址；有汉代戍边将士屯军留下的大型汉墓群；有明代筑的内长城广武段与汉代筑的古长城
平鲁段，有保存完好的辽代建筑旧广武城；有“雁鱼灯”、“三孔布币”等一大批价值连城的国家级
文物。
朔州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整体地表为黄土覆盖的山地高原，历史上植被较丰，但近代以来，破坏
严重，水土流失较大，自然环境较差。
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占到总面积的60％以上。
境内海拔在16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40多座。
主要有位于应县东南部的卧羊场，海拔2334米；位于朔城区和山阴县的洪涛山，主峰海拔1947米；位
于山阴县东南部的翠薇山，主峰馒头山海拔2426米；位于朔城区和平鲁区交界处的黑驼山，主峰海
拔2147.2米；位于朔城区东南30千米处的紫金山，主峰海拔2122米；位于朔城区西25千米的儿女山，主
峰海拔1938米。
河流分布较广，主要河流共29条，基本分属海河流域和黄河流域。
黄河水系分布于境内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主要有7条，流域面积约3500平方千米。
海河流域分布在东部和南部的平原地区，有22条河流，流域面积约7500平方千米。
水源丰富，河流总径流量49679万立方米，其中泉水径流量2.57亿立方米。
地下水资源量多年平均在7.03亿立方米，其中可开采量为4.63亿立方米。
水资源总量为7.9亿立方米，但因分布不平衡，利用率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四分
之一，但高于全省人均水平。
土壤共有7类，包括山地草甸土、灰褐土、栗钙土、草甸土、盐土、沼泽土和风沙土。
22个亚类、101个土属、242个土种。
植被类型多样，主要有森林、草甸、草丛、草原和野生草甸。
以种子植物种类最多，有900多种，由裸子植物、被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类和菌藻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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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朔州农业二十年(1989-2009)》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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