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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华市农业志》，是我市第一本记载全市农业发展轨迹的专业志。
记得三年前，我刚调到金华并受命分管农业时，就曾想能有一本反映金华农业全貌之类的书。
今天，当这本洋洋百万字的《金华市农业志》果真呈现在我眼前时，犹如遇到了一位满腹经纶的长者
，一位资深的农业专家，一位工作中的良师益友。
一卷在手，大有裨益，真乃可喜可贺。
距今11000～9000年前，金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有我们的先民在这里刀耕火种繁衍生息，为金华的农
耕史翻开了弥足珍贵的第一页。
但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农业，其步履却总是那样的沉重和迟缓。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将“三农”工作放在首位，金华农业在不同的阶段实现了自身的积累和
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当历史的车轮辗进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时，亘古未有的新农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专业合作社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婺州大地，千万农民首次享受到征收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
免征的恩惠，公顷产量达12600余千克的“超级稻”欣然开镰，昔日农家的茶叶、香菇、火腿、佛手、
鹅肝、蔬菜源源运出国门。
《金华市农业志》正是在这境内农业的鼎盛时期修编完稿。
她记载了境内农业发展的辉煌篇章，也忠实地录下了那些沉重的片段。
这是对前人的交待，对后人的负责，给世人则有“资政、教化、存史、兴业”之作用。
翻开《金华市农业志》，金华百姓耳熟能详的金华火腿、“两头乌”和奶牛、兰溪杨梅、东阳席草、
义乌糖蔗、永康灰鹅、浦江桃形李、武义茶叶、磐安中药材一一跃然纸上，散发出浓郁的地方色彩，
这是金华人自己的农书。
她囊括了金华的农业环境、农村经济、种植业、畜牧业、花卉、农机具、农村能源、农业机构、农业
政策、农业教育与科研、国际合作等内容；收集了有关农业的节会、农谚、习俗，以及珍贵的文选、
古诗词和饶有趣味的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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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华市农业志》是浙江省金华市第一本记载全市农业发展轨迹的专业志。
上起距今11000-9000年前，下至2005年，时间跨度深远，内容丰厚精彩。
既有境内农业发展的辉煌篇章，也忠实地记录了那些沉重的片段，既有农业专业的记载，又有农业管
理与文化方面的记述，为人们了解地方农业演变历史提供了一本有价值的史料文献。
通览全书，可谓是一部客观地展示金华农业发展历程的史书，一部有较强资料性的工具书，一部具有
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进化农业百科全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质量较高的农业志书。
可供农业部门、农业大专院校师生、农业科研院所及农业经济与农史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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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肥料问题成为改造低产田一个突出的关键问题。
低产田为什么种不起绿肥？
我们进行了土壤化验，发现这些土壤中严重缺磷，酸性很强，因此绿肥生长很差。
一九六二年秋，地委就亲自搞试验，在秋季作物中施用磷肥，效果很好。
当年冬季，就进行多点试验，结果普遍获得成功，历史上不种绿肥的田，都长得很好。
不施磷肥的田鲜草子一亩只收几百斤，而施过磷肥的田鲜草子都在二三千斤以上；随着草子产量的提
高，粮食产量也很快上升。
如金华马海地大队，在水利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产量始终停留在三百斤
左右，一九六二年春，试验以磷增氮，草子获得丰收，当年粮食亩产提高到五百十斤，冬季进一步扩
大绿肥面积，并普遍选用磷肥，一九六三年，粮食亩产达到八百七十三斤，一九六四年，百分之八十
的田种了绿肥，每亩收鲜草子七千多斤，粮食亩产达到一千零四斤。
由于以磷增氮的成功，肥料多了，土壤也改良了，一季稻改成双季稻，高产品种也推广了，粮食产量
大幅度提高，社员口粮增加，养猪也迅速发展。
地委总结了以磷增氮的经验，认为这不但是改造低产田的一个关键措施，而且对高产田也有显著的增
产作用，于是就集中全区各方面的力量，狠抓以磷增氮的措施。
工业部门以试制和生产磷肥为中心，挖掘和利用现有的工业潜力和技术力量，因陋就简，土法上马，
自力更生，三年中办起了六个磷肥厂，今年的生产能力达到十万多吨，商业部门重点抓磷肥的调运和
推销工作。
银行贷款、地方资金也重点使用。
科研部门也到低产田搞磷肥试验。
同时，我们还要求各级领导和各部门都亲自动手搞科学试验。
全区地、县、区、社四级共搞了五百多个试验点，大队、生产队普遍搞了试验田，磷肥厂、供销社等
部门都建立了磷肥试验基地。
从一点到多点，从小面积试验到大面积推广，迅速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以磷增氮的群众运动。
绿肥面积从原来六十多万亩增加到一百九十八万亩，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低产田都种上了绿肥。
由于突破了这个关键，打破了生产上停顿不前的局面，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找到了多快好省改造低产田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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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金华自三国吴宝鼎元年（226）开埠设郡以来的1700多年间，未见有关农业的专志问世，金华农业发展
轨迹几近湮没于历史尘埃。
20世纪80年代，适逢盛世，境内第一轮修撰地方志工作蓬勃开展，修专业志书者日多。
其时，一些多年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心仪于此，建议亦能编一部农业志，终因力所不逮，未有成议。
2003年春，中央决定在全国启动第二轮地方志的修编。
3月初，金华市地方志办公室王林主任有意推动《金华市农业志》的编纂，遂向时任金华市副市长的
程子林送达要求编纂《金华市农业志》的请示。
3月25日，程副市长作出同意编纂的批示。
其时，市农业局傅利常局长即欣然赞成，共襄盛举。
尔后，程副市长又相继为修编农业志中具体事项分别作出两次批示，力促其成。
是年10月，组成以程副市长为名誉主任、傅利常为主任的《金华市农业志》编纂委员会，并物色几位
热心而较能信任者，组成编辑班子，交我主其事，着手编纂的具体筹备。
2004年3月，编纂工作伊始，即派出两位编辑人员赴业已成书出版《农业志》的杭州及湖州两地农业部
门学习、取经，继而借鉴《绍兴市志·农业篇·经济特产章》作为解剖之篇，详细研判其框架结构、
行文要素及纵横关系，对金华的农业志进行整体构思和篇目设计。
经四次讨论修改，费时二月，形成《金华市农业志编纂方案》和《金华市农业志篇目设计意见》。
5月，举行由各篇章初稿提供人和各县（市、区）农业志编纂工作联络员参加的两次业务培训。
12月，召开全市第一次农业志修编工作会议，明确各篇章编写内容，下发给相关单位和各县（市、区
）任务交办单。
至此，《金华市农业志》编纂工作全面展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华市农业志>>

编辑推荐

《金华市农业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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