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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经五寒暑，《鄱阳县志》重修告竣，今修成面世，这是鄱阳县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史上的一大成
就，更是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大喜事，值得庆贺。
　　鄱阳史称番邑，是江西省最早的县邑之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一统天下，立郡县，鄱阳正式立为“番”县，至2008年有2228年的历史。
2000多年来，鄱阳多次修志，保存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后世编修志书提供丰富、详实的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编修《波阳县志》，得到社会各界的好
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鄱阳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这为盛世修志提
供丰富的历史资料，并创造良好的现实条件。
本着存真求实、详今明古的原则，重修《鄱阳县志》较好地做到资料详实、内容充实、表述严实、文
风朴实，是一部成功的志书。
它较为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县情、民情，真实地反映鄱阳历史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客观地记叙
近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堪称“一县之全史”、“古今之总揽”。
　　志属信史。
梁启超曰：“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为信史，应是地方信息库，是鄱阳县2000多年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居民生活的总结，是全县
人民的历史丰碑。
我们总结历史的成功经验与教训，目的是为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鄱阳县志》将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成为鄱阳县一部历史教科书。
　　“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治郡国者当以志为鉴。
为政者若不以史为鉴，不以志谋其策，难取善策，非为贤吏。
”冀望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认真研读《鄱阳县志》，以志为鉴，从县情出发，顺应民意，感
应民心，响应民声，策应民生。
　　我们坚信，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鄱阳人民，在中共鄱阳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中国湖城
·鄱阳的伟大进程中，一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谱写更华美的篇章。
　　谨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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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鄱阳史称番邑，是江西省最早的县邑之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一统天下，立郡县，鄱阳正式立为“番”县，至2008年有2228年的历史。
2000多年来，鄱阳多次修志，保存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后世编修志书提供丰富、详实的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编修《波阳县志》，得到社会各界的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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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63年4月，县植保站成立。
1968年10月，县农业局、水产局合并成立农业服务站革命委员会，各业务站均被撤销，种子站（含种
子公司）划归粮食局购销股（农产品公司）。
农业服务站办事组、农技组成立。
　　1971年，县植保站成立。
1972年5月，县种子站恢复。
1973年，将植保站分为水稻、棉花2个测报站，局内机构调整为办公室和农技站（含植保站）、种子站
、畜牧兽医站、经营管理站、湖管站。
同年3月，县种子公司成立，与种子站合署办公，单独核算。
　　1980年10月，县能源办公室成立。
1983年，县水稻、棉花测报站被撤销，县植保植检站成立。
1984年6月机构改革，农牧局内机构设置为：行政办公室、农技站、种子站（含种子公司）、畜牧兽医
站、植保植检站、经营管理站、农机管理站、能源办公室、生产办公室、政工股、农工商服务公司，
外设11个区级农技综合服务站。
1985年6月，县土肥工作站成立（1987年县土管办升格局级，土肥站人员、房产、设备一同转出）。
1986年，县优质大米生产基地办公室成立。
1988年，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更名粮油经作站。
1988年9月，县土肥工作站恢复成立。
　　1990年10月，县农技推广中心成立。
1991年，区站被撤销，田畈街、高家岭、古县渡3个中心农技推广站成立（1993年分别更名鄱北片、鄱
中片、鄱南片农技推广站）。
1992年4月，县科教股成立。
　　2003年5月，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成立。
随着农业不断发展，局内机构设置不断细化，人员有所增加，科技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2005年，全局在职干部、职工196人，其中科技人员（含技工）117人。
　　农科所　　民国30年（1941）5月，农技推广所成立，全所作物面积9.7 公顷。
1958年10月，在高家岭五十里岗成立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1960年3月，迁往滨田村与滨田综合垦殖场合并。
1962年，农科所与滨田垦殖场分开，设在滨田石门楼村。
1963年3月，农科所被撤销。
1970年2月，在红卫农场组建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12月，迁往田畈街高峰养猪场。
1973年1月2日，迁回滨田。
　　第三节乡镇农技队伍建设　　1954年，农林水利科配备农牧技术人员32人在农村设立农业技术推
广站4个、中心站1个。
1955年增加农技干部11人，增设农技推广站2个。
1956年，全县配备70名农牧人员在全县设立10个区农技推广站。
1959年3月，根据县委、县人委的决定，全县16个公社、9个农场、垦殖场都分别建立农技推广站，309
个大队（分场）都建立农技推广小组，每个生产队都配备农民技术员；11-12月，各公社（场）建立畜
牧兽医站。
　　1960年2月，县委、县人委指示各人民公社（场）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和良种繁殖基地，配备专职
人员。
　　1971年，全县27个公社（场）均建立起农科所，并配备“三员”。
1974年，建设四级农科网，县设农科所、公社设农科所（站）、大队设农科大队、生产队设农科组。
1977年11月，为充分发挥四级农科组织的作用，县委作出《关于办好四级农科网的决定》，重点抓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鄱阳县志（上下册）>>

基层农科组织建设，充实调整“三员”队伍。
　　1990年6月，县政府行文各乡镇（场）决定充分发挥乡镇级农技推广组织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起承上
启下的纽带作用，要求乡镇建立和健全农技推广综合服务站，开展综合服务，畜牧兽医站、农机站要
继续建设好、整顿好、加强管理，不断发挥职能作用。
1996年，进一步巩固加强以县站为中心，以乡镇站为依托，以村组服务网络为基础，以科学示范户、
专业村、专业户为重点的“四级科技推广网络”。
在此同时，广泛开展技术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2005年，全县农技、农机、农经、畜牧兽医4站在岗人员411人。
其中：聘用干部158人、大中专毕业生243人、职工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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