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1 年，四川合江举人张森楷在

当地创办蚕桑公社，招生学艺，经清学

部批准为“民立实业学堂”，是四川第

一所私人创办的农业学堂。1904 年，

川督锡良在成都创办农政学堂于外东

北塔寺，次年在后宰门宝川局创办通

省中等农业学堂。在锡良的督促下，各

府、州、县相继开办各种农业学堂。到

1911 年，四川共建立蚕桑公社19 处，

蚕桑传习所130 处、学生4 200 余人，

公、私立中、初等农业学堂38 所，成为

清末实业教育发展较快的省区之一。

1912 年，成立四川公立高等农业学

堂，是继京师大学堂农科学堂和山西、

河北、山东高等农业学堂之后，我国出

现的第五所高等农业学堂。

辛亥革命后，四川长期处于战乱

之中，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农业教育

处于萎缩之势。四川高等农业学堂体

制、名称几经变化。至1935 年改组为

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时，仅有农林一

个系，师生不足百人。盛兴一时的蚕桑

公社、蚕桑传习所，逐步停办或转变为

多科性的农业学校，数量显著下降。

1912 年 有38 所 (中级3 所、初级35

所)，至1935 年只有高级农职校1 所，

初级农职校12 所，且规模很小，设备

简陋，每个学校每届招生不过1～2 个

班，毕业生不过10～20 人。

1935 年川政统一至1945 年抗日

战争胜利，是四川农业教育发展的鼎

盛时期。1937 年11 月，国民政府迁川，

有5 所高等农科院校迁川办学，并在

省内新建了一批农科高等院校。四川

大学农学院发展迅速，至1945 年，成

为拥有7 个系、一大批知名教授的国

内有数的农学院，中、初等农业职业学

校发展到36 所 (高级16 所、初 级20



所)，在校学生3 050 人。学校数和学

生人数，均居当时全国之冠。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发动内

战，经济陷于崩溃，公、私学校经费困

难，除四川大学农学院尚能维持办学

外，其余的逐步缩减规模或停止招生，

中、初等农业学校至1949 年减少为29

所。

建国后，接收了包括西康省在内

的10 所高等农科院校和29 所中、初等

农职校。1950～1958 年，按照教育为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

方针，专业化为国家培养技术干部的

要求，调整为独立建制的西南农学院、

四川农学院，29 所农业学校调整为9

所农业技术学校，并按前苏联农业教

育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教学改革。

1959～1977 年，按照中央制定的

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对农业教育全

面进行了改革，直接招收有劳动实践

经验的工人、农民入学，为人民公社培

养技术人员。办学规模一度激剧膨胀。

“文革”中，农业院、校被迫停办或撤

消，停止招生达8年之久。1974 年后逐

步恢复，规模起伏不定，教学秩序混

乱。

1978～1985 年，经过恢复整顿，

按照新时期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开展多层次、多

规格、高质量的办学。高等农科院校增

至5 所，加强了教育、科研、推广的结

合，培养高规格的科技人才。中等农校

发展到32 所，推广毕业生“不包分配”

的制度，并建立了新型中等专业的农

业广播电视学校。高、中等农业学校的

招生和毕业生数量，是建国以来最多

的年代。

建国以来，职工技术教育和农民

业余教育也有长足的发展，逐步形成

了一个高、中、初配套，长、短期结合的

农业成人教育体系。



第一节 体制及规模

一、清末及民国初期的高等农业

学校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开

办了一些实用性质的学堂。甲午战争

后，光绪帝接受变法维新主张，于1898

年下诏变法，改革教育，令各省兴农

学，翻译西洋农学书籍。1905 年，京师

大学堂设立农科学堂，诞生了我国第

一所农业高等学堂。

1904 年，四川总督锡良设农政学

堂。1905 年，建立通省中等农业学堂。

先后开办了农、林、蚕等科。1912 年，

四川军政府将农政学堂和通省农业学

堂改为四川公立高等农业学堂，是四

川第一所高等农业学堂。设农业、边

殖、林科和蚕桑科。

1914 年，四川高等农业学堂更名

为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设农、林、

蚕科和边殖科(培养垦殖人员)、甲边

科(培养甲种农校教师)，招收中等学

校毕业生，学制均为3 年。

1927 年8 月，四川省长公署核准

将四川政法、外国语、国学、工业、农业

等5 所专门学校合并，组建为公立四

川大学，农业专门学校成为四川大学

农学院，改农、蚕科为农艺系，改林科

为森林系。在校学生约200 人，开始招

收女学生。

1931 年6月，国立成都大学、国立

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成

立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划出，独立建

院。四川省立农学院于当年成立。省

立农学院设林学系、农学系(含农经、

农化、畜牧组)，按照全国农业推广条

例，设农业推广处，但由于经费困难，

社会动荡，学生逐年减少，至1933 年

全院师生不足100人。1935 年，将农学

系、林学系合并为农林系。



1916～1918 年四川省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情况统计表

1933 年8 月，川东师范学校附属

的乡村师范专修科，与国民革命军第

二十一军所设的中心农事试验场合

并，成立四川乡村建设育才学院(后改

教育学院)，培养乡村教育师资和农业

技术人才，设乡村社会系和农事系。

1934 年，附设农业技术人员训练学

校，培训县农业指导员、农场技术人员

以及农业调查员。

1933 年，省立重庆大学设立农学

院，设农艺、农化两系。

二、抗日战争前后的高等农业学

校

1935 年，川政统一。是年7月，省

政府将四川省立农学院和重庆大学农

学院并入国立四川大学，成立国立四

川大学农学院。当年将农林系分设为

农学、森林两系。1936 年6 月增设园

艺、植物病虫害系，1939 年2月增设蚕

业系，1943 年9 月增设农业经济系，

1944 年8 月增设农业化学系，1948 年

4月增设畜牧兽医系。成为当时国内

科系最完整的农学院之一。农学院拥

有一大批知名教授，如杨允奎、余跃

彤、程复新、杨开渠、李驹、董时进、侯

光炯、彭家元、刘运筹、任乃强、杨志

农、何文俊、陈之长等。教学科研工作

甚为活跃。由于科系增多，学生人数逐

年上升。1946 年在校学生达916 人。抗

日战争结束后，学生人数下降，1949

年在校学生为640 人。

1936 年8 月，四川省政府将四川

乡村建设育才学院改为四川省立教育

学院，设乡村教育系、农事教育系。农

事教育系分设农艺、畜牧两组，后又增

加园艺、农产制造，培养中、初等农业

学校专业课教师。并增聘一些知名教

授到校上课，如杨开渠、陈让卿、王翊

金、马寿徵、金善宝等。加强了农场建

设，引进作物和禽畜新品种，进行繁殖

推广，最早引进甘蓝(莲花自)在四川



推广。1940 年农事教育系停办，增设

了农艺、农产制造两系，1947 年又增

设了园艺系。农科三系成立后，办学规

模逐步扩大，招生逐年增加，1949 年

在校学生达238 人。至1950 年，共毕业

13 届，毕业生292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高等院校

内迁，当时迁四川的农科院校有：

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原在南京，

1937 年11 月迁成都华西坝，设农业教

育、农业经济、农艺、森林、园艺、植物

病理、蚕业、农林生物等八个系和农业

经济、植物病理两个研究部。附农业专

修科。是当时抗日后方科系最完整、规

模最大、师资力量最强的农学院。1946

年迁返南京。在川办学8 年，共毕业硕

士17 人，本、专科生417 人。

私立复旦大学农学院。复旦大学

原在上海，1937 年迁重庆北碚东阳

镇，1941 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1940

年设农学院，设农艺园艺、茶叶三系和

垦殖、茶叶专修科。1946 年迁返上海，

在川办学期间，毕业农科学生(本、专

科)200 人。

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原在南京，

1937 年迁重庆沙坪坝。设畜牧兽医、

农艺、园艺、农化、水利、农业经济等系

和畜牧兽医专修科。1946 年迁返南

京，在川办学期间，农科毕业约250

人。

国立边疆学校(蒙藏学校)畜牧专

修科，原在南京，1938 年迁重庆南温

泉。畜牧专修科与中央大学畜牧兽医

系合并上课。1946 年迁返南京。在川

办学期间，毕业1 届，共20 人。

私立铭贤学院，原在山西太谷县，

1939 年由陕西再迁四川金堂。设畜

牧、农艺、农经系，抗日战争结束后，山

西已成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战场，学

院留四川办学。1950 年迁返山西。在

川办学期间，农科毕业生约150 人。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新建了一批

高等院校，农科方面有：

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农艺系。华西

协合大学建校时，设理学院生物系，开

始引进一些国外的农艺、生物技术，供

学生选课和实习之用。1936 年开办农

业讲习班，培养中级农业技术人才，

1941 年建立农业专修科(1948 年停

办)，设农艺、园艺、畜牧三组。1945

年，理学院建立农艺系，设作物、畜牧、

园艺、农经四组。抗战胜利后，农艺系

办学逐步紧缩，至1949 年全系共有学

生58 人。1950 年并入西南农学院。华

西大学农业科系办学期间，共毕业学

生278 人 (专修科213 人，农艺系65

人)。

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1939 年

8 月成立，校址西康省西昌。设三年制

农林、畜牧科，招收高中毕业生。五年

制农林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农林科设

农 垦、森林两组 (1945 年增设园艺

组)，畜牧科分畜牧兽医、蚕丝两组。

1952 年院系调整中，专科部分分别调



入四川大学农学院、西南农学院。中技

部分留原地改建为西昌中等农业学

校。

国立乐山技艺专科学校。1939 年

1 月成立，设农产制造、蚕丝科，三年

制，招收高中毕业学生。1949 年为川

南行署接管，院系调整中，农产制造

科、蚕丝科先后于1951 年和1952 年调

整到西南农学院。从1939 年到1952

年，毕业12 届，其中农产制造科毕业

211，蚕丝科毕业184 人。

私立中国乡村 建设育才学院。

1940 年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建校，设农

业、水利专修科(二年制)。1945 年改

名为乡村建设学院，扩科为系，增设了

教育系和社会系。该校配合平民教育

会在璧山设立巴县实验区，进行乡村

改革的实验，后扩大到10 县1 局，改为

华西实验区。1949 年底，由重庆市军

管会接管，改组为川东教育学院。院系

调整中，分别调整到西南师范学院和

四川大学农学院。办学期间共毕业农

科学生148 人(水利系(科)68 人，农业

系(科)80 人)。

私立川康农工学院。1944 年在成

都建立(贵州馆街)，设农林、化学、工

商管理系。1946 年更名为成都理学

院。后并入四川大学。农林系毕业学

生约40 人。

私立储才农业专科学校。1944 年

在重庆成立，设农艺、园艺、农经三科，

二年制。1948 年改名为私立汉华农业

专业学校。1949 年停办。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学校于

1946 年前后，陆续迁返原地，一些地

方团体和有关人士，利用迁出学校遗

留的办学条件，新建了一批私立院校，

其中设置农业科系的有：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1945 年5 月，

四川三台县参议会利用即将迁返沈阳

的东北大学校址，发起筹建私立川北

农工学院，得到川北地区各县的支持，

1946 年9月正式成立，开学招生。农科

设农学系、农经系。1949 年增设农田

水利系。同年改名为私立川北大学。

1950 年1月，由川北行署接收，由三台

迁南充，继续招生。1952 年院系调整

时，农业科系调整到四川大学农学院

和西南农学院。办学期间，农业科、系

毕业两届，共250 人。

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国立复旦大

学迁返上海后，复旦校友会及四川有

关人士共同筹建，设农艺系，1946 年

开始招生。1950 年设农业专科，1950

年9 月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接收，农科

系学生转入西南农学院。

私立敦义工农学院。1949 年在重

庆成立，设农艺、园艺(茶叶)科。1951

年并入西南贸易专科学校，1952 年调

整入西南农学院。

三、建国后的高等农业学校

1949 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



部配合农林部接管了国民政府遗留下

来的10 所公私立高等农业(科)院校。

由教育部统一领导，西南文教部具体

管理高等教育工作。对接管的学校派

出军事代表，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任

命学校负责人，保护学校，稳定秩序，

组织复课，进行初步整顿。并于1950

年8月下达了1950 年招生计划。

1949 年四川接收的农科高等学校(系)情况表

1950 年11 月，西南文教部、农林

部报请中央教育部批准，将四川省立

教育学院农艺、农产制造、园艺系，私

立相辉学院农艺系、农业专科，私立华

西协合大学农艺系合并组建西南农学

院。设农艺、园艺、农产制造、森林、畜

牧兽医系，学生536 人。1952 年7 月，

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学院院长会

议，确定了各大区农业院校调整的方

案。按前苏联模式，将综合大学农学院

改建为独立的单科学院，调整科系设

置。西南地区设立西南农学院，面向大

区；云、贵、川各保留1 所农学院，设

农、林、牧三系。1952 年，四川10 所公

私立农业院校，除私立铭贤学院于

1950 年迁回山西外，其余全部农业科

系分别调整到四川农学院、西南农学

院。调整于当年全部结束。四川大学



农学院设农学、畜牧、森林三系，西南

农学院设农学、园艺、土壤农化、植物
保护、蚕桑、农业经济六系

1952 年四川农科院校调整情况表



1955 年，四川大学农学院迁至雅

安。1956 年9 月5 日正式建立四川农

学院。

1957 年8 月，国务院决定高等农

业院校由高等教育部转给农业部领

导，各省高等农业院校由省人民委员

会与农业部双重领导。1958 年，全国

高等农学院院长会议制订了《高等农

业教育发展纲要》，提出1958～ 1962

年要为每县培养30～50 名农科大学

生。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扩大了办

学规模，增设系(科)，西南农学院由9

个专业增加到18 个专业，四川农学院

由5 个专业增加到15 个专业。

1958～1961 年四川省成立的有农科的专科学校情况表

1958 年在“教育也要大跃进”的
指导思想下，各地都办起了一批“农科

大学”，自行招生上课。这些“农科大

学”条件很差，学制混乱，时办时停。出

现了发展失控的局面。1959 年5月，省

人民委员会为此制订了《四川省全日

制高等学校统一管理的暂行规定》，对

此进行了清理，核定了一批条件较好



的高等学校，承认为全日制专科学校。

其中设有农业科、系的11 所。对这些

学校的学制、招生、毕业生分配，进行

统一管理，并承认其专科学历。其余的

视为“红专学校”或“业余学校”，进行

非学历教育。经过初步整顿，高等学校

设置混乱的局面，得到初步控制。

1960 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相应的对发展

过热的农业教育进行了调整。1961 年

7月，省人民委员会决定，西南农学院

由18 个专业压缩到10 个专业，四川农

学院由15 个专业压缩到5 个专业，基

本回复到1957 年的规模。1958 年新建

的11 所地区专科学校，全部撤销，在

校学生全部压缩回原地。经过调整，农

业高等院校到1962 年底，已基本恢复

正常秩序，教学、科研工作有了新的起

色。1963 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

管理的决定》，规定高等学校由中央统

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

理，适当集中权力，纠正了过于分散管

理的弊端。为了便于培养人才的工作，

与生产科技管理密切配合起来，同年8

月26 日由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西南农

学院、四川农学院具体行政业务工作

由农业厅主管的报告》，农业部门参与

农业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

1966 年“文革”开始，学校工作完

全瘫痪。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

出了《高等学校调整管理体制和专业

设置的意见》，撤销四川农学院，将西

南农学院农业机械系与北京农机学院

(1969 年由北京迁重庆北碚西南农学

院内)合并，成立四川农机学院。当时

省内对如何处置两个农学院的问题，

意见分歧。紧接着林彪叛逃事件发生，

两个农学院未能撤迁，得以在原地保

存下来。1974 年6月，国务院科教组批

准恢复四川农学院、西南农学院，同年

恢复了停顿8 年的招生办学工作。

1976 年，省革委批准成立绵阳、南充、

万县地区农学院和西昌地区五·七大

学，推行三年制“社来社去”(直接从人

民公社招收学生，毕业回原地工作)的

教育制度。

1977 年，恢复统一招生制度，停

止了“社来社去”招生。恢复本科四年

制。重新制定了教学计划和大纲。1978

年1 月起，四川农业高等院校的行政

业务工作，由四川省农业局改为四川

省高等教育局直接管理。

1978 年，国务院批准新建四川畜

牧兽医学院(由荣昌畜牧医学校改

建)、西昌农业专科学校(由西昌地区

五·七大学改建)、绵阳专科学校(由

绵阳地区农学院改建)。同年省革委决

定，万县农学院、南充农学院停止招收

高等专业新生，恢复原中专学制。

1979 年，中央重申，高等院校由

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

两级管理的制度。同年11 月，西南农

学院移交农业部，由部、省共同领导。



并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农业院

校。移交时西南农学院有7 个系、10 个

专业、职工1 310 人、本科生2 031 人、

研究生10 人。

1978 年以来，四川省高等农业院

校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

乱反正，进行了教学的整顿工作，稳定

地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科学研究和技

术转化工作，扩大对外交流，培养多规

格人才，并适当发展办学规模。1985

年，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均更名为

农业大学，发展为多科性的农业高等

学校。其他各农科院校也有较大的提

高，使四川省的高等农业教育的布局

和办学层次逐渐趋于合理。

第二节 培养目标及教学

一、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教学工作

1905 年成立的四川农政学堂，

1906 年成立的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和

1912 年成立的四川农业专门学堂，规

定培养目标均为教授高等(中等)农业

技术，养成专门人才，强调实习课，必

须设立试验场。这时期的农业学堂，多

采用外国教材，教师多为外国留学生，

并直接聘用外籍教习。1913 年，北洋

政府公布的《学校系统令》明确规定，

高等学校以教授高深农业理论、技能，

培养高级农业技能人才为宗旨，科系

设置、教学内容仿效欧美，逐步趋于统
一。

二、抗日战争前后的教学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迫于对

农产品的需求，强调农业教育和农业

生产的结合，在教学组织上，实行教

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体制，高等农

业院校必须建立试验农场、推广部、实

验区等机构，推广应用技术，开办了专

修科及短训班以培养应用人才。

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仁寿、新都、江

津、简阳县开办农民学校和实验场

(点)、培育出小麦良种金大2905，在四

川推广了一定面积，并最早引进蕃茄

在四川推广。

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与

四川家畜保育所、血清厂合作，推广畜

禽良种和家畜保育技术，培养一大批

兽医专业人员，有力的推动了四川畜

牧兽医事业的发展。

铭贤学院与农林部、四川财政厅

合作，在金堂县建立粮、棉栽培试验基

地和家禽场，进行果树、烟草、蔬菜选

育、栽培试验和良种乳牛、羊、猪的繁

殖。在姚家渡设立了乡村社会服务处，

对农民进行技术、卫生、文化服务，引

进玉米良种金皇后在四川推广。



四川大学农学院与农林部、四川

农改所合作，从事水稻、柑桔、蔬菜研

究，培育出川大洋光等15 个水稻品

种。于1936 年从美国引进夏橙、脐橙、

血橙，经驯化后在四川推广。开展了大

量的农村经济和社会调查，发表了多

种专业报告。在成都、金堂、简阳等地

举办农民培训班，推广农业技术。农学

院教授杨开渠、杨允奎两先生对四川

水稻、玉米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奠基工

作。

三、建国后的教学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农业大学以

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培养

国营农场、合作经营农场的高等农林

技术干部、农业科学研究人才、县以上

农业技术行政干部。各级学校在教学

上要清除封建、买办的内容，对师生进

行革命思想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1950 年，四川农业院校取消了建

国前设置的三民主义、党义等课程，开

设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政

治经济学课程。1951 年，开始拟定各

项专业计划，取消学分制，实行学时

制，将苏联各专业4 或4．5 年的教学内

容，压缩为4 年完成。1954 年第二次全

国高等农林教育会议，要求进一步贯

彻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

原则，制定了19 种专业的统一教学计

划，注意了减轻学生负担的问题。1974

年，教育部制定了农林院校的47 门课

程的教学大纲，农林院校的教学开始

逐步进入规范化，教学质量有较大的

提高。

1954 年前，农林院校的教材，多

为旧教材，有的为教师自编，教学内容

很不统一。到1956 年，农业课程基本

上都有了统一编写的教材。但是教材

脱离实际的问题，甚为突出。教材引进

苏联生物科学，全面接受其理论，学院

教师组成米丘林学习小组，制定学习

计划，作为进修任务。在学习过程中，

对其他学派的学术观点，一律加以限

制和批判，窒息了学术空气，一定程度

上妨碍了农业生物科学的发展。

1956 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初步纠正了学术上“一边

倒”的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对教学内

容、方法进行了改革，加强了实验实

习，增强学生实践技能和独立工作能

力，注意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教学质量有显著的提高。

1958 年8 月，国务院作出了下放

农业高等教育管理权力的决定。还发

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农、林大专学

校教育的指示》。农业教育被推上改革

的第一线。

1958 年，四川两个农学院的师

生，除老弱之外，全部下放农村，以参

加劳动、改造思想为主要任务，教学工

作以生产任务为主，干啥学啥。教学以



土专家为主，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部

分教学。下放于1959 年6月前后结束。

根据当时记载，1958 年上半年学生劳

动平均每人69．5 天，学习67 天；下半

年平均劳动153 天，完全未上课。1959

年上半年也基本没有上课，6 月返校

后，集中进行补课，但也只完成当年应

上课时数的31 % 。1959 年在教学改革

中贯彻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程度，

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要求。

把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基础课融为一

体，把教学、科研、生产混在一起，建成

“一切为了高产”的课程体系，再次重

复以学生为主编写教材的作法。教材

中反映“大跃进”的材料占80 % ，严重

降低了大学教材的科学水平。

1961 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学院压缩过

大的办学规模，调整科系，基本上恢复

1957 年规模。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

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注意劳逸结

合，发挥教师在教学上的主导作用，加

强了教材的建设，对在1958 年以来

“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斗

争中受到批判的教师和干部恢复名

誉，赔情道歉。减少教师、学生的课时

负担，保证教师每周有5 天时间用于

教学、科研和进修，学生每周有5 天半

时间用于学习。并对教师进行职务提

升和安排进修。经过这些调整，农业院

校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教学科研工

作有了新的起色。

1964 年2 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

春节座谈会讲话，再次提出教育改革

的要求。农业教育首先全面进行“半农

半读”的改革。9月，农业部、教育部党

组决定改西南农学院为培养半农半读

专业课师资的学校。省人民委员会决

定，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从1965

级开始，1968 年全校完成“半农半读”

的教育制度改革，1965 年一年级“半

农半读”的课程门类和教学时数削减

1／3，必修课由30 门减为20 门，总学时

由2 800 减为1 900 学时，学习与劳动

比例为1∶1。建立以劳动为主结合教

学的体系。为了支持学校开展勤工俭

学活动，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合川县

农场1 900 亩耕地，全部划交西南农

学院作为学生劳动实习之用。1964 年

1 月，农学院按照教育部的布署，全院

师生分三批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每期半年。原有教学计划再次被打

乱。

1966 年“文革”开始，农学院当年

停止招生。学校工作停顿，一大批教师

和干部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残酷的

斗争和打击。1967 年8月，工人宣传队

进驻学校，将学生和教师编成连队，下

放到边远山区、农场，进行“教学实践”

和“教学改革”。1969 年学生毕业离

校，学校工作完全停顿。

1974 年，四川农学院、西南农学

院正式恢复。1975 年学习朝阳农学院



“教育革命经验”，举办“社来社去”班，

培养农业学大寨的骨干。教学上采取

结合生产，分散教学，几上几下(农忙

回家实践，农闲回校上课，每期往返2

～3 次)。
“文革”10 年，农学院停止招生达

8 年之久，农学院的一大批领导干部

和教师成为革命的对象，遭受摧残和

迫害。两个农学院在运动中被“立案审

查”和揪斗的干部、教师共337 人，占

当时教职员总数的2．97 % ，四川农学

院土壤学家、著名教授彭家元、院党委

副书记叶萍；西南农学院副院长、著名

植保专家何文俊，知名的水稻遗传育

种家、教授管相桓等人被迫害致死。学

院在停课中，房屋被占，仪器损失40 %

以上(西农为75 % 以上)，图书损失

30 % 以上，教具损失半数以上。给复校

招生造成极为严重的困难。

1977 年底，农业高校恢复统一招

生。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调整科系和

专业。西南农学院为10 个系13 个专

业，四川农学院为8 个系11 个专业。狠

抓了教材建设。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从1978 年恢复招收学位研究

生。按照多层次培养人才的要求，同时

开办了函授、专科、短训等成人教育。

1978 年以来，学校兴建一批校

舍、试验室、研究所，加强了图书馆和

农场建设，补充和更新了图书、仪器，

教学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基本上

能满足教学需要。根据改革开放的要

求，1978 年以来，西南农学院陆续派

出了85 名教师到英美等11 个国家讲

学或进修，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19

人；四川农学院派出84 名教师到国外

讲课或进修，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27

名。两校邀请外国专家到校讲课50 多

人次。西南农学院与美、英、日、法等4

个国家的6 所农科大学(学院)，四川

农学院与美国3 所学院签订协议，建

立了长期合作的校际关系。

建国初期，农业院校对当时农业

生产的科学技术问题，触及不多。1956

年在制定全国农林十年科学发展规划

中，确定农业高等院校是一支重要的

科研力量。农业高等院校承担了部分

紧密联系生产和农业建设的课题，农

业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始出现

了新的面貌。在1958 年“大跃进”中，

科学研究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在校

内开展技术革新，动员全校师生职工

参加。有些课题严重脱离实际，夸大了

取得的成就。1978 年以后，高等农业

院校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新发展

阶段，逐步形成了教学、科研、推广结

合的新体制。加强了校内的研究所、室

的建设，建立校外试验基地，加速了成

果的推广应用，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受

到各级政府的奖励。





第三节 招生及毕业生

1949 年底，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

统一领导下，即时组织高等农业院校

(系)复课。1950 年8月，下达了当年招

生计划，10 年学校计划招生1 180 人，

后因华西协合大学农学系、铭贤学院、

敦义农工学院等校调整和迁校等原

因，实际招生940 人。

1950 年，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

《西南区大、中学校人民助学金暂行条

例》，农科大专学校学生享受人民助学

金，使农科院校入学的工农兵子弟的

学习和生活得到保障，工农成份学生

的比例逐年增加。

1953 年，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

个五年计划，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很快，

农业院校招生逐年增加，各地开办大

量的工农速成中学，培养工人、农民升

入高等学校。动员农业在职干部和应

届农业中专毕业生报考农科院校。

1950～1957 年，高等农科院校共

招生4 641 人，毕业学生2 541 人。从

1950 年起，由国家统一分 配工作，

1953 年前以地方(大区)分配为主，中

央调剂。按照集中使用，重点分配的原

则，四川分配名额，除留助教外，主要

分配各中等专业学校和省级农业科研

单位。1954 年以后，高等院校毕业生

改为全国统筹分配，农科毕业生由教

育部、农林部直接下达计划。四川两个

农学院的毕业生约25 % 分配到中央直

属单位和云、贵、西藏、新疆等省，75 %

左右留四川、西康，主要分配到中等专

业学校、农业科研单位和省属企业单

位。

1958 年3 月，全国高等农业院校

会议制定了农业教育1958～1962 年

发展规划，提出5 年要为每个县培养

30～50 名大学生的目标。1958 年，四

川新建立农科的专科学校11 所，连同

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共有13 所

农科院校。招生实行内招、外招两种办

法。内招计划由省经济委员会管理，采

取自愿报名，公社推荐，学校考试录

取，招收有两年以上劳动实践经验，年

龄25 岁以下，相当高中文化程度的贫

下中农社员和社队干部，实行半农半

读，勤工俭学。外招计划由省计划委员

会管理，按照全国统一招生的要求，参

加统一招生考试，择优录取。

1958～1961 年，全省13 所农科院

校共招生7 504 名，其 中内招1 152

名、外招6 352 名。毕业学生3 575 名，

其中内招927 名、外招2 648 名。1959

～ 1961 年，四 川农 业大幅度 减产。

1960～1961 年，农科院校毕业生的分

配，出现了严重困难。不得不采取下列

办法：内招毕业生927 人(均系专科毕

业生)全部回原社队参加劳动生产。统



一招收的外招学生2 648 人，作为储

备分配到基层单位(县)参加劳动锻

炼，或分配到其他部门。1962 年经济

形势开始好转，当年按照中央“学用一

致，加强基层，保留人才”的精神，首先

对农、林专业的毕业生进行了清理归

队工作。收回安置了一部分高等农科

毕业生。

1962 年调整教育事业，对1958 年

后新建的11 所农科专科学校全部停

办，在校学生1 152 人，全部动员回农

村。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压缩规

模，减少招生，由前一年的706 人，减

为467 人，停止半农半读。1964 年农业

院校进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

度的试点，1965 年两所农学院从一年

级学生起又恢复半农半读制度，这项

工作至1966 年“文革”开始而中断。

1962～1965 年，四川高等农科院

校共招生2 961 人。共毕业学生4 217

人，全部分配到省内专区、县的农业基

层单位工作。1966 年停止招生，1974

年恢复。取消入学统一考试，采取推荐

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对象为人

民公社社员、工人、下乡知识青年，具

有两年以上劳动实践经验，年龄25 岁

以下，相当高中文化程度，不招收应届

毕业生。因为取消了考试办法，不但学

生的文化质量得不到保证，也使推荐

环节的竞争甚为激烈，“走后门”等不

正之风颇盛。

1966～1976 年，全省高等农科院

校共招生4 032 人，毕业生5 131 人。

1965 年前入学的毕业生2 938 人，按

正常分配办法，全部分配为国家技术

干部。

1974 ～ 1976 年入 学的 工人、社

员、知识青年(简称“工农兵学员”)4

032 人，按三种不同的办法分配：1．社

来社去。由公社推荐入学的，毕业后回

原地；2．厂来厂去。由工厂(单位)推

荐入学的，毕业后回原单位；3．哪来

哪去。家住农村的回乡知识青年，毕业

后仍回农村安排，家住城镇的下乡知

识青年(招生时控制25 % 左右)，毕业

后由省分配到当地(下放劳动时所在

地)作安排。

1983 年10 月，根据中央教育部的

通知，将1974～1976 年入学，1976～

1978 年毕业，在校学习两年，当时没

有分配工作的农科社来社去毕业学

生，通过甄别考试的办法，择优分配

1 578名到基层农业部门工作。

1977 年恢复国家统一招生制度，

对农科院校招生，作了特殊规定，一是

结合分配去向，定点(县)招生，定向分

配，重点招收农村、山区、牧区学生和

农牧职工子女，必要时可降低分数线。

毕业后分配回原地区工作。二是充分

照顾学生自愿，按第一志愿投档，避免

自愿学农的高分数考生不能录取到农

业院校的弊端。

1977～1985 年，四川5 所农科院

校共招生16 587 人，平均每年招生1



843 人。毕业12 624 人，平均每年毕业

1 402 人。是建国以来招生最多、毕业

生最多的年代。

由于农业院校招 生停顿8 年之

久，全省农业单位技术人员青黄不接，

出现人才的断层，特别是科研、教学单

位，更为突出。这期间的毕业生分配面

较广，除补充科、教单位和地、县基层

外，也分配了一部分到中央国家机关

和省地单位。

1950～1985 年四川省高等农业院校招生、毕业生(本、专科)统计表





第一节 体制及规模

一、清末的中、初等农业学堂

1902 年，四川合江具有维新思想

的举人张森楷，聘请杭州蚕学馆毕业

生3 人，购蚕种100 张，桑苗万株，仪器

90 多件，于当年2 月在当地创办蚕桑

公社，招徒学艺。蚕桑公社分学理科，

三年毕业，招生10 名；实习科，以养蚕

春、秋两季为卒业，招生20 名。附设桑

园、蚕室、缫丝厂，年产丝5 千磅。蚕桑

公社同年经清学部批准为“民立实业

学堂”，为四川第一所私立农业学堂。

1907 年，蚕桑公社在省督的资助下，

派出了留学生去日本学习蚕科。

据1906 年清学部统计，四川有蚕

业传习所82 处，学生3 400 人。1911

年发展到130 余处，学生4 200 余人。

1904 年四川建立农政学堂，次年

建立通省中等农业学堂，均设农、蚕、

林等科。蚕业传习所和蚕桑公社一部

分也演变为中、初等农业学堂。1906

年建立的涪州蚕桑中学堂，1908 年建

立的万县蚕桑中等学堂，1910 年建立

的龙安(今江油)中等实业学堂和雅安

初等农业学堂等，都是由蚕桑传习所

改建而成的。据清学部统计，1911 年

四川中、初等农业学堂共38 所，其中

中等4 所、初等34 所，在校学生1938

人。清末四川中、初等农业教育，虽起

步较迟，但发展较快，学堂数和学生数

在全国都居前列。

二、民国时的中、初等农业学校

四川省教育部门于1913 年拟订

了《职业学校章程》，督促各县兴办修

业期为1～1．5 年的不限入学资格，不

分等级的简易农、蚕学校和蚕业小学。

据1916 年教育部统计，四川农业学校

(包括简易农蚕学校和农业小学在内)



共有36 所。1931 年，教育部通令各省

增设中、初级农、工科职业学校，限制

普通中学数量。但是四川战乱不止，经

济衰落，农业学校减少。据1931 年统

计，全省有农业实业学校(甲种)1 所，

农业职业学校(乙种)12 所，共13 所

(其中省立2 所、县立11 所)。多数学校

设备简陋，规模很小，学生流失率高，

毕业人数更少。

1935 年6 月，四川省教育厅公布

《修正职业学校规程》，对职业学校进

行规范化管理，分高、初两级，高级入

学资格为初中毕业，初级为小学毕业。

1935 年，四川省政府开办农林实

验学校，全省按行政督察区每区一校，

由专员任校长。到1936 年，共开办14

所。1939 年后，相继停办。同年4月，

四川省政府召开职业教育讨论会，重

点讨论四川农业职业教育问题。认为

初级职校发展较多，高级农职校很少，

抗战期间，需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

作和农事管理工作，培养中级人才是

当务之急。鉴于四川在农业上天然形

成的不同区域，确定高级农校分区建

校，相应设科的方案。川东(林木果树

为主)设农艺、园艺、农产加工、森林

科；川南(农作、园艺为主)设农艺、园

艺科；川西(稻、麦、林区)设农艺、园

艺、森林科，川北(蚕业，杂粮为主)设

农艺、森林科，川中(园艺、畜牧为主)

设园艺、畜牧科。这个计划，经教育部

批准，遂于1939 年成立了省立成都、

宜宾、南充高级农职校，1940 年成立

了省立万县、巴县、遂宁高级农职校。

18 个行政督察区，每区完善1 所初级

农职校。到1945 年抗战胜利时，四川

共有高级农职校18 所(省立11 所、县

立4 所、私立3 所)，初级农职校18 所

(县立17 所、私立1 所)，共计36 所，在

校学生6 619 人。农职学校数和在校

学生人数在当时均居全国之首。1947

年以后，社会动荡，农村经济破产，农

业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逐年下降。

三、建国后的中、初等农业学校

1949 年底，由重庆市，川 东、川

南、川西、川北4 个行署接管了四川全

部公、私立农业职业学校，共计29 所，

在校学生7 122 人。对所接管的中等

农职校，由文教、农业共同管理，进行

了初步的整顿。各地调配一批党员干

部和技术骨干充实学校领导和教师，

于1950 年恢复招生。

1952 年3 月，农业职业学校由各

地教育厅转移到农林厅管理，于1952

年底全面完成了接管工作。接交后的

校名改为“××农业技术学校”。各地

农业部门接管的学校有：重庆市建设

局接管第一高级农校，巴县农职校；川

东行署农林厅接管璧山、荣昌、大竹、

江津、合川、涪陵、万县、铜梁、梁山、南

川、私立新民等农职校；川南行署农林

厅接管宜宾、泸州、合江、犍为、内江实

用化工等农职校；川北行署农林厅接



管了南充、江油、达县、遂宁、私立三台

象山等农职校；川西行署接管了成都、

绵阳、眉山、松潘等农职校，共27 所，

在校学生5 557 人，教职工749 人。在

此之前，重庆市停办私立长江农职校，

川东行署停办了渠县蒙城初级农职

校。

1953 年1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决

定，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全部由四川省

农林厅领导。当时各行署移交四川省

农林厅管理的农校有：川东区在移交

前撤销了铜梁、南川两农校，新建了酉

阳农校，共交省10 所学校(将私立新

民农校改为公立江津县初级农校)；川

南移交5 所学校；川西移交4 所学校；

川北移交5 所学校(将私立象山农校

改为公立三台农校)，共24 所农校，学

生7 167 人，教职员1 063 人。

重庆市建设局领导的有：第一高

级农业学校，重庆巴县农业学校。学生

499 人，教职员26 人。西康省文教厅接

收了西昌技艺专科学校中技部，改建

为西昌农业学校，学生331 人，教职员

16 人。

1953 年，教育部、农业部、林业部

联合制订了《中等农林技术学校调整

的原则》，由大区制订具体调整方案，

按专业化、单一化，分期分批进行调

整。西南农林部最后确定的四川省农

职校调整方案是：按原来每个行署保

留1 所农校，另设4 所单一专业的学

校。全省农校由24 所调整为8 所，新建

林业学校1 所，共9 所。调整分两批进

行。第一批(1953 年8～9 月)撤销梁

平、合川、江津、大竹、犍为、江油、眉

山、酉阳、三台、泸州等10 所农校。第

二批(1954 年1～2 月)撤销璧山、合

江、绵阳、涪陵、松潘、内江化工等6

校。撤销的学校教师、学生，全部保留

下来，分别调入接收学校。

四川省保留的农校是：成都、遂

宁、江津(园艺专业)、南充(蚕桑专

业)、万县、达县、宜宾、荣昌(畜牧专

业)等8 所农校。将成都、璧山、犍为、

遂宁、宜宾、达县等6 校的森林科371

人集中到灌县，建立灌县林业学校。设

立农作物、植保、畜牧、林业等5 个专

业。

重庆市将第一高级农业学校与巴

县农校合并，迁到北碚建立重庆农校

(1955 年转交四川省农林厅领导)。西

康省西昌农业学校，于1954 年1 月由

文教厅交农林厅领导，1955 年交四川

省农业厅领导。

1955 年5 月，政务院批准停办江

津园艺学校、达县农业学校。学生和教

师于9 月前全部调整到宜宾、荣昌、遂

宁等农校。1955 年底，四川省(包括重

庆和原西康省)有9所农业学校，全部

为省属中等专业学校。即重庆、成都、

西昌、万县、宜宾、遂宁农业学校，南充

蚕校、荣昌畜牧校、灌县林校。

1956 年，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

增 建重庆农业经济学校(校址歌乐



山)，成都农业经济学校(校址大观

堰)，郫县农业机械化学校(校址犀浦

镇)，内江农业学校等4 所学校，并于

同年开始招生。1956 年，全省有13 所

农业学校，扩大招生达7 310 人，在校

学生达10 858 人。当年入学新生为原

有学生的2．7 倍，教师增 加1 倍多。

1957 年，停止向社会招生，直接招收

合作社选送的青年688 人，毕业后仍

回合作社安排。撤销重庆农业经济学

校，成都农业经济学校改名为成都市

农校，南充蚕桑学校改名为南充农业

学校，停止蚕桑、农经、农机、土地规划

专业招生。1957 年，灌县林业学校移

交林业厅领导。

1958 年初，调整管理体制。其余8

所学校，全部交专、市、州领导管理。保

留省属3 所学校：即灌县水利学校，罗

江水产学校，荣昌畜牧兽医学校。

专(市、州)级成立了23 所农业中

专学校，其中省下放的8 所，即：重庆

(校址竭马场)、成都市、遂宁、南充、万

县、宜宾、内江、西昌农校。新建的15

个，即：涪陵、温江、江津、乐山、重庆市

(校址百市驿)、大竹、雅安、阿坝、甘

孜、凉山、巴中、泸州、自贡、绵阳和重

庆市水产校。县办农校有44 所。

1958～1960 年农业学校大发展，

规模和速度都远远超过1956 年。1959

～1961 年经济困难，学校难以为继，

被迫作再一次精简压缩。1961 年2 月，

撤销县办农校44 所和雅安农校、成都

市农校；9月，撤销自贡市、泸州市、重

庆市、巴中农校。农机校移交农机厅领

导。1962 年7 月，撤销甘孜、凉山、阿

坝、大竹农校，省水产校与重庆市水产

校合并，迁重庆狮子滩。全省保留省属

农校3 所，地、市农校11 所。

1961、1962 两年全省农校均停止

招生。1963 年农村形势好转，全省14

个农业学校经过两年整顿，恢复正常。

1963 年9月，水利电力厅成立，灌县水

利学校交水电厅。

1964 年春，毛泽东主席在春节座

谈会讲话中，对教育改革，对农业教育

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等作了专门

指示。同年8月25 日，农业厅向省人民

委员会农林办公室提出“半农半读，社

里来社里去”的试点报告，由绵阳、乐

山两农校在1965 年春季招生各两个

班试点，学制3 年。按晴天劳动，雨天

教学，农忙少学，农闲多学的原则，安

排教学、劳动。鉴于学生自带口粮和费

用困难，改由国家发给助学金和提供

商品粮。划拨绵阳、乐山专区种畜场为

两校劳动基地。

1965 年4 月29 日，重庆农机校全

部房屋移交第八机械工业部第三设计

院。重庆农机校迁遂宁县绵阳农校办

学，更名为遂宁农业机械化学校。绵阳

农校迁至剑阁县武连驿开荒建校。

1965 年7月，农业部召开全国高、

中等农业教育会议，四川省农业厅长

杨允奎带队参加。会议指出，实行勤工



俭学，半农半读，是农业教育改革必由

之路。要求农业大学在5 年内半农半

读达到70 % ～80 % ，中等专业学校3

年内全部改过来。先做到国家不包分

配，然后做到自给自足。这次会议推进

了四川省农业学校实行半农半读，社

来社去改革的速度。1965 年停止招

生，进行筹备，1966 年春季全面实行

半农半读，社来社去的制度。采取就近

与国营农场或农科所合并，共划出20

个农牧场与农校合并办学。学校承担

教学和生产两个任务。

1965 年4 月20 日，省人委批准恢

复南充蚕校，由省领导，迁至南充市

内。1965 年9月9 日，省属重庆水产学

校由狮子滩迁合川渔种站新建校舍，

更名为四川省合川水产学校，仍由农

业厅领导。

1966 年全省有省农业学校4 所：

荣昌畜牧校、合川水产校、遂宁农机

校、南充蚕桑校。专市属农业学校11

所：南充、达县、绵阳(剑阁)、内江、乐

山、宜宾、西昌、涪陵、温江、万县、江津

农校。3 所农职校：重庆市农职校、成

都市农职校、江津地区农职校。在校学

生6 685 人(其中职业学校320 人)。

1966 年1 月，经省经济委员会批

准，农业厅所属场、站，贯彻亦工亦农

轮换制度，开办半农半读学校，春季招

生，开办了下列学校：省农科院半农半

读学校，设作栽专业，招生80 名；郫县

农机化农场半农半读学校，设农机化

专业，招生240 名；泸州水稻研究所半

农半读学校，设作栽专业，招生40 名；

永川茶叶试验站半农半读学校，设茶

叶专业，招生80 名；简阳棉花试验站

半农半读学校，设植棉专业，招生40

名；南充蚕桑试验站半农半读学校，设

蚕业专业，招生40 名；蒙山茶场半农

半读学校，设茶叶专业，招生80 名。合

计7 个场站办的半农半读学校，招生

600名。

场站半农半读学校为初级农校性

质，招收公社保送的高小毕业生，学习

1 年。按照半农半读教学计划执行，毕

业后发给毕业证书。学习期间，国家供

应口粮，按劳动收入情况补助伙食费

和津贴。

1969 年春，农校学生全部毕业离

校，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农校教职工

进入五·七干校。在此期间乐山农校、

省农干校、江津农校均停办。

1971 年后，农业学校相继恢复。

1972 年恢复涪陵、万县、绵阳、达县农

校和遂宁机械化学校(由农机局主

管)。1973 年7月恢复荣昌畜牧校，南

充蚕桑学校，内江、重庆市、成都市农

校，新建凉山五·七大学农科。1974

年8月恢复乐山、南充、宜宾、温江、江

津农校。1975 年8月批准新建甘孜州、

阿坝州农牧校，恢复合川水产学校，西

昌农校。至此，“文革”前的15 所农校

全部恢复，并新建4 所农校，全省共19

所农校。1977 年全省农校恢复统一招



生，实行三年制。1978 年停止“社来社

去”招生。12 个中等农校被占用的校

舍和土地陆续收回。乐山农校于1983

年迁新址眉山县。

1977 年8 月 新建西昌、雅安、宜

宾、内江、南充、重庆市(永川)、万县农

机校，恢复涪陵农机校。1978 年8 月新

建成都市、绵阳、阿坝、达县农机校。全

省农机校(包括遂宁农机校)共达13

所。

1980 年4 月，教育部批准四川省

温江农业学校、四川省遂宁农业机械

化学校为全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同

年7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南充、万

县两农校为四川省重点中专校。1983

年8 月17 日，南充蚕桑学校移交四川

省丝绸公司领导，合川水产学校移交

省水利电力厅领导。同年4 月将绵阳

农业专科学校中专部划出，恢复绵阳

农业学校(地址牌坊沟)。8 月新建阿

坝州畜牧兽医学校(地址刷金寺)。

1983 年10 月18 日，教育部通知：

凡1966 年以前，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办

理的半农半读学校，按省的招生计划

招收相当初中毕业的学生，学制3 年

以上，采用中专教材，学习期满毕业的

学生，按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对

待，承认其中专学历。这种学校，四川

有3 所：重庆市、成都市、江津专区职

业学校，有毕业生522 人，经核定按全

日制中专学生对待。1984 年还对省、

地农校已基本学完专业课程(学习满

两年以上)，于1961、1962 年下放支农

的学生5 446 人，补发了毕业证书。

第二节 培养目标及教学

一、清末民初的农业实业教育

1905 年四川成立的农政学堂，次

年成立的通省中学农业学堂，是按《奏

定学堂章程》建立的中等实业学堂。教

学方针是“授以必须之知识，应用之技

能，用中国之成法，参西洋之新理，使

学者实能从事农业之宗旨”，分农、蚕、

林、兽医、水产5 科。业务课程农科为

测量、气象、农业泛论、农业化学、土

壤、肥料、耕种、畜产、园艺、昆虫、兽

医、水产、森林、农产制造、农业理财、

实习等。学制预科1 年、正科3年，共4

年。而当时四川大量出现的蚕桑传习

所、蚕桑公社，则属初等(简易)实业学

堂和实业补习学堂。其办学宗旨为“教

以浅近之知识与技能，使毕业生能从

事简易实业技术及技艺，使有恒产人

民皆能服力田穑，可以自存为成效”。

清代农业学堂的教材，多为日本

翻译而来，有的则直接采用外国教材。

清光绪后期，据《农学丛书》记载，当时

翻译的农学书籍有农业原理、农业技



术、种植、土壤、气候、肥料、农具、水

利、蚕业、兽医术、家禽、害虫、林业等

120 多种，以日本最多，英美次之。农

业实业学堂教师，初期多为留日教师，

1903 年学部通令各省大吏，即派有志

于实业之端正子弟，前往日本及西洋

各国，入此种实业学校肆业，学成后回

国，担任实业学校教习。1906 年，川督

锡良选省城学生21 名，赴日本学习，

其中农业7名。

清代农业学堂注意实习，每个农

校都设有农场。1911 年，四川共设有

农业试验场47 处。

二、民国的农业职业教育

1913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

《实业学校章程》，将实业学堂分为甲、

乙两种。规定甲种实业学校或高级中

学农、桑班，由省设置。招收初中毕业

生入学，学制3 年。“施以完全普通实

业教育，养成自力经营各项事业之人

才，如农场技术员，农事指导员，农事

推广，农村合作，农村改良办理人及小

学农科教师。乙种实业学校改称职业

学校，由县设置，招收高小毕业生或相

当年龄的初级小学毕业生，学制三年，

授以简单的技术教育，造就良好之农

工”。农职教育比较注重技能训练。每

周学 时为40～ 48 小时，普 通课占

20 % ，职业课占30 % ，实习课占50 % 。

农校都要进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和

参加技术推广工作，教材基本上采用

国内自编教材。1918 年以后，四川处

于军阀防区制的混乱局面，农业职业

学校1914 年有36 所，至1933 年只有

13 所。1935 年12月，重庆行营命令称

“委员长重庆行营鉴于国内农业教育

未能尽合国情，学校皆在城市，农村所

需建设人才，麋集城市，人才与生产事

业不相联系，四川省政府对农业教育，

尚欠讲求实际，兹农村日益残破之余，

特颁发《四川省农林学校办法纲要》，

务使教育与生产打成一片，俾收实效，

以图振兴农村经济”。命令四川省于

1935 至1936 年间，每县兴办1 所农林

实验学校。至1936 年底止，当时18 个

督察区，除八区(酉阳)、十三区(绵

阳)、十六区(万县)、十七区(雅安)外，

共成立了14 所农林实验学校。

农林实验学校的办学要求是：校

址选择在离城20 里外的农村中，实习

农场借用周围农田，作为特约农田，学

生与农民共同耕种，收益全归农民，如

受损失，由农校酌情补助，特约农田应

无限扩大，俾与农民发生更密切的关

系。农校尽量开垦附近荒地，增加收

入，充作员生奖励，按学生在特约农田

中劳动勤懒和学习成绩，给予奖励。农

校学生由各县选送，要求粗识文字，身

体健康，15～25 岁的农家子弟，学习2

年，培养为农村建设人才，毕业后仍回

农村，作为“表证农家”。学习期间，免

交学费，并补助伙食费。农林实验学校

师资，指定由重庆中心农事试验场训



练班毕业学员中选派。农林实验学校

学制为2 年，实行学年制，于年初开

学，年底结束，放假1月，其余无假期。

行课48 周。

农林实验学校从1935 至1941 年

办学6 年，毕业学生约800 人，因经费、

师资、学生出路等问题都没有很好解

决，至1941 年全部改办或停办。毕业

学生由政府分配了工作。

1934 年4 月，四川省政府农业职

业教育讨论会决议，农林教育今后应

大力发展高级农职校，巩固办好初级

农职校。加强了教育与生产的结合，明

确农业职业学校是农事机关的试验示

范基地，承担各种区试或特殊试验。农

校所在地，不再另设农业推广机构，由

学校负责推广，经费由农事机关拨给。

农校学生，当年到农事机关指定的地

点实习，并取得实习合格证明，否则不

能毕业。

三、建国后的农业专业教育

1950 年，全省实行对旧教育的改

革。1952 年7月，农林部颁布《中等技

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培养具有

必要文化科学基本知识，掌握一定现

代技术，身体健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其具体目

标是省级行政事业单位的助理人员，

专县农场的技术干部和农业部门的助

理人员。

1953 年，首先按专业化、单一化

的原则调整专业，全省按已有专业教

学计划的专业设置农作、畜牧兽医、蚕

业、植物保护、蔬菜、林学等专业，要求

一校1 个专业，最多不超过3 个专业。

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农学专业开设政

治、语文、体育、数学、物理、化学、英

语、植物、植物生理、土壤肥料、气象、

作物栽培、植物保护、作物育种、农业

机械及养蜂学，共16 门课程，2 600 学

时。全省组织编写畜牧兽医、果蔬的教

学大纲。1955 年，农业学校开始以学

习苏联教学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

革，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建立教

学规章制度。农校执行党组织领导下

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取消训导制，改教

导处为教务处，建立普通课、专业基础

课、专业课3 个学科委员会，执行15 种

教学管理表格。1956 年，农业部部署

编写中等农校教材的工作，要求用“边

编，边用，边修订，边提高”的办法，在3

年内完成与教学大纲相适应的6个专

业92 门课程的教材编写工作。

1956 年，农业学校经过总结，注

意结合实际，减轻学生负担，纠正学术

观点一边倒等问题，教学工作有了新

的活力。

1958 年，农业学校以培养人民公

社需要的中等技术人才为目标。实行

半农半读、勤工俭学的教育制度。重新

拟订了教学计划，课程门类由20 门减

为16 门，压缩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

课，课堂教学总学时为2 732 学时，生



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生产实习和教

学实习一律由生产劳动代替。教学内

容按照农事季节做啥学啥，强调现场

教学。师生参加大炼钢铁，突击四秋，

每期上课时间不足3 个月，教学计划

都不能完成。1959 年，开设课程增为

19 门。劳动课有所减少(占五分之一

时间)，对教学方法上提出了“单科独

进”、“单元教学一条龙”。1960 年，农

业学校按农业部颁发的专业教学大纲

执行。课程设置为20 门，劳动时间有

所增加，压缩专业学时，文化基础课和

专业基础知识大为削弱。教学计划变

动较大，经常停课下乡支农，1960 年

上学期停课支农47 天，1961 年下学期

支农82 天，各专业授课计划只完成

40 %～50 %。1961～1963 年，办学方

向采取培养国家干部和合作社中等技

术人才并举，内招、外招并存。对教学

计划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重新审定

教学大纲。调整教材，恢复到1957 年

的教学状况。教学质量有所好转。1964

年，为精简课程门类，减轻学生负担，

农业学校的课程又由20 门减为16 门。

全省农校实行半农半读，社来社去后

再由16 门减少为9 门。教学活动以生

产为主，作物为中心，农事季节为顺

序，栽培技术为重点进行组织。文化

课、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只保留实用部

分。

“文革”中，全省农校停课达8 年。

1972 年陆续恢复教学工作，以办短训

班为主，1974 年开始正式招生。1975

年全省农校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

命经验”，学制1～2 年。学生“社来社

去”。在学校期间，要学文、学军、学农，

参加三大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

科学实验)。没有固定教材，采取边教，

边干，边学，开展官(教师)教兵(学员、

贫下中农群众)，兵教官，兵教兵的活

动，而教师则主要处于接受再教育的

地位。废除考试制度，采取阶段自我总

结，开宣讲会，群众评议的办法进行考

核。

“文革”结束后，1977 年制订了

《全国中等农业学校教学计划》，1978

年恢复招生统一考试，组织全国农校

分工编写教材，1979 年大部分专业采

用全国统编教材，1980 年制订各门课

程实验实习指导，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同年全省农校实行部颁计划，学制3

年，开设16 门课程，总学时2 570 学

时，理论教学90周，生产劳动14周，强

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保证以教

学为主，加强文化课与理论教学，重视

实验实习，加强基础技能的训练。1984

年学制调整为4年，开设课程21 门，加

强基地建设，改进生产实习办法，同时

开办了招收高中毕业入学的二年制班

次，职工中专班、职业学校师资代培

班、不包分配的中专试点班，以及社队

干部四月制培训班。

1978 年以后，分批培训了主要教

师和学校领导干部，加强了教研工作。



开展了教师职称评定和教师工作量核

定的工作，建立教师工作岗位责任制

及教学管理制度。增加投资，加强实验

室和实习农场建设。

1981 年开始，农业学校根据农牧

渔业部、四川省教委和农牧厅的委托，

承担编写全国农民教育教材、农民中

专校教材、职业农业高中教材、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教材和地、县社队干部培

训教材等。

第三节 招生及毕业生

一、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招生及毕

业生

清代新学是在与儒学并存的情况

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实业学堂的招生、

毕业生使用分配，一开始也被纳入科

举的轨道。1905 年，四川总督锡良创

办的农政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是由

州府选送旧制高小毕业生，经学堂考

试后入学。毕业后由政府派用。

民国成立，教育家蔡元培、黄炎培

等大力主张改实业教育为职业教育，

提出办学方向为“使无业者有业、有业

者乐业，以达到振兴实业，个人自立、

自营的生活关系与适应国民经济需要

的目的”。公开向社会招生。毕业生采

用指导就业的办法，不由政府直接派

用。对农业实业学校毕业生提出就业

于农业的要求。当时农家子弟入学者

少。而农村为小农制，土地集中于地

主，佃农分散耕种，难以组成农场，发

挥毕业生作用。农家子弟毕业，亦无法

回村立足，故多谋其他职业。1931～

1933 年，四川10 所农职校，1 093 名

毕业生抽样调查情况是：

任 小 学 教 师 者 551 人，占

50．50 % ；服务农业机关者271 人，占

24．83 % ；升学者143 人，占13．10 % ；

其他就业者126 人，占11．55 % 。

1935 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

庆行营试图通过农业学校招生和毕业

生分配改革，复兴农村生产。令四川省

政府开办农林实验学校。由区、乡选送

粗识文字的农家子弟，到校学习两年，

毕业后仍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四川

14 所农林实验学校，1935～1941 年办

学6 年，毕业学生800 人，但毕业后都

不愿回农村，反映强烈。重庆行营不得

不改变初衷，将毕业生分配到各县以

见习区员任用。

二、建国后的招生及毕业生

建国后，中、初等农业学校的招生

及毕业生，随着各阶段办学方向和培

养目标的变化而有所差异。



(一)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按计划

招生，统一分配

1949 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确定我国教育“为工农兵服务，

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把旧的职业

教育改造成为中等农业技术教育。按

国家计划，培养农业建设所需的农业

专业人才，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

作，由农业部门主管。

1950～1957 年，中等农校招生计

划由国家计划部门核定，以应届普通

初中毕业生为主要对象，对工、农、烈

军属等子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学习期间享受人民助学金待遇，鼓励

工人、农民、干部入学，对工龄3 年以

上的军人、工人、干部，按工人调干助

学金(高于普通人民助学金)待遇。

1956 年，进入农业合作化高潮，

当年招生8 000 名，实际入学7 281

人。1957 年，四川农校在校学生达1 万

人，除满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需

要外，尚余2 000 多名毕业生，出现了

工作分配的矛盾。1957 年6月，中央高

教部决定，中等农业专业学校可以招

收本系统职工和合作社选送的具有初

中毕业文化的青年社员、社队干部入

学(入学考试免试理、化)，毕业后仍回

原单位，不由国家分配工作。不再招收

应届毕业生，也不再建学校，这是农业

学校“内招”的开端。当年四川农业学

校全部停止向社会招生。计划“内招”

800名，因生源不多，实际完成688名。

1950～1957 年，全省农业学校共

招收学生18 765 人 (中级14 325 人，

初级4 440 人)。毕业8 届，共9 254 人

(中级6 762 人，初级2 492 人)。毕业

的中级学生全部分配了工作。主要分

配到县级农技推广站、农场和各级农

业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还支援

西北各省及云南、贵州共358 人。初级

毕业生大部分升学。

(二)由合作社选送学员入学，毕

业生由国家分配，或回合作社安排

1958 年，四川中等农校主要为合

作社培养干部。学生全部由合作社选

送，学校考试录取。在当时“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需要大量技术人才的思想

指导下，层层办学，层层加码，一些学

校恢复了一年制和五年一贯制，扩大

招生。

1958～1961 年共毕业学生8 499

人。其中分配为国家干部的6 462 人，

分配回合作社安排的2 037 人。

(三)“内招”、“外招”双向招生，双

向分配

按1963 年教育部的规定，农林中

专学校可以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为国

家培养人才(外招)，也可以公社选送

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经过生产

劳动锻炼的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

历的青年(内招)，毕业后由公社安排。

当年“外招”初中毕业生961 人，“内

招”学生980 人。

1964 年，农业部、四川省委决定，



中等农业学校全部执行“半农半读，社

里来社里去”的办法，为公社培养农业

技术人才。口粮仍由国家供应，免收学

费。

1962～1965 年共招生4 939 人，

毕业学生3 534 人，其中择优分配作

为技术干部的1 838 人，分配到国营

农牧场当工人的137 人，回公社安排

的1 559 人，中专毕业生开始实行见

习期1 年的制度。

1966 年春，半农半读招生计划由

省经济委员会管理。农业部门主持招

生工作。采取由公社选送、学校考试，

经地区批准，当年15 个中等农业学校

招3 160 人，学制均为3 年。

(四)取消入学考试，实行推荐入

学

1972 年，涪陵、达县、绵阳等农校

开始复校招生。招生办法是，采取自愿

报名、公社推荐，由县审查、地区批准、

省里平衡的办法，废除入学考试，学制

2 年。1974 年，全省农校基本恢复，

1975 年招收“社来社去”学生，学制1

年。1976 年后，学制改为2 年，一直到

1978 年后才停止招收“社来社去”学
生。

1966～ 1976 年共招 收“社来社
去”(包括“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

来厂去，哪来 哪去”)学 生14 443 人

(其中三年制3 160 人，二年制5 886

人，一年制5 398 人)，毕业学生13 710

人。分配情况是：1964 年入学，1967 年

毕业的2 998 人，分配去基层单位作

技 术员或工人。1966 年以后入学，

1976 年前毕业的10 712 人，根据其来

源，按照“三来三去”的分配办法，除原

来是城镇下乡知识青年的毕业生分配

到基层工作外，其余的全部回原来选

送单位。

(五)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国

家分配的制度；进行不包分配的试验

1977 年，国家恢复统一考试，择

优录取的招生制度，学制3 年。农业学

校开始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1979 年

以后，各地反映学生分配困难，招生逐

年下降。为了发挥学校潜力，从1983

年起，开始招收职工中专班、职业学校

专业课师资班和多种渠道的委托培

训。并大量开展社队干部、农技人员的

短期技术培训。

1983 年，温江农校与彭县人民政

府签订县、校联合办学的协议，为该县

培养农业技术干部，招生37 人，列入

中专培养计划，毕业后由县自行安排

去路(称不包分配班)。这种办学形式

既减少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的压力，

也满足了基层需要技术人员的愿望。

成为四川省主要推广的中专办学形

式。农牧渔业部在全国推广。

1977～1985 年，全省农业学校共

招收普通班(包括中专职工班)学生24

462 人，毕业学生18 673 人(职工中专

班2 500 人)。除了一部分补充省、地

农业部门的各单位外，大部分分配到

县和县以下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1 950～1 985 年四川 省中 等 农 业学 校招 生、毕 业生 统 计表



1985 年四川省中等农业学校简况表





1978 年后，农业生产力迅速提

高，出现了农民学科学的热潮。1981

年2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中

央农业广播学校四川省领导小组，办

学工作责成四川省农业局管理。

农业广播学校采用学用结合，业

余学习的方法。由中央电台广播讲课，

就地辅导，单科教学，全国统一考试。

学习时间3 年，按中等农业专业学校

教学计划、教材进行教学。1983 年，成

立四川省农业广播学校。

1984 年11月，中央农业广播学校

第六次工作会议在灌县召开，农业部

部长何康主持会议。会议总结了办学

经验，确定了办学的指导思想、方针和

基本任务。制订了《农业广播学校暂行

办法》，办学进入规范化。

四川农业广播学校校部设省农牧

厅，有19 个地市级分校、160 个县级分

校、2 559 个乡级教学班，专兼职教师

2 675 人。教学班班主任由乡成人教

育专职干部兼任。

据1978 年6 月调查，四川农业广

播学校已毕业的28 571 人中，来源于

区乡干部的8 564 人，占30 %；农技人

员1 830 人，占6．4 % ；农民18 177 人，

占63．6 % 。来自农民的18 177 个毕业

学员中，有8 242 人被农村企事业单

位录用，占45．5 % (其中录用为区乡干

部的2 100 人，区乡服务体系技术员2

677 人，乡镇企业职工1 634 人，其他

单位1 831 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

9 935 人，占54．5 %。



四川农业广播学校择年招生、毕业生统计表



第一节 职工教育

1950 年，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

部统计，四川四个行署和重庆市，在国

民政府事企业机构中接收的农林干部

不足千人。为了满足恢复经济，建立农

业推广机构的要求，大量吸收具有初

中文化以上的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农

村积极分子、民间技术人员(兽医)和

少部分城市失业店员。经过3～6 个月

左右的技术培训，使之具有粗略的农

业技术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分

配到国家农场、农业技术机构工作。

1951～1954 年，全省农林部门，共吸

收新干部2 887 人，其中培训为兽医

技术人员的1 249 人，培训为农艺、肥

料、棉作等专业技术人员的1 638 人，

农业各类机构略具雏型。同时各级农

林部门选送一批新参加工作的大、中

专毕业生，以及接收原国民政府的农

技干部，共2 999 人，参加西南农林部

和四川省农林厅干部培训班，学习粮

食增产、畜牧兽医、农场经营、财务管

理、调查统计等专业技术。并选送一批

中专以上毕业生到农林部学习班、大

学培训班，学习育种、茶叶、水产和大

型国营农场经营理、机务等专业技术，

以及农具改良、兽疫防治等新的技术，

为建立大型机械化农场、农业技术改

造准备干部。1951～1954 年，干部技

术培训主要由大区农林部和省(市、行

署)农林厅主持，到1954 年止，共培训

各类技术人员6 351 人。基本上能满

足建国初期组建各类农业企事业机

构，推广农业技术的需要。

1953 年，农业干部培训的重点转

为支持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开展，提高

干部素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年省

农林厅确定干部训练为长期培养、短

期训练的方针，11 月正式建立农林厅



干部训练班。农干班的课程安排是农

业技术占55 % ～56 % ，政治课(社会发

展史)25 % ～ 35 % ，时事政策10 % ～

15 % 。训练时间一般为3 个月，当年共

培训干部1 501 人，其中送省外培训

179 人，委托大学培训95 人。又在省农

业干部训练班内开设文化补习班，抽

调1953 年前在社会吸收的只有小学

文化程度的新干部，年龄在28 岁以下

的，有培养前途的130 人，学习初中课

程，要求1 年半内达到初中毕业文化

水平。每学期22 周，每周35 学时，配备

专职教师6 人，学习期间按每月185 个

工资分发给生活费，结业后另行分配

工作。文化班于1955 年8月30 日结业

后，未继续招生。

1953 年11 月，为了促进合作事业

发展，专、县农业部门拨出专款，大规

模培训合作社财会人员。省农林厅负

责培养教师，编印教材。专区培训合作

社财会辅导员，县培训合作社财会员

和 记工员。这项训练 每年3 000～

4 000人次，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

1955～1958 年，选送在职干部入

省内、外的农业院校学习，共计127

人，由省主持轮训的各类技术干部有

3 000多人次。1958 年，改建农干班为

农业干部学校，规模1 000 人，师资力

量显著增强，还聘请农科所和厅机关

技术干部担任专业教师。训练内容主

要为当时推广的新技术。由于训练的

内容较多，干部学习频繁，各地反映

工、学矛盾大。同时，培训在理论和实

际的结合问题上，不能满足要求。

1958 年以后，全省农技干部数量

增大，事业、企业干部已近两万人。其

中60 % 以上是1958 年新参加工作的

大、中专毕业生，在“大跃进”的浪潮

中，正规培训减少。在三年经济困难时

期，农技干部大量精简，干部训练工作

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63 年，农技推广工作再次被提

上重要日程，当时一面恢复农业技术

机构，一面动员技术干部归队。同时建

立了干部轮训制度，作出了3 年内轮

训1 次的干部训练规划。省农业厅负

责培训农牧、种子、植保、畜牧以及各

类专业场、站的技术负责人，专、县农

业局的技术骨干，及地、市农干班的专

业教师和各专区不便举办的各种推广

技术的训练。专区负责训练专、县农业

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干部。训练时间1～

3 个月。省农业厅主持了植保、土肥、

畜牧、水产、棉花、蚕业、农技、种子站

长等训练班，共1 202 人。

1964 年初，全川1．1 万多人的农

技推广队伍，削减半数以上。大批农技

人员调到财贸部门充当营业员，到农

村文教部门充当小学教师，调整入农

场顶替工人。由于农技队伍散失，刚建

立的干部轮训制度，再次被破坏。“文

革”中，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严重的

摧残。1966 年，省农业干部学校被撤

销，干部训练工作完全停止。



1978 年底，恢复四川省农业干部

学校，地址成都市青羊宫。1984 年批

准为农业管理干部学院，设农业管理

专业。

1978 年底，全国农业培训工作会

议制定全面规划，分级培训，专业对

口，适当集中的方针，全方位的开展培

训工作。农业干部培训，于1978 年12

月进行省、地、县三级18 个班试点。

全省地、市、县、公社、大队、生产

队主管农业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共约

65 万人。全省全民农业事业场、站干

部2．5 万人。两项合计67 万多人，要求

5 年内轮训1 次。培训统一使用省农业

局编印的教材。先后建立了一批较固

定的培训基地。

1．农业部建立的：农业经济干部

学院(河北廊坊)，西南农业管理干部

班，培训四川省、地和县级主要农业领

导干部，于1979 年6月开学。

2．四川省建立的：农业领导干部

研究班，由省委农业办公室主办，培训

地、县级农业领导干部，于1981 年3月

开学。由省农业局主办的农业局长培

训班，培训县农业(牧)局长，于1978

年10月开学。农(牧)艺师培训班培训

农业、畜牧农艺师以上干部，于1983

年5月开学。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培

训县农业局长、农工部长、中专毕业的

农技干部，于1980 年3月开学。农业部

委托，省农业局主办的西南农经干部

培训班，培训西南地区省、地级农业经

济管理专职干部，1979 年开学。

3．地 (市)依托当地农业中等专

业学校或农业科学研究所建立了11

个干部培训班，培训地、县农业技术

员、公社一级的主要领导干部，于1980

年2 月开始，先后开学。

4．县建立培训学校，培训大队一

级领导干部和生产队队长以及农民技

术员。于1980 年2 月至1983 年建立了

78 所县培训学校。

地区以上培训班时间为4 个月，

总学时400～500 学时。设作物栽培、

病虫防治、土壤肥料、农业经济、遗传

育种、植物及植物生理、畜牧兽医等7

门 课程。县培训班为2 个月，总学 时

205～225 学时，设作物栽培、病虫防

治、土壤肥料、农业经济、植物及植物

生理等5 门课程。省每年拨出一定经

费作为专款补助，农业部和省拨经费

1979 年220 万元，1980 年270 万元，

1981 年430 万元。1982 年起由于财政

体制变化，省培训经费下放地区，由地

区安排，多数地区不能保证专款专用，

培训人数逐年下降。

1979～1984 年，省、地、县共培训

386 180 人，完 成 规 划 任 务 的

56．82 % 。其中生产队长、农技员培训

只完成任务的25 % 左右。



1979～1985 年四川省农业干部培训统计表





第二节 农民教育

一、生产技术培训

四川农村人口众多，农民长期在

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下，文化素质和

科技素质低。

1950 年2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

发布的第一个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

全省农业部门干部深入农村，举办化

学肥料、良种、防治粮棉病虫技术培训

班、现场会，走乡串户，进行技术指导。

采取组织参观，召开现场会、劳模会和

以训代会形式进行培训。

1953 年，为了配合互助合作运动

的开展，农民技术培训的重点，主要是

围绕办社工作、农业增产和财务会计

管理，培训技术员、会计员、记工员、记

分员。主要内容是办社方针、政策、财

务会计和评工记分方法以及农业增产

技术，分阶段按季节进行3～5 天培

训。

1958 年，全省兴起兴修水利、深

耕改土高潮和土壤普查鉴定工作，重

点对下湿田、硝田、石骨子土进行改

造。针对这些任务，培训了一大批农民

技术骨干，仅土壤普查鉴定工作培训

的农民技术员就在10 万人以上。接受

一般技术培训的农民在100 万人以

上。1963 年，农民技术培训则以样板

田为依托，进行综合技术的示范和现

场培训。

“文革”中，兴起以改土治水为中

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技术方面，重

点是矮秆水稻、杂交玉米、双季稻、小

麦高产、早地三熟等技术。主要依托生

产队一组三田(农科组，种子田、示范

田、高产田)和“文革”后期的四级农科

网组织(即120 多个县农科所，4 000

多个公社农科站，5 万多个大队农科

队，40万个生产队农科组)，常年固定

的农民技术员100 多万人为阵地，开

展群众性技术示范和现场培训。形成

了广泛的技术示范培训网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

农业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的方针。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开展了

全方位的培训。对农民培训内容，扩大

到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技术和粮食

作物、多种经营多项内容。培训形式主

要为省、地、县组织的大面积的高产示

范片和县农技培训学校(班)，采用现

场培训和以会代训、发放资料、电影、

技术赶场等手段进行普及推广。

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常年都稳定

在100～200 万人次，最多的1982 年达

267 万人次。

二、农村业余技术教育

1950 年末，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

会议根据老解放区的经验，结合农村



大生产运动，决定开展农村冬学运动，

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和识字教育。至

1952 年末，全省参加冬学人数223 万

人；常年夜校2．8 万所，学员达33 万

人。1953 年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冬学

班(校)与生产组织结合，把安排生产、

识字、讲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进行，当

年参加学习人数达到450 万人。1956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

定》，冬学运动逐步转为常年民校，主

要集中扫盲，农业技术的教学内容相

应减少。

1964 年2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

准恢复农村业余教育。确定农村业余

教育以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

生为主要对象，目标是培养他们成为

农村需要的各种初级专业人才。至

1966 年止，全省恢复业余教育的公社

2 249 个，占公社总数20 %。入学人数

50 多万人，共举办机电提灌、农业技

术、公社财会、中级文化等班4 000 多

个，毕业学员164 207 人。1964 年，南

充火花公社在植棉试验田和农村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基础上，成立了

政治技术推广站，成为青年农民定期

学习政治知识和农业技术的一种有效

形式，在南充专区和全省逐步推广。

“文革”开始，农村业余教育和政治技

术推广站全部解体和停顿。

1977 年后，农村业余教育的重点

转移为以技术教育为主。以学习科学

知识带动文化学习。技术教育由单一

的作物栽培技术，逐步扩展到林、牧、

副、渔、工、商、经营管理，以及为群众

服务的多种门类。广泛举办初、高级农

民文化技术学校，培养农村技术力量，

并同时对广大农民进行农业技术的普

及教育。农村的业余高小、初中班，设

置占总学时的30 % 的农业技术课 。广

泛举办以高小毕业生为对象的文化技

术学校(班)和各种短期技术班。普及

农业技术，推动科学种田。

(一)农业合作干部学校

1956 年4 月，省人民委员会决定

每专区办1 所合作干部学校，训练农

业合作社的主任、会计和技术干部，同

时下达了专项经费。到1956 年11月为

止，全省12 个专区开办合作干部学校

18 所。当年培训合作社干部20 555

人，培训时间为社长、会计3 个月，农

牧技术干部6 个月。早在1955 年11

月，为了给各地培养高级社会计教员

准备教材，农业厅抽调在职干部64

名，集中收集材料，组织编印，于1956

年6月完成了教材编写印发工作。农

业合作干部学校到1958 年人民公社

化开始时，各地相继停办，唯农业社会

计训练工作仍继续进行。

(二)民办农业中学

1958 年4月，第四次全国教育行

政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民办农业中

学，以满足广大农民学习科学文化和

大批小学毕业生升学的要求。四川各

地公社、大队、生产队在原民办中小学



的基础上相继改办为农业中学。到

1960 年2 月，全省农业中学发展到

4 600多所，在校学生35．8 万人，占全

省公立中学学生数的72．82 % 。招收的

高小毕业就近走读。由于发展较快，条

件简陋，在遭受三年经济困难后，1960

年底全部停办。1964 年，四川贯彻两

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以农业

中学为主的半农(工)半读的学校恢复

起来。1965 年1月，省委批转《关于四

川省半工(农)半读学校初步规划》，确

定了一批公办的小学、中学，进行半工

(农)半读试验。3月，全省农业中学发

展到1 303 所，学生9 万余人；到年底

发展到4 034 所，学生37．5 万人。“文

革”开始，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

度受到批判，农业中学被摧残殆尽。

1978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

定，扩大职业技术学校比重。四川省以

发展农业高中为重点，要求1985 年农

业高中毕业生达到全部高中毕业生的

30 %以上，每县至少将1 所普通高中

改为农业高中，在经济比较发达、初级

中学较多的地区也可以转办一些农业

初中。

为了使农业中学教学工作逐步规

范化，1982 年8 月，省教育厅、农业厅

制订了《四川省农业高中教学计划》和

农学、畜牧兽医、果树、蚕业、水产等5

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确定农

业高中学制为3 年、2 年两种，招收初

中毕业生，年龄18 周岁以下，设文化

课占总学时50 % ～55 % ，采用普通高

中教材。专业课参照中等农业学校专

业计划设置，占总学时45 % ～49 % ，采

用农业中专、广播学校，或全国统编的

农民技术教育教材，并对招生、毕业生

使用、师资等作了规定。至此，农业中

学正式列入职业教育系列，进行规范

化管理，得以稳定发展。至1983 年，四

川省内地163 个县(区)，开办农业高

中154 所，农业初中312 所。在校学生

2．6 万人。农业高中毕业生7 500 人，

农业初中毕业生4 500 人。

(三)公社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1981 年，四川省工农教育工作会

议要求，要广泛开展农民技术教育，重

点抓好社队干部和农民技术骨干的培

训。省教育厅、农业厅协商决定，以公

社为单位举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联

合制订了《四川省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试行方案》，下达全省试行。公社(后改

为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是公社集

体举办的初级技术教育单位。为本公

社培养农、牧、渔业的初级技术人才，

是常设性的教育场所。这一办学形式

很快得到教育部和农业部的肯定，并

在全国推广。

学制原则上为1 年，650～900 学
时，文化政治课占32 % ，技术课占

68 % ，均采用省教育厅、农业厅统编的

《文化课教材》和《农业技术教育课

本》，招收在乡的初中毕业生和社队干

部、农民技术员，学习期间生活费用自



理。有条件的学校可酌情发给生活补

贴或奖学金。毕业后发证书，按社队需

要，择优选用，可参加县农民技术员职

称考核。授课采取农闲多学，农忙少

学，大忙放假，采用半日制、全日制、定

期制或业余学习等多种形式。由公社

领导、有关部门参加组成校务委员会，

社长任校长，农业、文教代表任副校

长。

公社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发展较

快，到1983 年全省共办起2 563 所，在

校学生44万多人，毕业27 万多人。

(四)县农民技术学校
“文革”中，四川各地贯彻“五·

七”指示，先后办起了一批五·七大学

(或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红专学校。

1981 年5月，四川省高等教育局、农业

厅共同拟订了《关于整顿我省五·七

大学意见》，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这些学校坚持勤工俭学，为农村培养

了一批技术人才。但由于办学中各行

其是，时办时停，大部分中途夭折。至

1980 年尚存25 所。由县人民政府申

请，省高教局、农业厅按照有基地房

舍，有一定教学力量，有固定的勤工俭

学收入，有稳定的生源等条件，进行核

查验收，批准转为县办农民技术学校。

属农民教育系列的成人技术学校，采

用省农业厅编写的《县农民技术学校

专用教材》。招收农村青年、社队干部、

农民技术员，学制2 年，半农半读，哪

来哪去。毕业生可以报考普通高等学

校。学校由县教育局主管，农业局协

助。常年经费由省高教局定额朴助外，

其余由县自筹。经整顿后建立的县农

民技术学校25 所，巳具有一定规模，

办学比较稳定，设有农、林、果、畜牧、

蚕业、农机、农经、水产、民用建筑专

业，专业教师528 人。年招生(二年制)

1 200人左右，各种培训班1 500人左

右。建校5 年来，共毕业二年制各专业

学生6 000人，短训班人数8 000人。

1985 年招生(二年制)1 2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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