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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 T i Se ESE TOR ae A SEARO 6 PH RRR HR, CS 
等 学 校 教学 及 国家 经 济 建 设 部 四 的 参考 ， 中 国 科学 院 于 1953 Zep 7 “ra ene ae RE 
部 ”其 中 经 济 地 理 部 分 是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理 研 突 所 与 中 国人 民 大 学 经 济 地 惠 教 研 室 合 作 

: 进行 的 。 

IP BER SBIR, SUA LIZ ARM EPR, PPE 
ABRTMANRD, XPPRREARM DH SO KATES RS 
访问 条 辫 料 的 捷 集 工作 。 再 加 上 中 国人 口 众多 ,便士 广 关 ， 地 区 沟 济 发 展 水 平 差异 也 大， 
就 更 加 重 了 这 一 任务 的 繁重 性 。 另 一 上 方 面目 于 新 中 国 国 民 径 济 远 速 的 恢复 与 发 展 ,对 地 理 
学 也 提出 了 很 多 的 重大 的 任务 要 求 我 们 去 完成 ;而 旧 中 国 留 下 求 的 经 济 地 理 人 才 又 很 少 ) 
该 种 情况 又 决定 了 和 经济 地 理 志 的 和 粮 写 不 可 能 由 大 量 老 专 家 担任 ,只 能 主要 依靠 青年 (包括 

PRP) MARE. BSE, LARK MER BEARER TREES, 丰 “ 

ST Mum, HBAMAS TEC, BOA a wT — 
Ho BRK KGS, MSR IEEE EF OE, BES EI. 

1 RA RPA SLARR HERP, CRETE IE 
歌 得 的 。 所 以 在 工作 之 初 ,大 致 摸索 了 一 下 过 去 经 济 地 理 女 献 ; 了 解 过 去 做 过 那些 工作 之 
J BIE 1953 年 9 一 11 月 中 ,在 终 南 地 区 做 了 -一 个 尝试 性 的 调查 , 以便 从 中 吸取 经 验 和 方 
法 ,突破 一 点 ,指导 前 进 。 为 什么 选择 费 南 地 区 呢 。 当 时 是 这 样 想 的 ， 这 里 在 工业 ̀ 农 业 方 

. 面 ; 痢 具有 明显 的 代表 人 性。 这 里 有 棉花 的 专 六 化 和 以 棉 息 碎 工 业 为 重点 的 新 兴 城 市 ,可 以 

其 中 深入 理解 生产 方 配 置 原理 ;这 里 有 平原 也 有 山区 ,可 以 从 中 研究 农 \ 林 ̀\ 收 业 的 地 区 差 
别 与 相互 联系 ;这 里 有 多 种 的 运输 类 型 ,可 以 从 中 理解 运输 协作 的 关系 。 总 之 ， 可 以 使 我 ， 
MESFHSHIMM, BASU NBAS, BSR RK Mo — ACRE 
地 理学 报 20 8 2 WH), WMAP EAI T —7+ AOE, WE, 大 家 的 信心 也 
就 逐渐 坚定 了 ! 

在 开始 烙 写 时 IGT AMS RAS, Ab SRR DEM SER, 也 符合 从 

全 体 看 局 部 的 原则 。 后 来 为 了 使 工作 能 更 具体 的 配合 国家 烃 济 建 设 ， 为 了 从 下 而 上 的 积 

BBE HES, EYEE soon 天 写 。 1954 4 一 6 月 

De ear pining tan aie ee eons 
荀 进行 一 些 初 步 的 研究 。 1954 Aer WM Sag ARES LEH T RIS aE 
区 的 拟 专 ,经 过 反复 讨论 ,吸取 了 不 少 人 的 意见 以 后 ， 就 作为 我 们 辐 写 分 区 的 暂时 依据 。 

当时 除 将 内 蒙 单 狐 独 成 "内 蒙古 自治 区 经 济 地 理 " 一 书 外 , 双 于 1954 年 冬 补 充 了 河南 及 出 

ABM AE BD) 1956 EMR alt we UR eae ACRE SES” 7 

“CBE itt 1957 年 7 ABER). 

为 了 加 快速 度 ， 在 1956 年 的 6 一 12 月 间 ， 分 组 调查 了 华中 (湖北 、 湖 南 ,江西 )\ 和 华东 
* ill « 



A 

(USK eR HAIL EP) 2B KI SET, BARA RD , (EE 
范 学 院 地 理 系 与 中 山大 学 地 理 系 的 协助 下 ,还 是 胜利 地 完成 了 任务 。 1957 RAMI OSE 

春 双 在 西南 师范 学 院 地 理 系 及 开封 师范 学 院 地 理 系 的 共同 配合 下 调查 了 西南 区 (四 川 \ 趴 
JN). 1958 年 7—11 办 在 东北 师范 大 学 地 理 系 配合 下 调查 了 东北 区 (辽宁 AH, ES 

PAL), H--BA 10 一 12 月 在 北京 师范 天 学 的 配合 下 调查 了 西北 区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 

现在 我 们 正在 鼓 足 干劲 ,等 取 在 1959 年 上 人 定年 以 前 基本 完成 分 区 部 分 的 糯 写 ;并 打算 在 申 - 

国人 民 大 学 经 济 地 理 讨 义 上 册 的 基础 上 ,加 以 补 元 ,作为 经 济 地 理 志 的 公国 总 葵 部 分 。 这 
样 , 佑 计 在 1959 SEES 1960 FE MED A HS MTT MBE HHS LE, 

我 们 很 少 的 几 个 青年 干部 ， 所 以 能 完成 这 项 艰 瑟 繁重 的 独 写 任 务 (虽然 科学 水 平 不 ， 

高 ,我们 自己 也 不 满意 )， 主要 是 由 于 党 的 正确 便 导 和 公休 干部 团结 一 致 在 工作 中 充分 

发 挥 集体 主义 精神 。 如 在 经 济 地 理 租 内 ; 事 无 大 小 大 体 都 经 过 共同 兰花 研究 ,通过 等 论 ， 

集中 了 大 家 的 智慧 , 称 一 了 试 喜 ， 所 以 ,也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提高 了 质量 。 同 时 各 他 区 党 政 机 
关 和 同志 ,在 我 们 再 查 时 进行 了 热情 的 帮助 ,介绍 了 基本 情况 , 供 给 了 必要 的 材料 ;对 我 们 ， 
工作 起 着 互 大 推动 作用 ;我 们 也 在 每 份 稿子 付 印 前 ， 广泛 征求 了 经 济 部 门 \ 地 理 研究 所 和 
高 等 学 校 地 理 系 不 少 同志 的 意见 ， 因 而 得 以 消除 书 中 的 很 多 缺点 和 错误 。 当 然 我 们 从 开 
始 序 重 向 了 学 习 苏联 的 先进 经验 ， 特别 是 _H. H. 巴 期 斯 基 太 写 区 域 经 济 地 理 的 体系 与 方 
法 给 了 我 个 很 大 的 帮助 。 只 

几 年 来 地 理 志 轻 莘 地 理 租 所 经 历 的 道路 ， 并 不 是 十 分 平坦 的 。 在 三 写 过 程 中 经 常 听 

到 各 种 各 样 的 意见 ， 不 少 人 对 我 们 这 些 青年 人 能 否 完成 这 件 工作 ， 表示 怀疑 ; RRS 

工作 中 的 进度 ,方法 .干部 培养 .成果 水 平 \ 颌 导 沪 式 等 等 ;都 售 经 有 过 广 葵 ,对 青年 同志 的 ， 
思想 也 镶 起 过 不 少 波动 。 其 中 , 除 右派 分 子 的 恶毒 的 有 意 的 攻击 外 ;有 些 意见 虽然 是 资产 
阶 般 思 想 在 作 崇 ,没有 类 清太 是 大 非 , 可 是 ,我 们 讨 凑 的 考虑 了 这 些 意 见 ,分清 是 非 ， 化 清 
极力 量 为 积极 力量 ,以 有 利于 工作 的 开展 。 

并 不 是 襄 我 们 的 工作 已 经 尽善尽美 了 ， 相反 在 我 们 的 三 写 物 中 还 存在 着 诈 多 铅 点 : 

失 之 于 简略 ; (3) 对 远景 描述 的 少 ; (4) 竹 写 过 程 较 长 ,材料 显得 陈旧 等 等 。 

“现在 只 就 已 经 出 版 和 快要 出 版 的 几 区 提出 以 下 几 点 改 明 : 

第 一 ， 更 在 国家 实行 的 七 个 " 径 济 协作 区 ”和 过 去 十 个 经 济 区 的 界线 有 很 大 册 叉 & 

体 同 志 本 着 科学 研究 为 国家 经 入 建 设 、 文 化 建 役 服务 的 精囊 ,都 有 彻底 改变 一 下 旧 稿 的 愿 

2, 但 由 于 (1 我 们 还 没有 完全 掌握 七 大 协作 区 的 多 济 资料 ， 马 上 改变 还 须 重新 组 查 ; 重 
新 狂 写 ,势必 延长 时 日 ;否则 机 械 的 把 这 些 省 加 在 一 起 ， 也 不 能 充分 体现 出 它们 在 生产 上 . 
的 联系 ,在 学 术 上 也 不 能 起 到 实际 的 作用 ; (2) 已 盘 版 的 华北 区 多 济 地 理 , 已 包括 了 而 东 、 
河南 二 省 ,如 重新 把 山东 放 在 华东 协作 区 ,河南 加 入 华中 协作 区 ,势必 造成 许多 重复 工作 。 

罗 过 长 时 间 的 讨论 ;最 后 大 家 一 致 同 意 玻 时 仍 按 原 计 划 出 版 , 待 条 件 成 熟 时 再 作 全 面 的 修 
改 , 原 想 在 今后 粳 写 西南 区 时 加 上 西藏 ,西北 区 内 加 廿 新 疆 ,但 由 于 资料 和 篇 幅 关 和 柔 ,西藏 
和 新 疆 仍 将 另行 分 册 出 版 。 

【了 巧 科 学 水 平 不 高 ,分 析 不 够 深入 ,特点 不 十 分 突 则 ;〈2) 受 体系 拘束 ， 5 EE ‘a 

t 

EAUMER MDE, AOL HOES, TERA 
5a. EM AGE a2 Se Ses AAA, APES, Die RASTER me HK 5c 

整 的 工业 体系 ,其 中 特别 是 将 内 蒙 划 大 华北 区 ,西藏 列 大 西南 区 , GA PAL , 

iv 。 



内 蒙 \ 西 藏 、 新 疆 三 区 得 到 经 济 发 展 、 aches aaicecetet 从 而 快速 的 改变 落后 经 济 面 4 
Bo MEAT AUMSEL BROIL, WEA A RIA, 
a 第 二 ， 已 出 版 或 郎 将 出 版 的 华中 、 华 南 、 华 东 三 区 的 调查 ,: 是 在 1956 年 进行 的 ,全 国 
大 跃 进 以 来 ,各 方面 都 发 生 了 互 大 变化 ;虽然 我 们 尽力 补 序 了 ;- 些 新 的 豆 料 ， 但 部 分 内 容 
还 不 能 与 现实 情况 相符 。 将 要 出 版 的 西南 ,东北 \ 西 北三 区 ,调查 工作 基本 上 是 1958 年 进 
行 的 ， 但 限于 三 者 水 平 ， 对 大 耻 进 后 生产 力 配 和 特征 和 安民 前 生体 会 得 还 不 深 询 ， 有 待 于 
今后 作 进一步 研究 和 修改 。 pon 

4 第 三 ， 直 于 祖国 国民 经 济 史 无 前 例 的 跃进 ， a EWR T ARE: 由 于 人 民 

肥 迁 的 广泛 建立 出现 了 许多 新 事物 , 使 许多 观念 陈旧 了 。 上 比如 : (1 由 于 各 生产 战线 上 
的 跃进 ， 不 仅 东 北 \ 内 蒙 、 产 疆 西藏 .青海 等 人 口 稀少 地 区 劳力 不 足 ， 而 人 口 密集 的 长 江 

友和 角 浏 、 球 江 三 角 济 、 四 川 盆 地 等 地 劳力 也 感到 紧张 。 人 是 生产 上 最 积极 的 因素 人 多 好 
办 事 , 人 是 最 宝贵 的 财富 。 因此 过 去 所 衣 “ 人 多 劳 才 序 充裕 "， “人 口 密度 高 劳力 就 有 剩余 入 
的 避 法 已 经 过 时 了 ， 中 国生 产 大 跃进 ， 钴 食 的 高 额 丰产 ,充分 证 明 马 克 思 恩格斯 的 “劳动 创 
SEHR IR ARR JR, (8 SARE A ie ERT. (2) AP DL 
RL“ S SALI “AIL” SERA SLA T PSMA 
活动 ,使 居民 职业 构成 面临 着 互 大 的 变化 ;工业 人 口 \ 农 业 人 口 \ 基 本 人 口 “ 丢 扶养 人 口 ” 
的 涵义 也 在 变化 中 。(3) 由 于 糊 食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激增 ， 将 来 到 处 都 有 余 詹 , 不 仅 将 使 生 
产 力 配置 要 发 生 极 大 的 变化 ,而 且 使 “商品 炬 ”的 池 义 ,也 将 要 发 生 盾 的 变化 。 (4) 为 了 使 
我 国 季 济 飞跃 前 进 , 机 械 的 计划 观点 与 机 械 的 平衡 观点 已 经 不 适用 了 ,我 们 所 需要 的 是 积 
极 辩 证 的 计划 ,积极 辩证 的 平衡 ,使 落后 部 门 赶 上 先进 ,先进 部 门 更 加 先进 ,也 就 是 属 要 大 
家 向 前 看 齐 , 而 不 是 向 后 看 齐 。 (5 由 于 我 国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工 业 建 屋 上 取得 了 巨 
天 的 成 就 ,目前 中 小 型 工业 肖 地 开花 ,已 开始 走向 粽 合 发 展 的 道路 ,“ 工 业 体 系 ” 思 想 “ 崇 

“ 合 利 用 "思想 " 径 济 协作 "思想 都 应 提 到 极 重要 的 地 位 。 地 区 和 部 门 配置 都 应 当 从 六 亿 人 
电 则 发 ,考虑 全 面 发 展 共同 提高 。 首 先 保证 重点 工程 的 原则 更 加 重要 了 ,生产 上 的 节 狗 更 
而 重要 ;这 就 是 避 , 由 于 工业 的 副 地 开花 ,有 计划 按 比 例 的 法 则 就 更 加 重要 了 。(6) 大 工业 
是 国民 经 济 中 的 骨干 ,但 中 小 型 工业 数量 大 ,分 布 广 ， 也 不 容 忽视 。 过 去 咒 工 业 发 展 决定 
闭 安 亚 的 发 展 ,那么 今天 中 小 型 工业 的 建设 主要 旦 面向 农村 的 ,因此 ,对 农村 工业 来 属 , 它 ， 
的 发 展 , 却 大 部 分 是 彼 农 业 的 需要 决定 的 。 所 以 在 分 析 问题 时 ;应 充分 体现 在 优先 发 展 恒 
工 亚 情 驶 下 工农 业 井 举 的 精神 , 朗 工 业 可 以 促进 农业 ,农业 也 可 以 促进 工业 的 精神 。 一 名 
话 , 必须 贯彻 联系 的 全面 的 、 辩 证 的 分 析 问题 的 精神 ,不 可 片面 的 强调 任何 一 方面 。(7) 

| 直 于 人 个 的 “冲天 干劲 "和 英雄 气魄 ,使 "高山 低头 ,河水 直路"， 使 山洪 变 成 交通 、 灌 浙 、 发 
电 的 宝物 。 由 于 提前 播种 而 拉 长 了 “生长 季节 ”, 由 于 人 们 如 法 抗 塞 而 推进 了 冬小麦 .水果 
生长 的 极 北 界线 , 迁 去 许多 象 "化 河 要 淹 ”…“ 雨 少 受 早 "等 等 观念 也 不 能 机 械 的 搬 用 了 。 

我 们 的 政策 水 平 、 思 想 水 平 低 , 理 葵 修养 也 差 ,虽然 看 到 了 这 些 问 题 ,但 还 不 能 很 好 的 
贯彻 ,不 足 之 处 甚 多 。 同 时 我 们 的 科学 水 平 也 还 不 高 , 知 哉 还 不 够 全 面 ， PA xt 
还 有 不 深 不 透 甚至 不 够 恰当 之 处 。 

希望 一 切 读者 经 常 输 我 们 提出 批评 ,作为 今后 改正 的 根据 ,并 可 进 一 ， 步 督促 从 事 这 介 
工作 的 全 体 同志 秋 续 努力 前 进 。 

全 部 轻 济 地 理 志 ,限于 人 力 , 不 能 同年 出 版 ,这 是 一 个 无 法 弥补 的 缺点 ; 随 着 中 国 经 济 

= . TV 全 

e\ - 



es Sees 我 们 期 待 着 有 那样 一 天 ， 以 同一 年 的 材料 ;加 以 修正 ， al 
P AA — REE, 

24) 

WHS (19584 8 月 10 日 于 富 拉 尔 基 ,1959 年 5 月 修改 ) ” ， 

‘ 
‘ hy 个 

“西南 地 区 轻 菩 好 理 ” 中 的 四 川西 部 和 云 声 西 部 (包括 阿 圾 藏族 自治 州 ; PERE IAN, BES -二 
KT REIN ISR BR RRR ISIN) ALLER, EG Bin Rot 

Dui FARE IIe BAD HB PRET, MENHRNT ROAM SEMANA. SR 
EAE T AEA HRT 2S ee BA ee 志 参 加 了 云南 
“的 疆 查 工作 并 入 制 了 部 分 附 图 。 三 省 历史 地 再 概述 的 丹 写 主要 依据 能 忠英 、 宋 力 夫 三 同志 的 研究 成 
Bs SERIE, SUBSE LUE TERT PEP NRT SRE Ao HLS RS SIS SD 
RE ERH ARSOMA. MRR, 承 有 关 单位 及 地 理 研究 所 诈 多 同志 提供 不 少 宝贵 意见 i 

si LAER SEEME MOLI SHULER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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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G tt KE 面 与 西藏 .青海 .甘肃 、 陕西 、 湖北 、 湖南 、 广西 等 省 区 粗 接 ， 南面 和 西 

再 面 与 越南 ̀ 老 担 , 顷 旬 、 印 度 等 国家 相 邻 ， 二 地 面积 移 118 万 方 公里 ， Heh 12%4, 

AWA10,815 77 (195755) HAE 17% 0 STEN SEE ITS 

BATA Sh ee BE De Se aes PGR, RK 与 周围 省 区 及 国内 各 地 相 联系 

达 区 邮 形 可 分 为 三 部 分 。 四 川西 部 及 云南 西北 部 属 青 - He 6 BR AK 2B Hh PER 
3,000—4,0002K , ARP LIS IR AAA OK, WANS SSE PARI VERI , AES ZEB — OP OR 

至 四 \ 五 千 米 以 上 不 等 ,河谷 底部 为 以 耕作 业 为 主 地 区 , A RHA KEE, BINS 

逢 及 云南 的 其 余地 区 通称 云贵 高 原 , 海 拔 大 、\ 七 百 米 至 2,500 类 左右 , 高度 自 西向 东 、 自 南 

向 砂 降 低 , 这 一 隆起 地 块 因 久 经 河流 切割 ,地面 亦 斋 崎 哎 , 趴 阳 、 进 义 . 昆 明 \ 大 理 等 许多 出 
间 侈 地 (扣子 ), 表 部 秘 四 周 冲刷 下 来 的 物质 所 复 盖 ,为 高 原 上 耕作 活动 的 中 心 。 位 于 青藏 
高 原 东 面 和 云贵 高 原 北面 的 是 四 川 盆地 ,周围 山岭 环 伐 ,盆地 内 部 多 什 为 海拔 250 一 700 米 
的 丘陵 地 , 耕 明 甚 感 ,盆地 西部 的 成 都 平原 (西南 区 面积 最 大 平原 ) 共 作业 尤为 发 达 。 
四 川 全 钳 及 贵州 \ 云 南 两 省 中 北部 均 属 长 江上 游 流域 ,贵州 东部 属 长 江 中 游 的 支流 沉 

江 正 游 流域 ,二 者 合 占 全 区 面积 狗 四 分 之 三 ; 趴 州 南部 及 云南 东部 属 西江 - 上 游 南北 盘 江 流 
域 ,云南 西部 及 南部 则 属 在 中 南 牛 岛 太 ; 海 族 河 流域 。 

气 想 因 地 形 与 自 度 的 不 同 而 复杂 多 样 ， 青 藏 高 原 冬季 严寒 ,一 月 军 均 气温 一 2 至 

— 8 C, 夏 温 不 高 ,七 月 10 一 18" ,全 年 无 霜 期 150 一 200 天 ,有 的 地 方 不 到 100 天 ， 种 植 耐寒 
HEM) Hh, HE SH RES A, We BEAR. 年 降水 量 600 一 
1,000 毫米 , AMAR, BA Oe Pe A A 
Ars ) EE BU , ALA FL BL, Amie BE, — ABs EO 15° Db, PEW, 
月 平均 气温 20 一 24 FORTIS A BIE TA ASE CHE 适合 发 展 热带 与 亚热带 作 
yy, 年 降水 量 800 一 1.500 毫 米 ,以 西南 部 及 东南 部 最 为 丰沛 ,雨量 集中 降 于 4 一 to 月 ,有 明 
_ 量 的 干 温 季 。 云 趴 高 原 东部 ( 即 足 州 大 部 分 地 区 ) 与 西部 对 比 ,主要 差别 为 冬 温 较 低 , 夏 温 
稍 高 。 四 川 贫 地 冬季 较 趴 州 兆 暧 ,一 月 平均 气温 5 一 8" , 俭 地 南部 亚热带 作物 生长 良好 ;, 夏 

季 在 西南 区 最 为 类 热 , 七 月 平均 气温 达 27 一 29", 年 雨量 与 趴 州 地 区 相 若 , 为 800 一 1000 ， 

EK, | 
, 居住 在 西南 辽 关 土地 上 的 一 亿 多 人 口中 , 除 汉族 占 大 部 分 外 ， 还 有 藏族 苗族 、 琴 族 ， 

As BT A He ES FT ORI LT BS APN LR IIR TR A 
族 \ 鳌 族 \ 布 郎 族 、 阿 昌 族 、 怒 族 、 蒙 古 族 \ 独 龙族 ̀ …: 等 多 种 少数 民族 ， 合 计 占 总 人 口 12 儿 
以 上 。 解 放 了 的 兄弟 民族 ,由 于 在 党 的 俩 导 下 ,实行 了 区 域 自治 ， 进行 了 各 种 民主 改革 ， 5 
WHKA RSA ER TATE RS LIFE EW ORE KM AM. 

SEREHBADBERAR BORA, VAHL , AE Re I RE 
ERE, PHB BR 400 ADL, AHA MRR BME RAN A aE 200—400 

A, A SN 29 BARR, SRAM UP OE FH 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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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G RR ROG NARA, SOAR A —R G  S OR PS 
| CRAMMER SHR EEKD RB, EY eh TE, Bl Otho, 
PO Ji] AER A ARE , PUN ASARSR , ze HOSEA FS RE Re FO EL Pe / 
要 的 贸易 商品 。19 世 和 纪 末 期 以 后 至 抗战 前 的 数 十 年 间 , 英 \ 日 帝国 主义 势力 由 长 江 进 太 四 
川 ， 法 、 英 帝国 主义 势力 分 别 由 越南 和 箱 旬 伸 入 云南 ,先后 开放 重庆 \ 万 县 .昆明 \ 蒙 自 \ 隐 
冲 等 地 为 商 夫 , 大 量 廉价 收购 生 炎 ,茶叶 、 桐 油 、 猪 又 、 尔 、 锡 等 物 兰 ， 推 销 纱 布 及 各 项 日 用 
品 。 现 代 工业 极端 落后 ， 只 有 少数 食品 、 德 积 、 机 械 修配 以 及 兵 工 、 造 币 等 工厂 wR 
间 ,华东 \ 华 中 部 分 官僚 资本 和 民族 资本 所 办 企业 迁 不 本 区 ， 在 重庆 、 泸 州 \ 宜 宾 \ 内 汪 \ 南 

: 充 、 贵 阳 、 昆 明 、 昆 阳 等 地 建立 了 一 些 钢铁 、 兵 工 \ 机 器 修配 \ 纺 碘 \ 造 币 \ 制 糖 等 工业 ， 但 至 

抗战 转 束 ,不 少 工厂 迁 走 ,美制 工业 品 大 量 借 销 ， 工 业 又 趋 衰 落 。 农业 生产 由 于 国民 党 反 

动 派 成 时 与 战 后 的 掠夺 破坏 ,也 处 于 极为 萧条 的 局 面 。 

解放 以 后 ,全 区 各 族人 民 迅 速 恢 复 与 发 展 了 国民 经 济 ， 取得 了 伟大 皮草 钢 、 ro 

RO Ah BET eM 7 AK dn FAREED 1949 年 为 100 ， 钢 、 煤 产量 以 1952 

年 为 100 ep 

ie: PE CEA. 

KARR RR, ABSA Pe tee Pee 1957 EAR AAR cal 

产量 分 别 占 全 国 近 20 $0 Fl 45% DL FAK DREAM BAER AR 
WE HA Hal Ye, Ae. andes RH ES ES BR RK ARK RE 运销 国内 

外 。 工 业 磊 面 , 解 放 后 虽 有 很 大 发 展 ， 但 和 东北 、 华 北 、 华 东 上 比 较 起 来 ， 毕 苋 还 是 落后 的 ， 
_ 1957 年 钢 和 煤 产 量 分 别 只 占 全 国 6 多 和 8 %, 钢铁 、 et te 日 用 品 还 

, 须 由 区 外 供 欠 一 部 分 或 大 部 分 。 

RAT EAR PELE SBE HL, SRI RD, EAH CAL 
车 )。 全 区 稻谷 产量 狗 70 % DAF OS NBs Tee HH PF AZ ee Bs aR, BEA 
稻谷 主要 产 区 为 云南 东部 \ 贵 州 中 部 和 北部 ,稻谷 商品 率 较 高 的 是 成 都 平原 ,嘉陵 江 下 游 及 ， 
江津 、 洲 陵 之 间 的 长 江 沿岸 丘陵 区 。 小 麦 大 部 分 为 舟 田 的 务 作物 ， 四 川 盆 地 产量 占 全 区 
80 乡 ,本 区 并 食 产量 中 杂 糊 比重 大 ,而 水 田 冬 种 比率 还 不 高 发展 灌 浙 、 充分 利用 冬 开 水 田 ， 

实行 舟 麦 两 熟 制 , 增 加 竹 姜 比重 ,是 本 区 糊 食 生产 的 重要 方面 之 一 。 甘 米 主要 分 布 于 四 州 

， 倪 地 周围 出 区 、 贵 州 西部 和 云南 东北 部 ， 甘 昔 主 要 产 区 是 四 川 盆 地 北部 贵州 东部 和 云南 “ 

东部 海拔 1800 米 以 下 地 区 。.: 由 于 1958 年 本 区 疙 伪 产 量 有 很 大 增长 ， 玉 米 、 甘 昔 的 播种 

面积 中 抽 庆 出 一 部 分 用 来 发 展 经 济 作物 。 本 区 商品 钴 的 集散 中 心 为 重庆 、 成 都 贵阳 、 昆 

Sih, KATA ALARA EK DLA PLA, Tine EAA 

调 。 

轰 济 作物 以 油 荣 籽 播 种 面积 最 大 ;其 次 为 棉花 ,再 次 为 花生 烤烟 ` 甘 蔗 和 芋 麻 。 油 荣 

籽 大 部 分 与 稻谷 换 荐 ,四川 产量 占 全 区 80% 为 了 增产 油料 ， 一 方面 入 和 续 发 展 油 荣 籽 生 

. 2 天 

+a 



PPL ETE A PR A CM 7 A TEE TE 
过 去 庆 为 本 区 气候 条 件 不 适合 种 植 棉 花 ,经 解放 以 来 不 断 的 实践 起 明 ， 夏 旱 \ 秋 雨 等 

不 利 的 自然 因素 是 可 以 采取 措施 克服 的 ,四 川 简阳 、 射 洪 和 云南 宪 川 都 出 现 了 亩 产 百 斤 皮 
. 杭 的 天 面积 丰产 田 ， 贵州 印 江天 部 分 棉田 亩 产 皮棉 亦 达 60 斤 以 上 。 此 外 不 少 棉田 有 亩 
: 产 三 、 三 百 斤 的 记录 。 目 前 本 区 主要 产 棉 区 为 四 川 沱江 与 涪 江 中 游 流域 , 灵 要 产 区 是 云南 
西部 、 中 部 及 趴 州 东 北部 河谷 地 带 ， 四 川 产量 占 全 区 90% 各 地 所 产 棉花 分 别 运往 重庆 、 成 
#8, EHO L Te ERM RARARE, ES) ATS GE LE 
GL, WHAETRELREDENRAROLZS, RV ie Ree 
JER FDR ACER A 2A oa e TG S, O J  BRTS HICA —ARL T HEE 
SSL EREM HOA RST CHALE WEA Tae REE | 

| FPP RAS RK Re RO PEA 
的 手工 业 。 消 麻 量 不 多 ,产量 的 大 部 分 调 往 沿海 各 省 和 出 口 。 嘉 陵 江 、 涪 江 \ 岷 江 中 游 以 

SU AAS EASES BS. WIR, RR ALR LL 
MRA EAL PAEMENABRAABREX. | 
SEE ERAT ER, 相当 全 国产 量 的 25% , 产量 的 三 分 之 二 分 布 于 四 川 交集 

中 于 小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 余 产 于 云南 中 南部 谷地 ,四 川内 江 、\ 资 中 、 商 阳 、 富 顺 及 云南 华 宁 元 
广 、 元 陵 境 内 均 有 机 制 糖 厂 。 区 内 外 食糖 需要 量 大 ,四 川 宜宾 ,泸州 一 带 的 长 江 两 岸 ̀, 妆 宁 
河 下 徐 * 云 南 南 部 沿江 地 带 和 呐 州 西南 部 南北 盘 江 河 合 均 将 扩大 坊 田 面积 ,并 将 在 产 区 中 

_ 心 相应 地 建立 芒 糖 加 工 工业 。 
烤烟 产量 占 全 国 将 近 30% 5 趴 州 中 部 和 云南 中 部 为 生产 中 心 ， gue sem, SBR, 

BC BRARE TE SRS LR RNS, i RE 
F¢ Bi thl— BA SE A 

Je AAR Hl th AER, 五 倍 子 等 多 种 产品 在 国内 也 占 重要 或 主要 地 位 ， 云南 南部 且 . 
可 发 展 咖啡 、 剑 麻 、 香 芭 、 菠 藉 、 香 共 等 热带 作物 生产 ， 开 展 多 种 经 营 的 自然 环境 是 极其 优 
越 的 。 

全 区 森林 面积 和 蔷 积 量 在 国内 仅 罗 于 东北 区 ,四 川西 部 和 云南 西北 部 岷江 上 游 .大 渡 
河中 上 游 、 雅 龙 江 、 金 沙 江 ̀\ 怒江 和 恩 梅 开 江 流域 海拔 2,000—3,500 米 的 谷地 和 山地 都 有 
大 片 原始 森林 ,贵州 东部 请 水 江 、\ 都 柳江 以 及 黔 南 、. 溃 东南 北 盘 江 流域 也 有 森林 分 布 ; 现 采 : 
伐 量 最 大 的 是 虐 江 和 大 滤 河上 游 林 区 以 及 清水 \ 都 柳江 和 南北 盘 江 林 区 ,所 伐木 材 除 供 本 
EA, ABD EE CAR RGAK. 

FRB WRK, ca AAA MLAS ETRERMEE, ORNS aS 

APRA ARR, BREE ES AE, PEST aE AER 

国外 。 BA MADE KIT SALAH, BRIA SHANE 
PRibo 

本 区 黑色 与 有 色 金 属 \ 煤 痰 等 矿产 资源 灵 常 丰富 ,现在 已 轻 建 立 而 欧 为 重要 的 重工 业 

部 门 填 有 钢铁 冶炼 有色 金属 \ 机 器 制造 \ 煤 炭 开 采 和 化 学 工业 。 

-重庆 地 区 为 目前 全 区 钢铁 工业 中 心 ， 拥有 炼焦 、 TER, SR SWRA ARSE &, BF 

PS A SP BK AA HE , BR ee PSE HR BES, RD AE 

te. Say 



PaGeT AL Ge KES. BPR RRMBA, BIEL REAR KAD A 

2, MUAAMHA HINARI KS TORACEN EA, Bieri RE , 

PSEA BE HT TARTAN, LRA AST a 
RMGMEMER BARE HES BAT} PM BARRA, WLR, 
在 以 钢 为 独 的 方针 指导 下 ,本 区 一 方面 大 量 发 展 了 士 法 冶 然 炼 饥 业 ,同时 利用 附近 地 区 燃 
AUS, TOR RAB A SLY ay TE ES ET 
MAE MP DCL AMMEN, BL BAH Be OIE OE, De AAPL AR eB OT 
AB MERA hes: 

EK Poe 88 9h SE OE REGAL A RRR OE eT 
RA, BRT BS A TSRMBAMSD, SV RaW A PRL eA ee II 

BS, SASED Ria A ti TRS A FING, PA ALT , HT ND 

ke, FURL BEM LOT RI FPL EAT 了 大 规模 开采 与 冶炼 。 贵 州 地 区 铝 矿 资源 著 
称 全 国 , 亦 有 条 件 进行 开发 。” 
动力 机 器 金属 切 创 机 床 、 矿 出 机 械 和 交通 机 械 的 制造 与 修配 是 未 区 现 有 机 器 工业 的 

主要 构成 部 分 ;重庆 ;成 都 \ 昆 明 \ 趴 阳 为 机 器 制造 业 中 心 , 目 前 所 产 各 项 机 器 还 不 最 区 两， 
需要 ， 而 本 区 矿产 采掘 、 金属 冶炼 ,电力 和 交通 运 壤 业 正 在 日 丛 发 展 ,矿山 \ 冶 金 、 交通 机 械 

与 电站 设备 的 制造 有 必要 作 谤 大 的 扩建 与 新 建 。 

-重庆 附近 的 南 桐 \ 天府, 昆明 附近 的 一 平 浪 和 明和 良 以 及 贵阳 市 郊 的 移 井 是 现在 本 区 和 采 

” 掘 规 烧 较 天 的 煤矿 ,其 他 较 重 要 的 煤炭 产地 分 布 于 四 川 的 荣昌 永川; 威 远 , 娄 为 . 乐 耳 、 广 
Te, BM AAR HE MY, BSNS FAS. BRAK A ALR AR BB 

AS MS FSS FF 5 A SET RIE FE SRR, ae Ze5E MLR AK 

汐 需 要 。 
1 

化 学 工业 现 以 酸 碱 和 肥料 制造 为 主 , 前 者 以 重庆 、 宜宾 、 成 都 、 昆明 为 中 心 ， BADE re 

A CAS WBE FR BEES, AR RAG TR ER PT eA RY, GRE TOS 

2B SWAB EHAAHER SD, Bhs CT WRARAN REED, 

PER BGARMATOV ARE, PRS REBEL RB BARER, ZEB 

车 里 程 已 由 1950 年 的 1 DAR BIS 1958 ME ADRES 同期 内 河 通航 里 程 由 ， 

1.3 万 公里 堆 至 将 近 2 万 公里 ， 先 后 新 建 、 修 复 已 经 通车 的 铁路 计 有 成 注 、 宝 成 、 内 昆 路 

Ro 

ROE JN ASAI ARP KA Re, BEE 
JES WR PU SSRI TE EES, SRS RES ee, JT 
FB WALES, A AE RH KT TEDL AA 
TW OME, AWE ER SE RO, KTH KHER 
GML, MLA Dy PvE INE LIE PS ERIC ACR DL a BE RRA, S 
KS POD PDL TAR SE BB, ALE 5S ORE OOD FE SEIN > s SERB Dy BEEN 
范围 包括 四 川 盆地 西北 部 及 四 川西 部 高 原 地 区 ,以 成 都 为 集散 中 心 ; 黑 桂 铁路 物资 流转 范 
国 包 括 财 中 \ 败 南 和 黔 东 地 区 ,以 足 阳 为 集散 中 心 ;云南 东北 部 以 外 的 其 余地 区 ,物资 糖 出 
不 大 部 分 由 温 越 铁路 经 河内 转 广 西 境内 铁路 翻 运 , 部 分 贞 黯 滥 公 路 经 黔 桂 铁路 转运 ,以 昆 

ote, dis 

SQL) RR SERBS, AERAOKE, ADH TAK LAE MR 

a ; 



Py yet, ELS HT HRES FIRE, AOC ys OY Jess hs he 
， 间 各 辟 了 一 条 横贯 线 , 且 将 使 本 区 与 华中 、 华 东 \ 华 北 等 区 的 交通 联系 更 为 方便 。 

自然 痪 源 丰 富 多 用 的 西南 地 区 ,在 各 族人 民 辛 勤 的 劳动 下 ,到 处 呈现 着 欣欣 向 药 的 最 
象 ,不 需 很 长 的 时 间 , 屁 不 仅 将 为 国家 提供 数量 和 种 类 更 多 的 家 产品， 而 且 将 具备 纺 大 的 

”工业 和 稠 审 的 铁路 和 有 路 运输 网 。 



mom 省 
四 川 位 于 西南 区 北部 ， 包括 温江 、 入 阳 、\ 南 充 、 达 县 、 万 县 、 涪陵、 江津 、 内 江 、 泸州 、 宜 

RW, HER, A 13 PSR APES IE, HERBIE, Lee ANSE ae: 

193 个 县 及 成 都 、 重庆 、 自 页 等 10 个 市 (图 .1)。 全 省 十 地 面积 567,000 方 公里 。 

(一 ) 自然 条 件 
按 一 般 自 然 地 理 特 征 ， 本 省 可 分 为 两 大 部 分 ,东部 为 四 川 盆地 ， 本 部局 青 高原 ,者 

REO MASH Ee, I= BINA AR . 

DS JI ae HEAR ite te HUT BSE SE, ASH) Be Hy — Pe, 围绕 四 周 的 是 海拔 1000 ， 

一 3000 米 的 出 地 或 高 原 , 爸 地 内 部 高 度 仅 250 一 700 米 ， 地 层 周 老 中 新 ， 周围 山地 大 多 局 

古生代 或 古生代 以 前 ， 而 盆地 中 部 大 郑 分 为 中 生 代 地 层 。 

蚁 是 于 丛 地 北 移 与 甘 陕 交界 的 统称 为 大 巴山 地 , 放 的 西 段 为 龙门 山 ， 自 成 都 平原 北部 

 : 动 境 以 西南 一 东北 走向 直抵 广元 附近 ,是 一 个 狭窄 的 福 狼 带 ,海拔 只 800 一 1.500 米 ; SEAR 
′ -为 东西 和 西北 西 一 东南 东 走 向 的 米 仓 山 和 大 巴山 主干 ,是 二 个 实 问 的 平行 往 级 带 , 面 幅 ， 
重 渤 ,海拔 1500 一 2,000 米 ， 为 长 江 支流 渠 江 和 汉江 的 分 水 岭 ， ge B Nin 

Fh UALS TA RLSM AS A), BE TEA REEL SEL EBB 
“地 东南 及 南面 与 湖南 ̀ 贵 州 交界 的 福 氏 山地 以 娄 山 为 主 二 ,高度 1,000—1,500 米 ， 走 向 西 
Hist AREAS DRG OER GRA ERR, 
RAR WH MALT, AHA RS RAR, BRAC RIEBE 
We. i le , a: Bae ia 

盆地 内 部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南 部 为 长 江干 流 所 经 ,其 北 各 支流 分 别 穿 经 盆地 中 北部 南 流 
入 江 。 答 地 内 部 地 形 可 分 三 部 分 : 达 县 合川. 隆昌 、 宜 宾 以 东 为 平行 岭 谷 区 ,其 西 至 剑 关 、 % 
ee RAL RN Ja FE He 5 FG ABE DR 2 AY NDB) | RABE 
MAE hy RA PS, BS SRE WROD BeOS, B 
地 松软 ， 河 流 循 此 发 育 , 谷地 海拔 只 200 一 300 2K; HA BARONS ACCT VE 
$2, ASB LH, WM EAR a 1,000 2K, | A 

平行 岭 谷 区 山脉 共 十 余 条 ,向 东 直 至 云 阳 \ 石 柱 县 卉 ， 西 至 隆昌 ase —H, pict 
FET I) WHS (HABE 155028), HLL, ERA, 
塘 、 观 得 三 峡 ( 小 三 峡 ) ,东山 及 其 余 山 脉 在 彼 长 江 横 切 处 ， 亦 形成 数量 很 多 但 不 甚 紧 窗 的 ， 
炭 谷 。 盆 地 中 部 方 山 丘陵 地 为 作 水 平分 布 的 杠 砂 内 和 紫色 页 岩 的 互 层 , 受 嘉陵 江 、 渚 江 、 
沙 江 及 其 繁 密 支 流 的 侵蚀 ,成 为 阶级 状 的 方 山 丘 陵 , 海 披 250 一 400 米 ,丘陵 地 内 河流 汉 淘 ， 
密布 ,地 面 分 制 甚 剧 ,但 相对 高 度 只 50 米 左右 ,沱江 流域 不 少 地 方 仅 二 、 三 十 米 , 寅 小 的 谷 “ 
地 梯田 广 布 5 丘陵 顶部 亦 多 已 开发 耕作 。 成 都 平原 以 龙泉 背 匀 与 中 部 方 山 丘 陵 地 为 界 ; 北 “ 
起 灌 县 、 德 阳 , 西 至 大 昌 、 邢 屿 , 南 至 青 神 , 边 糙 环 以 高 度 不 大 的 丘陵 地 ,这 是 西南 区 面积 最 
为 广 天 的 平原 ， 狗 达 8,000 方 公里 ， 主 要 租 成 部 分 为 岷江 冲积 扇 ， 占 整个 平原 60% OT 

* 6 * 



BA PHL SKLAR BIER, SIR BER, PRS 
se aca a 750 ai ;成 都 500 AK) ,河渠 密 稠 ， ， 循 局 面 江浙 着 平原 内 和 大 部 分 

的 耕 地 。 
四 诈 西 部 高 原画 积 和 东部 盆地 (包括 周转 山地 相当 ,位于 青 总 高原 的 东南 部 ,大 部 分 

。” 地 面 高 度 在 3,000 米 以 上 ,而 在 4.000 米 以 上 的 占 了 一 全 的 面积 。 SHU AULA 
古雅 艺 江 折 多 出 及 大 雪山 \ 大 渡河 等 自 西向 东平 行 锥 列 ,为 我 国 著名 的 峡谷 地 带 ， 地 面 
,相对 超 伏 很 天 , 耳 春 一 般 高 于 河谷 一 、 二 千 米 ， 其 中 贡 咀 山 (海拔 7.530 米 ) 高 出 大 渡河 谷 
HB CIAZE 1,330 米 ) 达 6,000 ROLL, Wire, CRAP RE REPRESS & Ww. TE 

AE VEST Bie HOGA ea HS RE PE SHIP 
ABUT MWCARWA BAER. GAO OK, VRABSR BS, E 

FA MAE, RES, UY RE A, EM A ee oe 
区 ; 橱 平 多 气温 达 18*C 以 上 ,冬季 温暖 ,西南 部 长 江 沿岸 的 宜宾 、 泸 州 一 带 冬 温 尤 高 ;一 月 、 
平均 在 和 "左右 ,中 部 内 江 '\ 合 川 一 带 一 月 气温 亦 达 6 一 8", 盆地 北部 达 县 、 南 部 、 三 台 及 
成 都 地 区 稍 低 ,在 4 一 6" 之 关 。 盆地 冬季 极端 最 低 气温 只 2 "左右 ( 和 宜宾、 内江、 重庆 ,1.6 二 

工 25 态 需 雪 少见 。 春 季 开 始 早 , 增 温 远 速 , 宜 、 泸 一 带 三 月 平均 气温 近 15" ,中 部 13" 以 上 ，、 
Jie RABE RR 11—12° , 09 AMET LIF 16—18°DLL, 夏季 炎热 ， 7 月 与 8 A 

均 气 温 相 车 ,盆地 中 南部 在 28" 上 下 , 北部 及 成 都 平原 26—27°, AR BRS HK 44°, 

342°, FRAO ABS 月 或 10 月 较 4 月 平均 气温 均 略 高 。 全 年 无 需 期 较 长 ， 无 需 日 数 
在 280 天 以 上 ,宜宾 重庆、 合川 县 超过 330 天 。 盆 地 内 部 年 降水 量 900 一 1100 训 米 , 东 南部 

BSF 1,200 SK, ILA MP 926 SK, SEM 45 二 55%% 降 于 夏季 ， 和 夏 十 
牵 自 东 向 西 递增 ; 春 ̀ 秋 季 雨 量 分 别 占 全 年 20 一 25 及 25 多 ,不论 技 降 水 量 或 雨 日 , 秋季 均 
上 比 春季 为 多 ,这 种 情况 在 盆地 北部 光 为 明显 ,同时 因 春 季 燕 发 量 大 ， 因 此 采取 各 项 措施 保 、 
证 夏收 作物 所 需 水 量 ,为 耕作 业 重 要 避 题 。 但 各 地 年 降水 量 及 夏 全 年 主要 作物 生长 季节 的 ，， 

雨量 相对 变 率 小 ， 这 是 四 川 盆 地 作物 收成 稳定 的 重要 气候 因素 。 

四 川 丛 地 周围 山地 气候 状况 与 盆地 内 部 差别 磅 大 的 是 大 巴 册 区， 年 平均 气 温 .16 一 

“ ,二 月 平均 2 一 3 ,8 月 (最 热 月 )25 左右 ， 年 雨量 与 盘 地 门 部 不 相 上 TD 南 坡 及 海拔 较 

a Sai 部 为 丰富 。 

本 省 西部 高 原 除 西昌 地 区 外 ， 由 于 地 势 尝 高 ， 气候 的 主要 特点 为 赛 痊 。 地 势 起 伏天 ， 

谷地 和 国 岭 气温 相差 悬 丈 ， 一 月 平均 气温 在 高 度 2,500—4,000 米 的 地 方 为 一 3 至 一 7 

(康定 一 35。, 理 塘 一 6,7"; 乾 宁 一 6.3", 甘 孩 一 4.2") 康 定 、 甘 孜 \ 局 尔 康 等 地 月 平均 气温 在 0 

，” 久 下 的 有 2 个 月 (12 一 1 A), 理 塘 . 乾 宁 、 松 潘 达 4 个 月 (11-2 月 ), 7 月 气温 在 20* 以 下 
《康定 16.3", 理 塘 9.6° ,甘孜 14.9° ,松潘 16.2") , 察 冷 时 间 长 ,康定 . 巴 塘 全 年 无 需 期 上 只 200 
RK HK 90 SK, MEM 40 SK, PRS CHT AME A ADP DE. 
SASSY ,—H_Re AM, BREWE 600—1,000 毫米 , 自 东 向 西向 北 递减 (万 

TE 904 毫米 ,康定 854 毫米 ,甘孜 656 ZK), 量 集 中 春 末 及 和 夏季 58 月 HAE 80% Wh 
上 ,海拔 4,000 米 以 上 高 山 以 2 一 4 Aw, “EDS (RE), SHU’, KSSH SOME 
地 的 夏 雨 同 对 高 原 交通 产生 不 利 影响 。 

西昌 地 区 海拔 多 牢 为 2000 一 3;000 2k, Hf PAE ERE ALL SB AE LL LI 隔 ,气候 特征 与 去 
南 类 似 ; 冬 蚂 复 泳 ,雨量 丰沛 ， 年 均 气 温 16 一 17*( 西 基 17.394 会 理 15.9")， 一 月 平均 气温 

” 7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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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 10?"( 西 昌 10.2°, SHB 7.8") ,高 于 四 川 盆 地 一 般 地 区 ,最 热 月 (7 或 8 月 ) 平 均 21 一 23“( 西 - 

昌 22.9° ,会 理 21.3°) 2 7G AK 250—280 Ro 年 降水 量 1, 100 ZRUE, 6—10 

AMER, 424 70-75%, : ; 
Oe J ad BBS BENADRYL TS 均 属 长 江 流域。 KL DS WIL, 

为 本 省 与 昌都 地 区 及 云南 一 部 分 的 自然 界线 , 自 邓 柯 向 南 进 入 峡谷 ,在 德 格 岗 学 夏季 江 面 
3 200 演 ;和 允 季 90 米 ; 和 白玉 巴 塘 间 谷地 地 形 比 较 开 寅 ,江面 寅 当 岗 沱 的 一 倍 ， 巴 塘 久 南 双 - 

进 大 峡谷, 公 江 在 本 省 西部 边境 平均 比 降 为 2.59o, 波 域内 雨量 丰沛 ， HERE, RRB 
Pah SK, PIS 1,0500R4F ML LARA, KHRES 
8. PROT SWRA, BST A, FIA ARHARE, € 
HR IRL SP SAH, 沿途 支流 很 多 ,其 中 较为 重要 的 是 流 经 西昌 近 旁 的 必 宁 河 。 三 
堆 邓 以 东 过 新 市 镇 (屏山 石 角 营 ) 金 沙 江 行 了 于 峡谷 间 ; 江 面 狭 窗 , 常 水 寅 度 仅 80 RAAB 
RUILICA , 始 称 长 江 (宜宾 至 湖北 宜昌 段 又 称 川江 )。 眠 江 高 场 ( 首 宾 上 游 狗 40 BH) 
年 平均 流量 3,040 PAG, 与 金沙 江 会 合 后 共 达 8500 秒 公 方 ， 常 水 时 江面 展 寅 至 300 米 

DLE, WRIT BYERS BE 至 灌 县 分 为 内 外 二 江 ， 分 经 成 都 平原 在 江口 复合 后 南 流 ， 至 乐 出 

有 天 滤 河和 青衣 江 入 注 , 前 者 上 源 为 大 金川 , BE AS IRIS HF RIE, 
后 者 源 出 宝 兴 县 ,经 雅安 . 夹 江 等 县 大 岷江 ,这 两 条 河流 尤其 是 大 渡河 具有 与 金沙 、 雅 得 二 
汪 狼 坡 陡 峻 、 永 流 和 急 满 的 共同 特点 。 ， 

， 妥 江 自 宣 宪 久 下 , 沿 四 川 盆 地 南部 砂 页 岩 塌 区 东 流 , 比 降 变 疼 , 至 重庆 间 不 均 0.2795o， 
saseATEIL ASMA. VEILS REVORI TT, E22 GOB) S AURILA 3 TR Be 
PMA NAIL, AE SBI, RR REO A, ER SIAL) 
年 平均 流量 只 40 余 秒 公 方 。 嘉 陵 江 为 长 江上 游 一 大 支流 , BR HAS, 经 广元 、 南 亢 
到 重庆 大 江 ,北碚 年 平均 流量 2,070 BAA, 在 本 省 长 江 各 支流 中 仅 次 眠 江 。 嘉 陵 江 右岸 
最 天 支流 为 说 江 ,由 松潘 向 东南 经 糖 阳 、 涂 宁 至 合川 与 嘉陵 江 会 谷 ， 所 径 亦 大 都 为 低 山 丘 
陆 区 ;在 射 洪 泛 宁县 境 , 两 岸 有 志 为 寅 间 的 冲积 平 直 。 嘉 陵 江 左岸 最 大 支流 为 渠 江 ， 由 米 ， 

© 从 而 ; 头 区 山南 坡 向 西南 经 达 县 渠县 在 合川 附近 注入 嘉陵 江 。 长 江 在 重庆 以 上 南 侧 支流 
并 赤水 河 \ 茶 江 等 较为 短小 ,形成 了 局 部 地 区 的 不 对 称 水 系 ， 由 于 嘉陵 江 及 其 他 支流 的 会 
集 , 流 量 增 大 ， 重庆 寸 滩 年 平均 流量 增 至 11,700 BAA, 高 水 江面 寅 达 800 米 ， 村 水 时 亦 

， 达 400 米 。 

aA KALA EVE PER ROOD, HEU , WAAR , DEED 

TERRA, AIA Bk PERIL ALEPH SW EABAG 2.8 公斤 ,年 “ 
BID BAIA 1.91 (LAM AYER 4.97 (LAMMSEaS—ULb, RKO 
游 地 势 低下 地 区 沉积 物质 的 重要 求 源 。 

重庆 以 东 长 江 沿 四 川 盆 地 东南 稼 而 下 ， 除 岑 江 (中州 境内 的 乌江 ) 外 ， 其 他 支流 都 不 
大 ,在 奉节 以 下 至 宜昌 的 200 AEM KOKA ER, Tee THe 
伟 的 三 峡 一 一 四 塘 峡 、 巫 峡 和 西陵 峡 , 其 中 中 塘 峡 最 短 ( 锡 8 公里 ); 位 于 本 省 境内 AWE: 
长 (46 公里 ) ,在 川 鄂 二 省 的 交界 地 区 ,两 岸 石灰 内壁 立 , 江 水 为 之 所 限 , BERS He SS 
WALA ATE LER BUS AR RETA BAKER, BAAR PE 
CEA OS HEh EM, A RE WR RE, Ae 

PAL UHR Se RHEE, WRC, SUAS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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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ee He eS A eR RE REI, RETR 
RERBRH. SRR HH AEA SARA, PRAHA, FPR 
Ja FEARHEAT APY SB MERC th a EE AE, SA ta, 
BAGH SOMES, WAS RROLRANA. THRE PAR, 

| NAR EME, HARE DRA RE EAE 
SHER HR FG HL, SEAR RR. KAW EBM RE ASR, | 

FR SEAS ZEAE) BA EE, LH SR 

RASH, KLAR ER. BEATE, SAGARA BATH 
区 林木 茂密 , FAR BBR AL A Be ASL ESE BE AAD TK ,森林 树种 一 般 在 海拔 2,500 一 3;000 

KAGE BH BH HS RS EE SE ,3,000—3, 500K BAB, MEST 
TEAC HK ERS ALBEE AY SH eK, 3,500—3,800 KAMA MP, BUH RLS 

等 所 租 成 的 灌 丛 ,4;000 米 久 上 的 山地 为 水 草 科 、 菊 科 、 毛 莫 科 以 及 部 分 禾 本 科 等 牧草 想 成 

的 高 山 草 多 。 

本 省 土壤 由 于 各 地 自然 环境 的 不 同 而 富 于 多 样 性 。 ra PR a aa 

WHR) , ERRALATAMAMREEMAUKRA HABE Ss ELMER, RE 

2 eG aR HRS, FEE BAZ TE A, RB ESI. 
PRAAEARDR BEI EAR Yo a NE Ht AEM, PEE hk — AC AOE, BEECH 
土壤 经 常 处 于 幼年 阶段 。 因 为 风化 更 新 快 , 士 壤 肥 力 易于 恢复 ,土壤 结构 亦 佳 ， 虽 然 二 般 
土 层 薄 , 蔷 水 量 小 ,不 耐 燕 发 ,但 吸水 迅速 ,在 盆地 夏秋 多 雨 ; 冬 春 多 云雾 的 气候 条 件 下 , 主 
壤 仍 能 保持 湿 调 状态 ， 总 的 说 ， 这 些 特点 对 作物 生长 是 有 利 的 。 在 谷地 及 丘陵 君 坡 的 下 
部 ,二 层 过 为 深厚 (简阳 、 仁 寿 、 乐 至 一 带 通常 达 80 一 100 厘米 以 半 ) ,质地 大 多 为 中 琅 ， 拜 
因 接 条 了 上 部 淋 洗 下 来 的 物质 ,肥力 尤 高 ,水 的 供 答 情 驶 也 较 好 , 现 已 大 多 开辟 成 梯田 "后 “ 

陵 顶 部 士 层 较 薄 ,质地 粗 松 ,养分 和 水 分 易于 流失 ,肥力 喜 差 。 在 盆地 东部 平行 败 谷 区 ; 陈 
谷地 白 重 绝地 层 上 所 发 青 的 为 上 述 性 质 的 黄 壤 外 ， 山 岭 侏 罗 气 紫色 砂岩 及 页 岩 上 发 至 的 
遇 为 山地 黄 壤 ,由 于 母 质 坚 硬 , 风 化 程度 不 高 ， 只 在 绥 坡 地 段 彼 壁 为 耕地 ， 耕 星 后 冲刷 其 
Bll ,土壤 肥力 低 。 贫 地 北 炉 大 巴山 区 的 山岭 部 分 以 棕色 森林 土 和 灰 化 棕色 森林 圭 为 主 , 目 
前 谷 少 耕 星 ,其 南 侧 山 蓝 地 带 紫色 页 兰 和 砂岩 低 山 丘陵 地 发 育 为 酸性 黄 壤 , 土 层 清 ， — 

盾 含 量 低 ,但 构造 良好 。 

四 川西 部 高 原 在 海拔 2;500 米 以 下 的 为 山地 褐色 于， 2;500 一 3,500 RUST WALA 

林 下 为 由 地 灰 化 桂 壤 ,3,500 米 以 上 的 针 叶 林 、 灌 从 分 布 区 为 山地 灰 化 士 和 山地 泥 痰 灰 化 

士 , 更 高 为 山地 草 旬 土 ;高 原 南部 接近 泪 北 的 地 区 海拔 较 低 , 随 高 度 上 升 依 钦 为 季 壤 ̀ 山 地 

BRS URE RACE ALE RACE.” ， 

GAEL AD HEE APS, TE ER LE, ACE ob ea 
KS HE KML, HLA FRECHE ERT RAE AAR 
By LAI AKL KIER). 

1) 修学 煜 等 :中 国 植被 与 土 类 的 关系 ,土壤 学 报 , 科 学 出 版 社 ,1957 年 3 月 。 
2) BAZ: 中 国土 址 的 地 理 分 布 规律 , 土 壤 学 报 , 科 学 出 版 入 ;1957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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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地 下 资源 种 类 繁多 , 现 已 发 现 的 矿藏 共有 40 多 种 ， 其 中 以 石油 、 RRA FEAR. 

eS el 8 BET ES RE 

”石油 和 天 然 气 资源 经 近年 探 勤 ， 在 四 川 盆 地 中 部 许多 县 份 的 志 SME ABE 

Sah Vn AS, ep EPRI AEE weed) 

WERK. RRAEEAA HE D SEHBAC AIA HE , AR Re 

的 燃料 和 化 工 原料 资产。 

四 川 目前 匆 肪 已 知 储量 共 达 十 余 亿 吨 , SPARSE 30 多 县 ， 以 西部 高 原盐 边 \. 米 易 光 
南 、 冕 宁 、 道 笠 等 地 区 茂 量 较 大 , 计 有 磁铁 矿 、 永 铁 矿 、 装 铁 矿 等 多 种 ,其 中 以 盐 边 殉 枝 花 铁 
矿 储 量 最 为 集中 , 属 磁铁 矿 , 矿 层 厚 ,大 部 可 以 露天 开采 。 炒 易 北 部 的 铁 矿 储量 也 很 大 ,此 

BT SPEAR RS TL A aE PR AE SHAD, 

万 源 、 瑞 县 ; 威 远 、 达 县 等 地 的 菱 铁 矿 ,储量 较 小 ,但 品质 优良 ， 大 部 为 富 铁 矿 。 Sa 2b HiT 

WR PRK AR MOSS, PRESSE 

| ae et BME DE BER AEE REE A BA 

RCAF EME. PRR ARAL OSS UR MERA. ANIME RAL, 
SNARE RA. Uaoh, FE HALA se AH ER EE NOR RS 
SEE AV AHE BD 75. PA JIPEE BY SE BS 2 Ti a, TELE De, Ly pane 同时 

煤 区 交通 便利 ,便于 开采 ,是 其 优点 。 
金 和 侗 是 四 川 最 主要 的 有 色 人 金属 矿 。 金 矿 以 砂 金 为 主 ,金沙 江 、 雅 三 江 、 大 滤 河和 眠 

WEARS AR, WPT RE MEST BT KASS, ALES 
在 西昌 地 区 及 彭 县 以 西 各 县 ,储量 在 西南 区 只 次 于 云南 。 

锁 钙 矿 主要 分 布 在 西部 康 漫 地 轴 、 大 泳 山 和 龙门 山 等 福 级 区 ， 主 要 为 方 狼 矿 和 办 钙 
下 

非 金 属 矿 以 井 盐 \ 石 棉 、 云 母 、 磷 矿 最 重要 。 井 盐分 布 于 中 生 代 三 泛 和 纪 、 侏 罗 克 岩层 
”下 ,以 四 川 盆 地 西南 部 储量 最 大 , 川 东 云 阳 、 巫 滩 、 城 口 、 彭 水 , 川北 射 洪 、 三 台 、 莲 次 、 盐 

亨 、 炉 阳 等 县 亦 有 分 布 。 石 棉 分 布 在 石棉 ` 彭 县 康定. 宝 兴 等 地 ， 甚 中 石棉 县 的 石棉 矿 储 
量 丰 富 ; 石棉 轩 蕉 品质 极 优 。 SAT ORDER SE KS LEAMA 
前 所 币 以 月 巴 云母 矿 储量 最 大 , 显 质 最 优 。 BT BAF BSR, tra USE MRI LEB 
储量 最 丰 。 

es pis su eR 
春秋 时 代 以 及 战国 未 期 以 前 ， 四 川 东部 属 巴 、 吕 两 国 绪 域 , 巴 国 据 有 四 川 盆 地 东部 ;以 

今 重庆 一 带 为 中 心 , 暗 国 据 有 四 川 盆地 西部 ,以 仿 成 都 一 带 为 中 心 ， 这 两 个 古国 的 经 济 在 
整个 西南 地 区 虽然 最 为 发 达 , 但 比 之 北方 毕 贡 还 是 落后 的 。 至 公元 前 316 年 前 后 ,两 国 为 
素 国 所 笨 任 , 改 秆 巴 、 唱 二 郡 , 自 素 至 汉 、 三 国 以 至 隋唐 ,北面 穿越 巴山 ,秦岭 通 向 中 原 的 交 
通路 龙 渐 次 开辟 以 后 ,加 速 了 本 省 东部 地 区 的 和 经济 发 展 。 

ERE BSB RBA 2,100 佘 年 中 , FARR LS, BR HOI 
2 kA ERS IR”, eS LAE BE Me RRS DRT EO 

L) cats JU a AY Bs LR RE Ee OB 23 AB 4 期 , 1957, 科 学 出 版 社 。 



一 wp 一 ~ 一 一 RE RE -一 ~ 一 一 

川 少 受 外 面 影 栅 的 作用 ,不 象 长 江 中 下 庆 地 区 轻 济 兴衰 变化 那样 剧烈 ,但 是 ， 在 漫 其 的 历 : 
史 过 程 中 , 轻 济 发 展 的 起 伏 状态 仍然 是 存在 的 。 

素 国 势力 入 肚 后 不 久 , 徒 " 素 民 万 家 "来 到 本 省 ,成 都 平原 耕作 条 件 较 好 ， 双 是 本 省 距 
中 原 最 近 的 一 个 地 区 ,原先 亦 有 赫 晨 基础 ,因此 各 个 封建 王朝 一 直 把 放 作为 在 西南 的 芍 洛 - 
根据 地 而 着 力 经 营 。 早 在 公元 前 250 年 李冰 父子 便 根据 劳动 人 民 的 治水 经 验 建 届 了 著名 

ABIL AL, PEK LFS BAERS TB NS SEES ae, 
FMEA RE, DT OR ACME EA) RRB HOY eee 
地 区 和 西部 高 原 雅 葬 江 下 游 、 必 条 河 流域 开始 有 部 分 汉族 农民 前 往 晨 殖 。 MD 
FR, RD BRA aS SEER ZIP” A BE 成 都 与 洛阳 : 邯 嘟 等 同 为 
汉代 著名 城市 ,人 日 达到 七 万 多 户 。 
此 后 ,四 川 径 济 经 历 了 许多 兴 误 的 时 期 例如 西晋 末年 , 受 北方 成 健 影响， PRM 

Fe— ESE PRB, Bs HEE ERE; WAS, RENO BAUER. 
REAR, ta BEG JI RISE BF SUAS” BT I TO, ey 
湖广 入 民 进入 星 殖 , 自 康熙 初 (17 BE) Ee KE, SH 

， ， 倍 , 除 生产 稻谷 外 , FER HEE Py ET ARS, BERRA 
”造纸 等 生产 也 年 有 发 展 ,川西 \ 川 中 的 雅 州 \ 导 州 \ 嘉 定 、 资 州 等 地 成 为 重要 的 产 罗 区 ,手工 - 
AP KRABI APARNA, 内 江 一 带 配 合 甘蔗 种 植 , 还 建立 - 
了 规模 达 数 百 工人 的 考 干 糖 坊 ， FUL BEE IE RL SERB ETT A BR. 

Bee a. 此 外 ,这 时 威 远 的 炼 铁 、 雷 波 的 炼 铜 也 已 具备 相当 规模 。 克 济 的 发 展 促进 了 

交通 特别 是 长 江 航 道 的 开辟 ,和 经 过 19 世纪 中 时 对 三 峡 滩 险 整 治 , 咱 江 林 船 航运 在 中 、 任 水 ， 

Sr STAI y+ CRBS” “SRE, FT AERUK, ASA 

”、 称 便 ̀， 这 时 与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交通 联系 的 加 强 ， 对 后 来 本 省 商品 经 济 的 发 展 有 重要 意 : 

This * 

EFAEWR AME , PSR RS RI EIA ERS, TRB 
PASCAL WGUSHAD BUT ORR’ OE RE Le ROSE KR 
Si ORD RIES AAT SEAS IOS, FALE AE T AR 

Fe RE ° 

SRB 重庆 先后 丢 英 .日 开 为 商 起， eee Lee 1897 ees 

MFR CRIA, 1901 年 赋 江 叙 CESS) 嘉 (乐山 ) 问 汽 输 航线 也 相 狼 开辟 ， 

1915 年 在 万 县 如 立 了 由 日 英 操 稚 的 海关 , 用 江 沿 岸 地 区 和 长 江 中 下 游 的 水 上 联系 比 过 去 - 

方便 ,帝国 主义 和 国内 买办 使 以 重庆 和 万 县 为 据点 ) 进 行 掠夺 原料 和 推销 商品 活动 。 本 世 - 
构 二 十 年 代 至 抗 战 前 十 余年 间 ; 军 关 、 官 俱 搜 括 民 财 ， 并 先后 修筑 成 洲 、 川 陕 (成 都 至 宝 : 
鸡 )、 川 辑 ( 成 都 至 万 县 入 汉 流 (万 源 至 重庆 )、 流 入 、 川 黔 (重庆 至 贵阳 )、 川 湘 (重庆 至 沅 
陵 ) \ 川 康 ( 成 都 至 康定 ) 等 公路 (其 中 很 多 未 全 线 通 车 )。 由 于 交通 线 的 开辟 以 及 帝国 主义 
势力 的 侵入 ,本 省 特别 是 沿江 地 区 殖民 地 性 质 的 商业 随 之 发 展 ,桐油 、 生 沪 、 和 猪 肥 、 生 条 、 巷 : 

材 \ 榨 某 等 士 特 产 和 工业 原料 大 量 输 出 ,而 换 回 来 的 是 棉布 百货 等 工业 品 和 日 用 品 ;1932 
de Zee Hel Tie He ARS Ze 40%, BE AWK, BTA MH , 重庆 港 在 1911 年 
以 后 的 20 年 中 贸易 额 就 增长 将 近 两 倍 。 商 业 城市 规模 扩大 ,重庆 在 开 埠 到 1927 SER, A 
口 由 不 足 10 万 增加 到 31 万 ,沿江 的 万 县 .泸州 ,. 叙 州 嘉定 等 商业 城镇 的 规模 也 都 有 显著 - 

es 1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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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商品 性 生产 有 很 大 发 展 , 桐 油 、 生 入 甘蔗、 榨 荣 生产 在 这 段 时 间 尤 其 是 二 十 年 代 

aie, 产量 增长 很 为 远 速 。 

战 前 绝 济 的 殖民 地 性 质 还 清关 地 表现 在 四 川 近 代 工 业 退 退 未 得 到 发 展 ， 江北 \ 天 府 以 . 

-及 永川 \ 灿 为 .乐山 . 彭 县 和 其 他 县 分 境内 的 煤矿 ; 茶 江 、 威 远 以 及 其 他 各 县 的 铁 矿 采 冶 ;全 

用 十 法 D ,重庆 、 乐 出 等 地 虽然 》 兴起 了 一 些 近 代 食品 与 秋 积 工业 ;规模 都 很 小 。 抗战 前 夕 ， 

到 川 在 公国 各 省 市 中 ,工厂 数 仅 占 2.93 狗 ,资本 仅 占 0.58 2。 m 

抗 目 战 等 时 期 ,沿海 及 华中 、\ 华 北 地 区 渝 陷 ， 国民 党 反动 政府 采取 消极 抗战 政策 , 退 据 

四川 , 直 于 成 时 对 外 交通 阻塞 和 军事 需要 , HRCA REV BER, abe heh 

武汉 等 地 迁 来 的 机 器 设备 ,在 重庆 、 南 充 、. 乐 山 ̀ 五 通 桥 建 立 了 一 些 棉 、 毛 、 灶 纺织 和 化 学 

业 , 在 内 江 、 益 中 和 宜宾 建立 了 一 些 全 机 制 糖 和 造 和 低 、 电瓷 工厂 ， sis 

- 炬 矿 和 綦江、 威 远 等 地 詹 矿 采掘 量 有 了 增加 ,自贡 五通桥 地 区 井 盐 生 产 规 模 世 有 所 扩大 ， 

“ 手 是 四 川 便 成 为 "后方 ” 一 个 重要 的 工业 区 域 ， ee 8 ZEFPAD MK 50 万 (1937 年 7) 

增加 到 140 万 93。 

Saleen aerate 崔 持 其 苟 安 的 苑 治 局 面 ， 不 得 不 加 强 
， 本 响 与 其 区 治 区 各 地 间 的 交通 联系 ,对 公路 和 内 河 航 运 进行 了 若干 修建 ， 完 成 了 川 湘 \ 川 
对 \ 汉 注 、 往 炉 的 未 成 线段 ;修筑 了 川 盖 以 及 重庆 、 成 都 附近 的 短途 公路 ,公路 里 程 比 战 前 
狗 境 一 倍 ,但 成 注 、 宝 成 铁路 均 因 国民 党 反动 政府 的 仿 污 、 腐 败 一 直 停留 于 纸上谈兵 , 葵 江 
铁路 自 1940 年 兴 贷 至 抗战 胜利 泡 未 修成 。 内 河 航运 也 有 些 发 展 ， 1936 一 1941 年 间 , 川 了 
ATR ARMENL IS Im 2 倍 多 ,嘉陵 江 、 己 江 通 航 条 件 也 得 到 改善 。 
MW AT HALTER RUAN) ,工矿 交通 之 所 以 得 到 发 展 , 主 要 原因 之 一 是 这 些 企 业 大 

-都 人 是 官僚 痪 本 所 控制 的 ,建设 一 些 企 业 ,可 以 多 肥 一 些 自己 的 腰包 ,对 于 农民 ,反动 统治 ， 
者 一 方面 加 重 苛 捐 杂 税 ,从 事 挫 取 ,同时 官僚 痪 本 也 不 放松 , 爸 断 市 场 , 操 狐 物 价 ， 以 致 损 

SIRS WARE, 全 省 32 种 作物 在 抗战 期 间 ?7 年 平均 产量 比 战 前 7 ERS SH, 其 ， 

二 稻谷 则 减少 四 分 之 一 ,1940 HFS, BRE RMA. HE HIE ZI ee 
等 经 济 作物 和 轻 济 林 产 所 遭受 的 摧 克 稳 为 严重 ,国民 党 和 官僚 资本 所 设立 的 “ 花 纱 布 管制 
-局 ”四 川村 业 公 司 "“ 康 藏 茶叶 公司 ”等 剑 创 胡 断 机 构 ,压价 收购 这 些 农 产 ,谋取 暴利 , 臻 
“BE 1936—1944 年 期 间 棉 花 减 产 60 多 ,194-1943 短 短 两 三 年 中 ,小 江 流域 甘蔗 减产 30 匈 ， 

PE SR PAGERE , 战 前 年 产 20 万 担 以 上 的 茶叶 产量 ,至 1944 年 降 到 10 万 担 ， 战 前 历年 万 
: 担 左右 的 生 煌 产量 ,至 抗战 期 间 一 降 而 为 一 、 二 千 担 。 

四 月 工厂 企业 的 发 展 是 基于 抗战 期 间 的 特殊 条 件 , 因 之 好 景 不 常 ,抗战 胜利 后 随 着 国 
_ 民 党 反动 政府 和 官僚 责 本 的 迁 出 ， 外 国 主要 是 美国 商品 的 借 销 ， 四 川 工厂 粉 粉 倒闭 ， 如 
1946 年 3 月 ,重庆 工厂 迁移 、 停 工 和 鞭 业者 就 占 70 多 全 部 原 迁 重庆 的 工厂 ; CARS 
-第 , 形 成 了 “胜利 成 类" 的 局 面 , 农 业 也 再 度 衰退 ,这 种 情况 一 直 延 烤 到 解放 前 夕 。 

(=) BE 
PD NRE ARS, AD BERKS, 1957 年 全 知人 口 共 7;216 万 ; HABA 

1) SIF DO ans, 1940 年 , 伪 正 中 书局 出 版 。 
2) FREE: “SER”, 1958 年 ,新 知识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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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的 11% ERE AS 72% ,- BAAD REBAR E 127 入 ,大 于 贵州 (97 A), BRFSS ， 
(44 D(C 2). 

在 四 川 总 人 口中 少数 民族 共 204 万 人 (1953 年 纹 计 ), 狗 占 总 数 的 3%。 少数 民族 大 
口 将 近 定 数 是 王族, 次 为 藏族 ,其 余 为 苗 、. 回 、 鞠 等 民族 ， 少 数 民 族 契 大 部 分 分 布 在 本 省 西 
部 地 区 (图 3)。 

PERK 112 万 人 ,聚居 在 泳 山 环 族 自 治 州 的 为 81 万 人 ， 这 里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东 族 聚 
BS UA > AES KES HSE ETH HR IA, 
Ait A.B. Sw Rt eB SL SKSAWRKESHERRREWE, 
SRL PN J a BK ESSERE. SRA RASA SOE 
te 3 HER FEE SSR. 过 去 生产 技术 落后 ,“ 刀 赫 火 种 ”耕地 输 
RK 不 施肥 料 等 现象 盛行 ,虽然 一 般 赫 地 每 年 只 种 一 季 作物 ,产量 仍 很 低 。 性 畜 乌 养 亦 因 
管理 不 当 而 疯 病 流行 ,并 因 大 量 宰杀 ,增殖 率 很 低 , 因而 不 能 满足 食用 和 人 役 用 需要 , 需 从 汉 
族 地 区 壹 双 一 定数 量 的 性 畜 。 解放 后 ， 由 于 正确 贯彻 了 党 的 民族 政策 ， 特 别 是 19565 
1957 年 在 王族 人 民 普 滨 要 求 下 , 本 着 鞠 固 民族 团结 ,发 展 生产 、 改 善人 民生 活 的 精神 ) 通 . 
过 和 社会 各 阶层 的 和 平 协商 ,完成 民主 改革 后 , 冰 族 居住 地 区 原 有 的 奴隶 制度 彼 摧 毁 ， 奴 隶 : 
获得 了 解放 ,实现 了 人 身 自 由 和 政治 平等 ,奴隶 主 的 土地 所 有 制 也 随 之 废除 ， 琴 族人 民 在 : 
党 的 颌 导 下 共 实 现 了 农业 合作 化 ,开始 建立 人 民 公 社 ,生产 力 急 剧 向 前 发 展 , 过 去 “ 刀 赫 火 
种 "的 原始 耕作 方法 现在 基本 消灭 了 ， 詹 质 农 具 代替 了 木 复 、 木 翅 , 并 开始 大 量 施用 农 藉 、 
肥料 , 昭 觉 平 朝 和 西 滩 、 会 通 、 美 姑 诸 河谷 地 水 舟 种 植 迅速 发 展 , 钴 食 不 足 情况 正在 消除 4 

藏族 71 万 余人 ,分 布地 区 最 为 辽 关 ， 居 住 在 甘孜 藏族 自治 州 的 45 万 人 ,居住 在 阿 塌 
幕 族 自治 州 的 23 万 人 ， 两 州 东 南部 边 焰 地 区 藏族 多 与 汉族 及 其 它 民 族 杂 居 ; 其 余 藏 族人 
民居 住 在 西昌 专区 的 木 里 \ 盐 源 、 纺 阳 专 区 的 平 武 .北川 和 和 雅安 专区 的 宝 兴 等 县 。 甘 、 阿 两 
自治 州 北部 广 天 草原 地 区 的 藏族 居民 经 营 畜牧 业 有 长 久 历史 , 现 以 履 业 为 主 ， 笨 营 狩 猎 、 
森林 采伐 和 区 材 采集 , 狗 占 藏族 人 数 的 30 WILL, APRESS) BE 
篇 羊 等 。 在 康定 .大 人 金 . 小 金 、 理 县 \ 茂 注 , 松 潘 . 南 坏 等 县 与 汉族 杂居 以 及 其 余 高 原 河谷 
地 带 的 藏族 人 民有 很 大 数量 种 植 青 牺 、 小 麦 、 洋 芋 、 圆 根 等 作物 ,从 事 农业 或 牢 农 牢 收 亚 的 
占 到 藏族 人 口 60 匈 左右 。 在 过 去 长 期 民族 压 人 迫 和 内 部 反动 势力 葬 治 下 ,藏族 地 区 的 养 辫 
BRAM. 解放 后 由 于 党 的 全 导 和 帮助 ,藏族 人 民 实 现 了 区 域 自 治 ， 甘 - 
Fc, PK Ba NA BIE 1950 年 和 1953 年 成 立 D, 废 除了 反动 派 验 加 于 藏族 人 民 的 " 扁 
拉 ” 差 役 制 度 , 并 于 1956 年 起 进行 民主 改革 ,取消 残酷 的 封建 农奴 制度 ， 藏 族人 民 正 在 自 
己 土 地 上 建立 起 新 的 生活 ， 经 济 面貌 正在 发 生变 化 。 目前 普 闪 、 自 然 伏 咱 基本 得 到 了 控 
制 , 手 瘟 品 种 开始 改良, 收 民 已 由 用 刀 割 和 手 扯 羊毛 改 用 剪刀 ， 件 农 中 牧 和 农业 区 藏族 大 - 
民 已 经 运用 铁 质 农具 进 行 耕 作 , 消 灭 了 “ 刀 耕 火种 ”不 施肥 、 不 鲍 草 的 现象 ,各 种 中 小 型 工 
业已 开始 兴建 。 | | 
SERA Th EER 1h BURL PE IR, Sk BAEK 3 万 5 千 多 人 ,是 我 国 

目前 唯一 的 羌族 聚居 区 ,于 1958 年 7 月 建立 自治 县 。 羌 族 是 我 国 历史 上 最 十 老 的 民族 之 
一 ,由 于 长 期 以 来 与 汉族 接 琅 而 居 ， 构 济 生 活 已 和 附近 地 区 汉族 没有 显著 差异 ,多 从 事 农 

1) 甘孜 藏族 自治 州 为 1950 年 成 立 的 西 麻 省 藏族 自 沙 区 的 改称 (于 1955 年 ), 阿 吉 藏 族 自 治 州 为 1953 ‘FR ILAER 

JB HRB AE ke 195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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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 川 少数 民族 苍 布 图 (图 中 只 包括 人 口 数量 较 多 的 少 游民 族 ) 



苗族 8 BEA SAF SEAL ER MK ERRINAKSBUSES, 回 
族 散居 在 东部 盆地 区 各 县 市 和 聚居 松潘 一 带 。 

由 于 反动 巧 治 者 对 少数 民族 采取 压 巡 、 同 化 和 挑拨 离间 、 .分 化 办 部 的 政策 ， 过 去 四 咱 
各 民族 之 间隔 闫 很 深长 时 期 间 互 相 仇 秽 和 不 信任 ,甚至 互相 等 战 与 残杀 ， 民 族 内 部 互 不 
De METRE PRS. HAUG KARR, RABE ALS 
到 了 合理 解决 ;各 民族 出 现 了 史无前例 的 团 千 \ 平 等 \ 友 爱 关系 。 民 主 改 革 运 动 的 完成 ,使 
这 种 新 的 民族 关系 更 加 巩固 。 现在 各 族人 民 由 于 党 的 帮助 ， 团 精 一致 共同 努力 从 事 工 灾 
Wate, ~ 8 

1a JV RO ESA, TENG ALE APT A te 
5% EA PHBH BRD 12 \ RBA) PIG DBE 280 人 。 

ESB BAD 91% VEG AE RIE, RAH EID Ai Bs ee hh PO IT 
FANS Wee, BEABZE RAVE TL SEBEL AL EN RII ERE GAA 
奖 前 地 区 之 一 ,平均 每 方 公里 在 400 ALLE, RAE PAR PL RE, 
SBME BX 600 人 左右 。 盆地 边 移 山 地 及 川 东平 行 岭 谷 区 每 方 公里 则 不 足 百人 。 
四 川 化 地 的 光村 居民 点 都 很 小 ,院落 随 耕 地 雾 星 散布 ;一 般 只 有 几 户 ， 房 屋 系 采 用 竹 独 泥 

”各 墙 和 茅 顶 或 无 顶 千 构 ,各 院落 相距 很 近 , 只 全 里 一 里 之 隔 ; 所 性 村 庄 并 非 一 个 或 几 个 较 
集 审 的 居民 点 ,而 往往 是 数 十 个 以 至 数 百 个 分 散 而 密集 的 小 院落 ， 即 成 都 平原 亦 不 例外 。 

_ 获 种 居民 点 分 布 形式 虽 便 于 就 近 耕 作 ; 但 房屋 及 场地 占用 了 大 量 的 士 地 面积 ,在 农业 合作 
化 特别 是 公 直 化 以 后 ,散居 形式 对 幢 民 集体 生产 与 生活 的 妨碍 日 丛 突 出 。 现在 正 逐 渐 将 
提 有 居民 点 改建 为 较 集 中 的 \` 具 有 较为 良好 生产 与 生活 屋 备 的 村 沙 ?。 

西部 高 原 地 区 以 泳 山 和 西昌 、 米 易 \ 会 东 附近 地 区 人 口 比 较 密 集 , 平均 每 方 公里 50 一 
100 A, (USA PAU BS eR Le AT AS RE, SEE 
江河 谷地 区 人 口 密度 在 10 一 50 ASL, HARARE LOA, BREA CRANK 
区 。 西 都 地 区 居民 点 分 布 与 东部 具 显 著 不 同 特色 。 UKE BRA RE, 
村 落 多 为 20 余 户 ,分 布 于 赫 地 附近 ,便于 就 地 种 植 杂 钴 和 放牧 竹 冀 ,， AE A 
连 , 村 落 苏 围 则 有 过 去 为 防御 所 修 的 确 堡 。 房 屋 均 士 无 房 ,内 屋 闭 楼。 藏族 牢 农 定 牧 区 村 
藩 更 加 稀少 ;各 村 落 多 分 布 在 谷地 或 山坡 , 均 十 几 户 或 几 十 户 聚 居 成 寨 ， 各 户 所 住房 屋 多 ， 
为 三 层 的 石 砌 建筑 。, 收 区 藏 民 则 于 水 草 丰盛 之 地 改 流 动 性 的 午 毛 帐 活 居 住 。 
“四 州 城 镶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8.78 (1957 年 )， 城 镶 数 量 和 规模 都 比 黔 、 尝 两 省 为 大 。 重 

医 是 西南 区 最 大 的 工商 业 城 市 , 1957 年 计 有 人 口 212 万 。 成 都 为 全 省 以 及 西南 区 第 二 大 

城市 ;大 局 TI1L 万 。 其 余 10 一 50 万 人 口 的 城市 有 自贡 (33 万 )、 宜宾 (22 万 )\ 内 江 (22 万 入 

南充 (20 万 入 泸州 (17 万 )、 五 通 桥 (17 万 )、 万 县 (12 万 ) 等 7 个 , 5 一 10 万 人 口 的 有 雅安 、 
乐山 合川 \ 沿 陵 ̀  途 宁 等 5 个, 2 一 5 万 人 口 的 城 饶 近 30 个 。 此 外 ,还 有 1 一 2 万 人 口 的 城 ， 

$54) 40 个 和 2,000—10,000 的 240 个 左右 。 

1 例如 成 部 西 郊 友 蓝 农 业 让 在 农业 于 年 产 的 基础 上 ,将 全 和 社 1480 多 户 原来 散居 的 236 座 院 落 拆 除 , 本 “勤俭 办 
和 社 ” 就 地 取材? 原则 建立 为 5 个 大 民 点 ,房屋 为 双 层 砖 木 糙 构 ; 有 公共 建筑 \ 住 宝 、 唐 房 和 分 别 设置 的 牛 栏 、 猪 
图, 因而 拓 大 耕地 面积 1500 亩 。 分 散 院落 和 曲折 小 道 的 减 少 ,便于 发 展 机 耕 ; 居住 集中 ,出 工整 齐 , 便 于 居民 政 
ute heme alg ya oe 南充 地 区 也 有 不 少 人 民 公 壕 已 经 进行 了 类 似 的 居民 点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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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城镇 的 形成 和 发 展 与 政治 ,交通 运输 和 商业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 例如 成 都 、 雅 魏 趣 ， 
当 汉 族 与 少数 民族 交界 地 区 ,附近 农 产 丰富 ,为 历史 上 的 政治 、 备 事 据点 。 盆地 区 域 其 余 
BARES 万 人 以 上 ) 休 部 位 于 长 江 及 其 支流 沿岸 , 尤 集 中 于 长 江干 支流 交会 处 。 重庆 、 
宜宾 泸州 \ 尝 陵 \ 万 县 都 是 内 河 航运 枢 组 ,本 省 重要 的 工农 业 产品 的 集散 地 。 乐 了 \ 内 江 、 
涂 宁 、 合 川南 充 等 虽 位 于 长 江 支 流 , 物 大 集散 作用 较 小 ， 但 附近 农 产 丰富 , 因而 亦 形成 为 
比较 重要 的 城市 。 自贡 ̀ . 五 通 桥 为 盐 业 城市 ,它们 的 规模 也 只 是 在 解放 以 后 才 获 得 扩大 = 
其 它 较 小 城镇 解 放 前 是 地 主 闽 创 阶 级 活动 的 中 心 , 个 的 历史 发 展 虽 与 安 业 相关 连 ; 多 守 
仍 位 于 水 陆 交 通 线 上 , 现 为 附近 农村 生产 与 生活 资料 的 圭 运 点 。 解 放 后 尤其 是 1958 AP 
产 大 跃进 以 后 , 上述 天 小 城 针 的 工业 都 有 了 显著 的 发 展 。 

(四 ) OF 
在 西南 三 省 中 ， 四 川 十 地 面积 最 为 辽 关 ,人 口 最 多 ， 工 业 、 改 业 和 交通 运输 业 也 最 用 

Ko ’ 

Pe ee ee i ees Cet eee ae 
BU KMAAAGE, GCE WTS BSS AO, ORE 
eA AL eh AAO AEE to AH NIT A 
略 大 于 内 蒙古 自治 区 ,生猪 .黄牛 ,水牛 饲养 数量 均 冠 于 我 国 其 他 省 区 。 “” 
解放 访 后， 这 个 著名 的 "天 府 之 国 " 的 农业 生产 一 直 在 稳步 前 进 ,1958 年 所 取得 的 成 

就 尤 大 ,发 展 情况 如 下 表 : 

造林 面积 | 。 牲畜 头 数 (万 头 ) 
Cr) | a8 | a> | 水 午 

= 8 NE 900 

20® | 1,019: 

| 作 w 产量 (万 担 ) 
tt 

BE » | Ra | te | ee [nae a ae 
战 前 D | 15,631 

1949 18 ,464 

1952 21,007 

27 ,374 

3,685 | 2,954 | 5,654, 38 
1,990 | 3,003 | 3,460} 30 
1,795 | 2,950] 4,059| 83 
3,276 | 4,269 | 6,365 

140°} 200 
392 | 236. 
471 | 219 

193 

1) 为 1936 ER Atha; 22) IRA; 3) 1950 年 数字 。 

SOW AEF HR CE RA ARE 0 RT I AR eee AT 
发 备 大 多 陈旧 ,至 解放 时 工业 基础 依然 薄弱 。 解 放 后 ,四川 是 我 国内 地 工业 发 展 速度 较 快 

的 省 区 之 一 ;1957 年 全 党 工业 产值 已 较 1949 年 增长 12 倍 左 右 ,1958 年 发 展 速 度 更 快 , 产 

{82 1957 年 增长 将 近 40% , 各 项 主要 产品 产量 增长 指标 如 下 (百分比 ): 

Ar pi 年 份 | 电 力 | 原煤 | 生 人 的 
1949 © 

1952 

, 1957 

HE: 1957 EWE Re 
BAR LIEA Be 

切 创 机 床 | 水 泥 lace i @ | 棉布 | 香 
100 

” 586 

5,000 

| BR at 

100 _ 100 

497 | 148 

1,857 

100 

217 

100 

191 

491 

100 100 

905 563 

2,771 | 3,995 

100 100 |. 100 

564 806 | 218 

2,831 | 1,924 | 234 

100 

155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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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 RE DUS EAE MORE , ARBAB SSL A RE TRAE, KITE 
SESE BUI VEIL ERE SES SRE T SRA AOE; IR EE 
FACES, AKEAT SAAR; ABA RA (1958 EE ee 

1949 IK RS) AT NAA RIKER SKK, AROS, MB 
RE all ater naar: «nana sata M 
促进 了 当地 生产 ,改善 了 人 民生 活 。 

1. 农 OW 

”四 咱 农业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三 类 地 区 :(1) 北 起 南 坪 \ 松 潘 , 向 西南 和 南方 经 绰 斯 四 康定 、 
九龙 至 盐 源 一 线 以 东 为 耕作 业 区 ;(2) 西 北边 境 阿 翰 、 色 达 、 德 格 等 县 及 其 以 北 地 区 为 笋 业 - 
区 ;(3) 二 者 之 问 序 高 原 中 南部 各 县 ， ee ie ECE 但 居民 
中 的 天 部 分 仍 以 耕作 业 为 主要 生产 活动 。 

全 省 耕地 占 士 地 总 面积 13.5%, 晨 殖 指数 在 西南 区 远 高 于 云南 , 划 略 高 于 贵州 。 耕地 
主要 分 布 于 东部 盆地 ,广元 、 灌 县 .雅安 \ 乐 山 \ 宜 宾 以 东 地 区 PHEW SAA 90%, He 
内 部 眠 江 、 沱 江 、 沙 江 、 嘉 陵 江 中 下 游 流 域 及 宜宾 ,重庆 间 的 长 江 两 侧 地 区 , 赫 地 尤为 密集 ， 
占 主 地 面积 35—45 % , ABZ AYE 7S, EAL PRA RB OOS LL, BRB 
指数 很 高 的 地 区 之 一 (图 4)。 

你 地 边 穆 山 地 , 赫 地 大 部 分 布 在 海拔 1,000 米 以 下 、 be SIREN AH; BEB We 
Jr NARA: WL 99 3, IR, A Re PK A IN SR A JU a Hg 
边 、 局 边 、 雷 波 等 县 的 许多 地 方 ,耕地 占 土地 面积 只 10%, BARS SIEM, | 

主 地 开明 程 度 最 低 的 是 西部 高 原 , 现 仅 河谷 地 带 由 于 气候 较 为 温暖 ， 有 赫 地 零星 分 
i SIRE EE , 石 汇 、 德 格 ,甘孜 、 理 塘 、 盐 源 、 康 定 等 县 境内 可 明芳 地 很 多 ,将 来 可 以 
根据 需要 加 以 利用 。 

四 川 全 部 11,499 万 亩 (1957 年 ,1958 年 狗 同 此 数 ) 耕 地 中 5, 水 田 5,538 万 雷 ( 占 耕地 
面积 48%), AHH 5,961 万 亩 ( 占 52%) ,水 田 比 率 高 于 黔 、 溃 二 省 ,但 在 我 国 南方 多 数 水 稻 

产 区 , 比 牵 还 是 比较 低 的 一 个 省 区 。， 
水 轩 主 要 分 布 于 四 川 盆 地 内 部 平原 和 丘 陵 地 ,由 于 各 地 水 源 、 地 形 、 士 壤 的 不 同 ,水 田 

的 地 区 分 布 有 很 大 差别 (图 5), 大 致 届 来 ， 水 田 比 率 与 性 殖 指数 的 高 低 是 一 致 的 。 成 都 平 ， 
原 灌 浙 渠道 交错 ,水 田 占 耕 地 面积 80 一 90 匈 , 其 中 平原 中 心 有 些 县 份 耕地 几 全 部 为 水 田 ; 

”和 侈 地 南部 乐山 宜宾 泸州 .江津 、 合 川 地 区 ， 塘 堰 灌 淅 发达， 水田 比 率 也 达 60% —70% , 
洁 、 涪 、 嘉 陵 江 中 游 的 内 江 、 涂 宁 、 南 充 一 带 , 水 田 上 比率 低 , 是 本 省 棉花 .甘蔗 甘薯 ( 秆 车) 等 
旱地 作物 主要 产 区 。 

”水 田 比 重 最 低 的 是 川北 \ 川 南边 称 山 地 和 西部 高 原 。 盆 地 边 烁 地 面 坡度 大 ;水 田 大 部 
分 位 于 沟谷 ;其 余 多 为 坡 旱 地 ,川北 平 武 .青川 . 旺 营 、 城 口 \ 巫 滩 及 川南 移 连 十 戎 等 县 ,水 
田 只 占 15 一 30 匈 ;西部 高 原 地 势 高 峻 ,气温 过 低 ,水 田 主 要 分 布 在 安宁 河流 域 ,西昌 、 冕 宁 、 
米 易 等 县 耕地 中 水 田 占 40 一 60 %% ,为 高 原 主 要 稻谷 产 区 。 大 渡河 沿岸 的 厂 边 、 汉 源 、 石 棉 、 
泸 定 及 阿 坦 藏 族 自治 州 的 茂 注 、 马 尔 康 沿 河谷 地 ,也 有 水 田 分 布 ;但 面积 零星 犹 小 ,其 余 广 

1) 1950 年 全 省 耕地 面积 10,537 万 亩 (其 中 水 田 5,339 万 亩 )，1952 年 11,202 万 军 (水 田 5,585 万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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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 oS ———————— eee 

大 高 原 各 县 全 是 旱 作 区 。 

由 于 解放 后 水 利 事业 的 发 展 , 水 田 占 耕 地 面积 的 比重 逐年 提高 ， ie \ 时 地 的 灌 浙 条 

件 也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改善 。 

对 农业 生产 来 襄 ， 本 省 水 利 建屋 的 主要 环节 是 发 展 灌 浙 以 克服 干旱 特别 是 防止 稻谷 

移 坊 前 后 径 常 出 现 的 春 旱 。 长 期 以 来 ， 本 省 农民 为 了 保证 主要 沽 食 作物 稻谷 春季 插秧 所 

需 的 水 量 ; 冬 并 水田 比 重 之 高 和 解放 前 除 成 都 平原 外 ,水 田 稻 大 部 

分 是 革 水 冬 闻 的 冬 水 田 。 

解放 后 ,由 于 全 省 人 民 在 党 和 政府 作 导 下 大 力 兴 修 水 利 的 转 果 ， 有 灌 浙 设 施 的 水 田 面 

积 已 由 1949 年 的 1,100 万 亩 ( 占 全 部 水 田 19.7 多 ) 增 至 1957 年 秋季 为 止 的 3,600 余 万 亩 

(GSA 63.3%), @KA2 Ob, 1958 年 水 利 建设 更 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发 展 ， 灌 浙 的 水 

田 上 升 到 4,908 亩 ( 占 水 田 88.6 多 )。 在 这 几 年 中 ， 一 方面 兴修 了 大 量 塘 、 产 等 著 水 工程 ， 
同时 还 大 规模 地 整修 与 新 修了 不 少 引 水 工程 ,如 著名 的 成 都 平原 都 江 堰 灌 浙 工 程 , 过 去 号 
称 灌 田 300 万 亩 ( 实 灌 面积 不 到 200 万 亩 ), 现 因 增 建 了 新 式 节制 设备 ,扩充 了 官 渠 卉 及 西 

河 \ 东 山 等 新 灌区 , 1958 年 这 一 古老 的 水 利 工程 灌 浙 面 积 已 达 800 万 亩 左右 ,成 都 平原 现 

在 多 数 县 份 已 经 实现 了 水 利 化 。 

现 有 水 田 治 浙 改 施主 要 为 塘 圳 ( 狗 占 全 部 灌 新 面积 709 VRIES HSE 30%). 38 
SKIBAZHAR LEE RE MBADA, HEX LERER RMA 
ALTE USE PSL A, TK AORTA RAR, ARIK RE 
MAILS S (SSRN R 6% EA), BRFEKKEARATAYBRERR. AW 

Hack (#H 10 7H) KA FIUMHSAA KH 3 HAH MAMA KA 
盏 1 万 亩 以 上 的 还 有 30 余 处 ;大 多 是 1958 SHE. WIC KM AAAS AK, 

过 十 侧 底部 的 放水 洞 灌 浙 谷 地 中 的 冲田 和 两 便 的 幸田 ,工程 形式 和 水 产 没 有 区 别 ,二 者 划 
分 的 标准 取决 于 坦 高 D, 大 的 山 湾 塘 灌 田 亦 可 达 数 百 亩 2, 在 乐山 \ 泛 宁 地 区 , 山 湾 塘 灌 浙 占 
到 全 部 水 田 面积 的 一 个 以 上 , 盆地 其 他 不 少 区 域 也 占 40-50%, BAW AAT ARTE 
较 大 ,水 田 分 散 , 山 湾 塘 不 多 ,而 以 “ 平 塘 ” 为 主要 灌 浙 方 式 ,平壤 实 郎 “小 山 塘 ”， 也 是 一 种 
自流 灌 浙 的 著 水 工程 , 集 雨 面积 小 ,一 般 位 于 水 田 的 上 部 EA PRT RHEE HE 
底 著 水 ,通常 占 地 2 — 3 KE 3 — 5 KL T+ PREAH. BALA PARES 
水 灌 浙 方 式 一 7K (HK , BPR BSE BE), ARK KR, ek BX, 
Swe AB LEAK SH) 0.5 OR) AKA Bk, — KR EEE RS FT ESB 
近 二 三 亩 水 田 , 在 放 灌 以 后 仍 可 种 植 一 季 称 谷 ,不 占用 耕地 ,但 对 弥补 塘 库 水 量 不 足 却 起 
一 定 作用 ;在 盆地 内 部 丘陵 区 冬 水 田 密 和 集 地区; 由 于 开辟 了 转 水 田 ， 使 不 少 冬 水 田 改 成 可 . 
尺 种 植 冬季 作物 的 “两 季 田 "。 当 然 , 这 种 补助 性 灌 河 只 是 一 种 临时 的 防 旱 发 施 , 受 釜 水田 
少 , 且 只 能 解决 插秧 而 不 能 解决 稻谷 生长 后 期 的 需 水 问题 ,将 来 塘 着 治 浙 工 程 数 量 增 加 和 
效能 提高 后 , 国 水 田 便 可 改 为 “两 季 田 ”, 以 扩充 部 分 秋冬 季 作 物 的 种 植 面积 。 

渠道 引水 工程 是 本 省 天 小 平坦 的 主要 灌 浙 方式 ， 以 岷江 (部 分 沱江 ) 为 水 源 的 都 江 卉 
” 淮 区 (包括 原 灌区 及 官 渠 卉 西河 ,东山 、 通 济 卉 等 灌区 )， 受 丛 区 域 计 有 灌 县 、 丢 竹 、 德 阳 、 

1) 四 川 一 般 把 坝 高 7 米内 上 的 旷 属 水 唐 类 型 。 
2) 例如 乐山 姿 云 乡 的 一 口 山 湾 塘 ,位 于 两 沟 汇 水 处 下 部 , 翰 高 3 米 , 占 地 20 ARH 400 多 亩 。 



金堂 简阳、 彭 山 眉山 \ 薄 号 ,大 昌之 间 的 近 20 ETH, ASEM RES 
外 较 大 的 渠道 灌 泊 工程 有 乐山 泊 漆 弄 、 途 宁 南 北 卉 、 南 川 龙 辟 渠 \ 西 昌 西 宙 渠 等 20 余 处 ， 
散布 在 各 地 沿 河 平 十 或 山区 小 型 冲积 局 上 ,都 是 解放 后 所 新 建 或 扩建 。 
在 水 田 灌 新 面积 中 , 除 上 述 塘 库 及 渠道 工程 外 ， 还 有 一 小 部 分 利用 工具 的 提 水 灌 浙 ， 

其 中 最 普 副 的 是 简 车 和 人 冀 力 水 车 , 解放 以 后 还 增加 了 不 少 抽水 机 , BARAK RA, 
机 械 提 水 灌 浙 也 已 开始 ,这 些 工具 多 用 于 位 置 近 河 但 不 能 开 渠 引 水 的 水 田 。 
现在 公 省 还 有 11% SHAKIR, RAAB SK, KHOR ACEH 

内 部 的 坡 顶 或 接近 坡 顶 的 地 方 , 虽 一 般 每 年 只 种 一 季 稻 谷 ， 但 在 春季 缺 雨 年 份 , 仍 不 能 保 
让 适 时 插 筷 , 舟 谷 生长 期 间 也 常 遭 到 干旱 威胁 ,因此 收成 仍 不 可 靠 ; 而 已 有 灌 浙 疏 施 的 水 
A dt Bee We 50 天 以 上 的 还 不 到 一 牢 ; 解 放 前 所 修 的 灌 浙 工 程 , 原 系 以 一 年 一 稻 为 届 计 
标准 , 近年 稻田 冬季 作物 和 部 分 地 区 双 季 舟 种 植 面 积 的 扩大 ， 使 需 水 量 平均 增加 30 外 以 
_ 上 35, 现在 各 地 实行 深耕 、 密 植 和 多 施肥 料 , 需 用 水 量 更 增 , 为 了 保证 称 谷 丰产 ,今后 除 将 炎 
PEM DBAS Bk hs "HAH EEL, RPE BUA 
HARE S38 is, ETA A et A BE. 

5 28 He ae HOS, 过 去 向 无 灌 浙 习惯 ,1956 年 农业 合作 化 以 后 ,在 两 
年 中 《至 1957 年 ) 旱地 治 汤 面积 已 有 300 万 雷 ,1958 年 另 增 千 余 万 雷 。 经 过 典型 试验 , 淡 
灌 过 的 棉花 、 小 麦 和 玉米 等 旱 作 , 增 产 狗 20% ， 有 的 达 50 多 以 上 2。 目前 旱地 灌 洒水 源 除 
利用 灌 浙 水 田 的 各 项 发 施 外 ,还 在 丘陵 顶部 或 压 部 修建 了 著 水 池 和 水 害 , 在 山 划 和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平 吉 掘 畜 了 水 井 泉 你 ,本 省 广大 地 区 有 条 件 建立 这 些 灌 汤 改 施 ,同时 因 旱 作 需 水 量 
少 ( 一 亩 两 季 田 的 水 量 平均 可 浇灌 10 亩 左右 旱地 )a， 因此 旱地 江浙 事 业 将 会 释 熏 得 到 远 
速 的 发 展 。 
四 川 洪 洲 伙 害 则 不 甚 严重 ,夏季 暴雨 和 大 雨 以 后 在 河谷 两 岸 所 造成 的 山洪 虽 常 发 生 ， 

但 受 锋面 积 小 ,持续 时 间 短 ; BF SIL ah RE LAB WR SE SL 
FEE AOSAHE , BRS EER Zk LR hs EH Pek EO, BRE 
SE SEAR 

“全 省 星 地 有 60 儿 以 上 为 坡地 , 这 些 坡 旱地 均 有 不 同 程度 的 水 二 流失 现象 。 丛 地 中 部 
的 内 江 , 泛 宁 、 南 充 地 区 虽然 坡 坦 谷 寅 ,地 面 起 伏 平缓 (相对 高 度 只 15 一 30 ok), Be 
度 大 部 分 在 15" 以 下 9, 但 因 地 面 开 旦 剧烈 , 植 秆 缺乏 ， 旱 地 比重 也 较 高 , 水 土 流失 却 最 严 
EE, PEO RA AE TY HOM, 过 去 每 调 年 流失 泥 沙 达 9 吨 之 多 ?。1955 年 起 ,本 
湖 全 面 开展 了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改 坡地 为 梯 地 ,挖掘 排水 沟 与 沉 沙 你 ， 帮 结合 这 一 工作 进行 

| 了 植树 造林 和 改进 耕作 方法 ， 至 1958 年 秋季 全 省 改 坡地 为 梯 地 已 有 550 余 万 亩 ( 占 旱 地 
面积 近 10 卿 )， 初 步 控 制 水 士 流失 的 面积 达 2,600 SH Wb SH MRRP EL), 以 
后 三 、 二 年 内 将 首先 把 水 十 流失 严重 地 区 的 坡地 改 为 梯 地 或 绪 坡地 ,同时 还 将 采取 修 蔷 水 ， 

1) 四 川 水 利 , 1957 年 ,第 8 期 。 
2) 同 1D)。 
3) 四 川 水 和 通读 ,1956 年 ,第 7 期 。 
4) 据 典 型 调查 ,和 途 宁 一带 旱地 坡度 在 10" 以 下 的 占 30965，1( 一 15。 的 占 40%, 15—20° 的 占 20%, 20—25° 度 的 

ti 10%, 
5) ETMT I ALR LIOR, HE 7,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 
6) 坡地 改 梯田 和 水 土 保持 面积 的 扩大 ， 契 大 部 分 是 1958 年 兴修 水 利 高 潮 中 所 取得 的 成 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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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 控 沉 沙 继 、 开 背 沟 和 粳 树 等 措施 ,使 “ 泥 沙 不 下 坡 ,洪水 不 出 沟 ”， 这 将 有 力 地 促使 本 省 
经 济 作物 及 末 湖 的 增产 。 

四 川 赫 地 所 使 用 的 肥料 以 人 畜 装 和 堆肥 为 主 ; 其 次 是 属 肥 和 草木 其 , 化 肥 近 年 也 已 开 

始 广泛 使 用 。 解 放 以 后 ,本 省 肥料 工作 所 取得 的 成 就 也 是 异常 互 大 的 ， 在 养 猪 积 肥 方 面 ， 
1950 年 全 省 平均 每 10 亩 耕地 才 有 猪 一 头 , 1958 年 每 3 亩 耕地 即 有 猪 一 头 , CRA A 
栏 芝 积压 肥 , 利 用 莹 种 、 杂 草 、 落 叶 与 妆 尿 混 制 堆肥 以 及 谋 制 草木灰， eM SHE 
DR; 此 外 ,有 些 地 区 利用 大 春 作物 收获 后 小 春 作物 播种 前 的 开 期 增 种 短期 称 肥 ( 成 都 平原 
以 种 植 车 子 和 终 胡 豆 为 主 , 川 东 、 川 南 以 种 密 胡 豆 为 主 , 川 北 主要 种 植 短 期 哆 豆 和 密 硼 豆 ) 

.已 有 习惯 ,现在 种 植 面积 年 有 扩充 。 和 泛 宁 、 三 台 、 资 阳 一 带 农民 还 利用 匾 坡 栽培 马 桑 . 黄 
莉 , 葛 茧 等 木 本 称 肥 。 配 合 农业 生产 大 跃进 ， 在 全 省 范围 内 除 进一步 积 造 农家 肥料 处 ,各 
县 化 肥 工 业 也 在 远 速 发 展 ,例如 万 县 地 区 在 1958 年 春季 以 后 不 到 个 年 的 时 间 里 ,， 即 从 无 
到 有 地 建成 于 化 肥 厂 千 余 个 ; 计 区 预 寻 ,在 今后 三 \ 四 年 内 ， lac it 
产 不 断 发 展 的 肥料 需要 。 

四 川 安 业 劳动 力 比 较 充 裕 ,1957 年 农业 人 口 达 6;,307 万 ， 每 _ 农 业 人 口 不 均 耕 地 . ry yee 

Hi, MA MR A 0S ES. HARE IS OE I 
一 带 ,平均 每 一 农业 人 口 占 有 耕地 1.5 亩 ,成 都 平原 .乐山 \ 达 县 \ 万 县 地 区 稍 多 ， 但 差别 不 
大 。 赫 地 人 口 密度 大 ,是 四 川 盆地 耕作 业 精 帮 的 重要 原因 。 工 农业 生产 大 跃进 以 后 ,和 彰 
多 省 区 同样 ,全 省 农村 普 汤 产 生 劳力 不 足 的 问题 ,西部 少数 民族 地 区 每 人 平均 耕地 3 Haze 

” 右 , 且 因 轻 营 牧 业 , 因此 劳动 力 更 感 缺乏 ， 现 在 人 民 公 守 和 少数 民族 地 区 互助 合作 化 运动 
- 的 全面 发 展 ,改善 了 劳力 紧张 状况 ， 今 后 将 采取 措施 改革 各 项 生产 工具 ,进一步 解决 这 一 
问题 。 

四 川 畜 力 也 较 多 ,主要 农业 役 用 畜 黄 牛 \ 水 牛 1958 年 共 达 750 多 万 头 ,每 头 赫 牛 负担 
PH 1.5 亩 。 替 畜 和 耕地 分 布 是 不 平衡 的 ， 成 都 平原 及 党、 沁 、 嘉 陵 诸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赫 
地 密集 ;, 耕 牛 数量 少 ,只 是 推 雹 力 强 的 水 牛 比重 高 ;盆地 周围 山区 耕地 少 而 耕 冀 数量 多 ;, 虽 
然 黄牛 占 大 部 分 ， 因 冀 力 充裕 , 仍 有 耕 牛 外 调 。 西部 高 原 耕 牛 平 沟 负担 耕地 亩 涩 更 少 ， 可 
以 调剂 当地 劳力 的 不 足 。 

劳 冀 力 比较 多 , 卉 因 水利 \ 肥 料 工作 的 开展 ， 因 此 在 解放 后 至 1958 年 期 间 ， 除了 采取 
各 种 办 法 提高 作物 单位 面积 产量 外 ,农业 增产 的 另 一 重要 措施 便 是 扩大 耕地 利用 率 ,提高 “ ， 
复种 指数 ,特别 是 1956 年 农业 合作 化 高 潮 以 后 ,本 省 耕作 制度 全 进行 过 大 力 的 改革 ; 双 季 : 
稻 、 小 春 (冬季 ) 作 愧 以 及 大 春 ( 夏 定年 ) 作 物种 收 前 后 增 种 早春 与 晚秋 作物 的 面积 都 有 了 ，， 
很 大 的 增加 ， 在 同一 耕地 上 同时 或 前 后 交 SSAA ART SHOE) 作物 的 间作 与 套 ， 

种 制度 亦 在 各 地 广泛 推行 ， 因 此 全 省 平均 耕地 复种 指数 已 由 1952 年 的 144 % Wz 1957 © p 

年 的 175 % (1958 SE FEA couse AeA ) AT BER LS, 例如 1956 年 增产 的 OIL JPRS 

由 于 扩大 复种 指数 增产 的 狗 占 449 。 

省 内 复种 指数 最 高 的 是 成 都 平原 , KE RAIA EEE, 水 田 稳 大 部 分 实行 冬 种 , 劳力 肥 

料 也 过 充 分 ,耕地 盛行 一 年 两 误 或 三 熟 制 ,其 中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潭 田 < 和 下 湿 田 ,过 去 不 种 

冬 作 ;现在 则 行 中 稻 一 小 春 ( 委 肥 ,. 早 油 某 ) 一 年 两 熟 制 ,一 般 水 田 则 中 稻 一 小 春 ( 油 荣 或 和 缘 ，。 

肥 、 小 麦 ̀ 委 豆 ) 两 娄 , 肥 力 高 的 油 沙 士 ， 行 中 稻 一 晚秋 ( 泥 豆 ,荞麦 ……) 一 小 春 , 或 早春 ， 

〈 马 答 昔 、 玉 米 ) 一 中 夭 一 小 春 一 年 三 熟 制 。 旱 地 一 年 两 熟 或 三 熟 制 也 很 普 逼 , 因此 复种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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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o 

数 高 达 200 ULE, 平原 中 部 且 达 210—230 % 

py Jide PS SBE SS OS SE BSR, SE LAS ZK EATAO AE 
Pete EB aA RCN ES. HE — A, AK NE ER 
Ht AER IB EK ASE ETS RS 5 PE FTL HAR PE, SUE 
Bi, DRE LE a EEE IS BARA — 4 al EB 由 于 盆地 内 各 个 丘 
陵 区 多 求 田 比 重 还 很 高 ,和 家 田 冬 种 的 只 20 一 30% ,十 壤 冲刷 剧烈 的 旱地 ， 小 春 产 量 低 , 冬 

种 的 型 不 多 , 和 宜宾、 泸州. 江津、 和 途 守 、 南 充 等 地 复种 指数 170 一 1809%53 内 江 一 带 较 高 ， | 

200% 釜 地 四 周 由 区 永田 多 牢 一 年 一 元 ,部 分 旱地 坡度 大 ,土壤 疹 薄 ;不 种 冬 作 。 平 武 、 
56 AL DRO, BBW Hi, BOK GI ERE BBR 150% bo 

Gs RRA AWE LER BRKT MMe SS AT —e BS il 
| REGUS AWE Fl) SET 2, 

1958 年 本 省 农作物 单位 面积 产量 空前 提高 ,与 1957 年 对 比 ， HEAR TAI 18K 30—40 % ， 

棉花 30% DLE, KRM SHS’, “ 少 种 少 收 ? 故 举 可 以 使 各 项 农作物 得 到 更 多 
AG UCRREE, :因此 ,从 '1959 年 开始 ;正在 逐步 贯彻 这 一 个 增产 措施 ,使 劳 冀 力 ̀ 灌 浙 水 源 、 肥 
料 更 有 有 效 使 用 。 首 先是 稳定 水 田 晚 秋 、 早春 的 增 种 面积 和 旱地 间作 、 套 种 的 面 税 。 当 然 ， 
这 莽 往 时 发 对 耕地 将 不 作 充分 的 利用 ， 例 如 盆地 内 部 许多 丘陵 区 的 水 田 ， 冬 开 绪 率 还 很 
高 ;其 中 不 少 水 田 由 于 气候 适宜 ,在 改进 水 利 \, 肥 料 条 件 后 ,扩大 小 春 主要 是 彰 疣 (小 麦 ) 的 
种 杆 面 入 , 仍 然 是 必要 的 。 在 耕地 面积 方面 ， 坡 度 过 陡 、 士 层 过 薄 、 产 量 不 稳定 的 旱地 ,也 
可 竺 含水 土 保持 ,部 分 退耕 。 

四 川 晤 我 国 重要 的 詹 食 产 区 ,同时 也 是 西南 区 工业 原料 作物 的 主要 分 布地 区 ， 播种 面 
a: a ee Dede 

3 1957 年 

o> ee Sb | a i Se > | S| 

FRA GE CE SAE, BK DEE BT BD) OE 
WARE RRA, HARE, BAAR BE Pe BRR IE A RE 
Wo WF 1958 AIR RAE CREE 1957 年 增产 40%), TERK SEAILL, 

BRA ZAHRA AME, Aaa ee eH Se ERR ERE 

“PMID FEAR ik AEE FE ik ESR PP RB, PAR PMA RO EAR 
AGAR EMRE US ILRI RRS, (AD AK 
他 作物 将 不 断 上 升 。 | 
REN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DIRS 22, BS 
省 商品 叛 比 重 最 高 的 一 省 。 同 期 本 省 类 食 外 调 量 (其 中 以 舟 米 ,小麦 为 主 , 少数 是 玉米 、 委 

1) 1953 一 1957 Seka ME FER 1,703 亿 斤 ,征收 收购 总 量 462 亿 斤 ,除去 返回 本 省 农村 的 89 亿 斤 * 泽 征购 量 ( 姑 
称 商 品 量 ) 373 12. MESA AME “NOVARA LAR Atk, 195747 R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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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 一 一 一 * 一 全 一 一 ~ 二 一 一 -一 一 ee 

豆 .区 豆 和 小 麦 加 工 制 成 的 面 炉 ) 占 总 产量 近 10 %D， 为 我 国 稻米 、 小麦 外 调 最 多 的 省 份 。 
本 省 外 调 的 籽 但 大 部 分 运往 上 海 、 北 京 以 及 江苏 \ 河 南 、 河 北 、 辽 宁 各 省 城 锁 ， BA CRB 
西 . 甘 肃 及 西藏 的 工矿 区 和 城 锁 

解放 以 来 ,四 川 各 种 詹 食 (ein RSG BAIT, 增长 速 磨 最 快 的 是 小 麦 和 董 类 ， 前 
者 主要 由 于 耕地 冬 开 上 比率 的 减少 ， 后 者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 所 以 栽培 面积 也 扩大 很 多 。 此 
苏 , 主 要 送 作 稻谷 播种 面积 也 有 了 增加 ， 主 要 是 由 于 双 季 稻 面积 的 扩大 ,以 及 由 于 灌 浙 事 
WHERE HAHA, RERACR PRESALE, SHES 30%, PERE 
生产 将 着 重 利用 水 田 增 产 称 谷 ,小 麦 ， 适合 于 耕作 的 旱地 则 主要 栽培 经 济 作物 ， 其 余 种 植 

甘薯 、 玉 米 、 豆 类 及 其 他 杂 湖 ， 碍 以 提供 副食 品 和 丰富 洪 食 消 辟 的 花色 品种 ， pales cy. 

EAS 5 SBS, WHIFF RE 

DO eRe EOS RA BPR (1957 年 ) 

go DR a Si i VRS 
wt | AREA 万 | Reb % 

16,278 | 83.1 | 282 | 45,958 ~ 100.0. 

si mm 

a> op 
6,220 31.8 440 
2,040 10.4 161 8,276 7.1 
23468 | 12.6 173 4,269 9.3 
1,951 -10.0 326 6,365 13.84 
1,166 5.9 120 15398: 3.0 

911 4.6 116 1,054 2.3- 
390 2.0 151 538 es 

1,132 5.8 144 1,634 3.6 

RPRESATHALEAG. 

\ 

rs / 

Yo >t A SE oe PH Soe & Pt KO} bol de A Ae 

GLEE A AP RAPT RAMEE, SILER: AE) 

ee aie ee aoe ee EREWMEMAD, DENIM A AR RFD A 

00% AK BR KE SHURE, : 

iA ha Rae ae—Y b, HERE RBENPKTE, xe 
BIVWESERER—-, ZABSEET WAKA REAMAHA SB, BURP, 
HAW BR, UE AR. eR RIL 大 邑 、 和 炉 竹 等 县 以 内 地 区 ， 占 全 省 产量 的 

85% ， 甚 余 产 于 盆地 四 周 的 山地 以 及 西昌 和 渡 山 地 区 ， 阿 袁 和 甘孜 藏族 自治 州 产量 极 微 
(图 6 )。 稻 谷 商品 量 最 高 地 区 是 产量 最 多 的 成 都 平原 以 及 嘉陵 江 、 渠 江 中 、 下 游 和 江津 攻 
FALE, VEIL PLL HATE, HE SRE RD RRM SL, ARG 
稻谷 商品 量 最 低 的 地 区 。 成 都 平原 调 出 的 稻米 由 宝 成 线 北 运 西 北 和 华北 ， 其 余地 区 稻米 
经 长 江 下 运 华东 及 在 武汉 转 京 广 线 北 运 ,涪陵 万 县 一 带 的 商品 稻米 由 于 东 运 方便 ， 调 供 
省 内 城 锁 和 工矿 区 的 数量 少 ,大 部 分 直接 外 调 。 

四 川 稻谷 不 仅 产量 多 ,在 我 国 主要 产 稻 省 区 中 ,生产 也 最 稳定 。 这 一 方面 因为 本 省 有 
较为 充足 的 劳动 力 ,农民 对 稻 作 和 经 营 非常 组 致 , 同时 各 年 自然 炎 逢 也 不 其 严重, 春季 稻谷 

1) 1953 一 1957 年 共 外 调 粮食 142 亿 斤 ,相当 产量 的 9.4%, MR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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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 40 15% £727q10-20% 

EEAH35 40% [210% wr |} 

W730 -35% ， 

As 四川 稻谷 点 作物 播种 面积 百分比 图 

移 栽 时 的 干旱 ,对 有 灌 新 发 施 的 稻田 固 不 致 造成 很 大 威胁 , 而 没有 灌 浙 发 施 的 稻田 , 由 于 
冬 闻 善 水 , 播 不 上 秧 的 情况 也 只 散 见 于 个 别 地 区 , 夏秋 雨季 来 临时 , 不 只 广大 丘陵 地 区 水 
田 遭 受 洪 汗 人 炎 客 的 面 很 小 , 邹 成 都 平原 也 因 有 都 江 堰 的 排水 系 和 炖 , RD SIS AB, 
效 以 后 ;各 年 稻谷 单产 均 稳步 上 升 , 久 占 稻田 面积 大 部 分 的 一 季 稻 而 言 , 全 省 平均 亩 产 由 
1949 年 的 360 斤 增 至 1952 年 的 400 FF, 其 后 又 提高 到 1957 年 的 近 500 JT, 1958 年 实行 

| TERS ,全 省 平均 亩 产 尤 高 于 此 数 。 一 般 年 份 , 单产 高 于 两 湖 ̀ 两 广 ( 均 
指 一 季 稻 妃 卉 高 于 长 江 下 游 的 江浙 。 四 川 稻米 寻常 年 份 是 而 在 我 国 类 食 作物 受 伙 年 份 尤 
鞭 是 一 支 最 重要 的 精 食 支 授 力 量 。 Loi 

”解放 前 本 省 稻田 种 植 几 均 为 一 季 稻 ,1952 年 推广 双 季 稻 以 后 ， 一 季 稻 播种 面积 才 形 
ti, 一 季 稻 面积 内 早稻 和 晚稻 的 比率 很 小 ,大 部 分 是 一 季 中 稻 。 中 稻 分 布 肖 及 全 省 各 
2h, FZ 月 上 中 旬 播 种 , 4 月 中 下 旬 移 裁 ，8. 月 上 中 旬 收 割 ， 种 收 期 比 过 去 提早 。 川 南 宜 
宾 、 泸 州 \ 江 津 等 地 和 盆地 中 部 内 江 、 合 川 一 带 , 因 为 冬 水 田 多 ,不 需 等 待 冬季 作物 的 收获 ， 
同时 春季 气温 高 ,因此 较 上 述 种 收 期 早 一 遇 左 右 ; 成 都 平原 因 稻 田 冬 种 比率 大 , Be 
川南 \ 川 中 工 比 川北 (三 在、 南充 、 达 县 一 带 ) 返 一 遇 至 什 个 月 ;海拔 八 \ 九 百 米 以 上 山地 ( 西 
昌 、 泳 山 及 川 东 边境 地 区 ) 播 种 、 移 裁 期 比 一 般 稻 作 区 迟 定 个 月 ,收获 期 迟 牢 个 月 至 一 个 月 
不 等 , 现 因 推行 稻 麦 两 熟 制 ,为 了 适应 稻 卖 换 人 茬 季节 和 调剂 劳力 ， 各 地 正 根 据 具体 情况 适 

1) 1957 年 一 季 称 4;500 万 雷 , 占 水 田 面 积 8096;1958 年 3,300 多 万 亩 , 占 水 田 面积 60%, 
. 37 . 



4 RFA A A KI, PERK, PRARM—+-AOSBAKE, ATER A 
T 474A eae , EE J eS EP, OM ee, 
最 可 靠 。 省 内 各 地 单产 最 高 的 是 成 都 平原 ,该 区 早 涛 无 优 , 土 壤 肥 力 高 , 季 肥 播种 面积 天 。 
西昌 地 区 水 田 数量 少 ,由 于 和 逃 择 了 自然 条 件 最 好 的 圭 地 作为 稻田 , KR, RO Pa 
地 区 由 于 田 少 人 多 ,. 耕 作 和 集 狗 ， 这 两 个 区 域 单 产 亦 较 高 。 单 产 低 的 地 区 除 少数 民族 所 分 
布 的 高 寒山 地 外 ， 为 盆地 四 有 周 的 出 区 ， JA eS AeA a ere ge 
70%. 

A FF IBA AUT 为 了 发挥 省 内 部 分 “ 肥 图 ?的 增产 潜力 ， 克服 这 种 稻田 栽种 
和 稻 的 倒伏 和 沙 粒 现象 ， 1951—1952 4¢ Ha SEAL 8 SE RES EA” LEED DSB EAT TB 

Be, 1954 Ete E Hae WES HE PEE RICA RI MRSAT , BR 
Ei} EAs wR; FB AWM, AT LR, 山区 因 
UES, MAL ADS RIA RR BS, LAA ERS 
SBE ACER AMEN ERAT, BLS SE TA ED BOE Hh A we. 
产 , 种 收 季节 上 比 同 一 地 区 的 中 稻 早 一 过 至 个 月 。 一 季 晚 稻 雳 星 散布 各 地 ,在 春季 水 量 不 足 
的 稻田 中 种 植 ， 各 年 播种 面积 变化 大 ， 赵 春雨 的 多 午 而 定 ， 栽 插 和 收获 期 比 中 稻 返 牢 个 
月 至 一 个 月 ,但 比 双 季 晚稻 要 早 得 多 , 这 两 种 稻谷 单位 面积 产量 早 称 和 中 稻 相 若 , WAR 
低 。 和 

四 川 双 季 称 栽培 历史 远 晚 于 湘 、 SANTA, 1936 一 1937 年 开始 试 种 ,最盛 时 (1943 年 ) 

为 7 万 亩 (主要 分 布 区 为 泸州 宜宾 附 近 各 县 ) ,当时 种 植 的 是 间作 稻 , 产 量 不 高 ， 同时 因为 
在 刺 创 制度 下 ,多 种 多 交 租 ,农民 因此 不 愿 栽种 ;到 解放 时 几 已 息 跻 。 7 

1952 年 首先 在 泸州 .江津 地 区 推广 双 季 稻 ,其 后 种 植 面积 年 有 增加 ,1956 年 已 逼 于 省 

内 110 企 县 市 ,面积 共 达 450 万 亩 , 1957—1958 年 栽种 更 多 ,年 达 800 一 1000 万 亩 2。 本: 

省 具备 必 展 双 季 舟 的 气候 条 件 ， 搂 照 理论 和 生产 实践 圭 明 ,3 月 份 气温 在 10*(C)? 以 上 双 
季 早 稻 朗 可 发 芽 生 长 , 9 月 份 在 20" 以 上 邹 可 抽穗 扬花 , 据 多 年 气象 记录 ,本 省 除 周围 出 地 
和 西部 高 原 处 ，3 月 份 平 均 气 温 均 在 12° 以 上 ，9 月 份 平均 气温 亦 达 20" DE, Bake 
32°50’ 的 广元 ， SCPE BS ARSE LSE PA 和 西昌 地 区 海拔 1,200 ee 

功 , 其 中 有 些 并 获 高 额 产量 ?。 te 
ERAN HK VEIL, SUL FPR Re Se AE TN KILI PL SEI 

CARP J AN HEP AL BAS be CPE PE, SEB, SERIO PRE), FREMSRRS 

集 于 接近 正 冲 田 的 低 境 田 内 ,这 种 稻田 水 源 不 差 , 泥 脚 又 不 象 正 冲田 那样 深厚 ， 田 底 温度 a 

BEES VRE Ya Sa YS Fe BE Le BS Bs ed 9 DL A”, Ba 
SAU, BARD RRA LIS Ee EF 3 月 初 序 播种 早稻 , 
ABR, 7 ARE AICHE, BORN LAE, 种 收 期 未 川南 迟 牢 个 月 左右 。、 
双 季 稻 早 播 早 栽 可 以 提早 成 熟 , 避 名 晚稻 遭受 低温 袭击 ; 王 外 ,高 度 密植 ,采用 速 数 肥料 和 
施 足 底肥 ,以 增加 穗 数 和 促进 早熟 , 减 少 低温 为 嘎 , 彻 底 治 量 防 止 晚稻 受 秋 , 碾 有 这 些 都 是 

, 

1) 1957 EEA MA 870 SAH, 占 全 部 水 田 面积 15% % 1958 AEF Hy 1,000 万 亩 , 占 水 田 et 
2) 本 稿 全 用 摄氏 温度 , 下 同 。 
3) 例如 广元 邻近 的 旺 车 ,1956 AER RSIS HK 640 厅 ， 会 理 所 种 的 40 SANS, Pere 1,450 
i WDHLEREBEY EA 60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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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A BS ih, 1953 年 很 多 县 份 的 双 季 稻 田 由 于 贯彻 了 以 上 赫 作 技术 ,全 
得 每 调 一 、 二 千斤 的 产 额 ， 成 都 平原 的 广汉 新 都 、 部 县 、 温 江 、 新 繁 、 双 流 和 泳 山 地 区 的 
马 边 等 县 ,都 出 更 了 雷 产 一 、 二 千斤 早稻 的 大 面积 丰产 田 , 过 去 双 季 晚 稻 单 产 低 ， 现在 全 省 
”平均 亦 达 三 .四 百 斤 。 

本 省 水 田 正 在 广泛 推行 稻 麦 两 熟 的 基本 耕作 制度 ,因此 1959 UST LADO 
> PPE IRAD DS PES PA KIL RYE BIL PIR, HRA 
田 比 重 较 大 , 获 时 还 不 能 大 量 利用 水 田 冬 种 小 麦 , 同时 春秋 气 漫 高, RH MERA A we 
有 轻 骏 ， 收 成 可 靠 。 至 于 成 都 平原 等 稻 麦 两 族 已 有 基础 或 有 条 件 推 行 这 一 赫 作 制度 的 地 
区 ,大 春 种 水 稻 ,小 春 种 小 麦 ,劳力 肥料 错开 绸 剂 ， 和 仍 可 达到 高 产 多 收 
BI AAS, 

Do Ifa APACER LARA 水 田 冬 种 面积 已 达 2,500 BH, wean 
水 田 45 狗 。 舟 田 冬 种 比率 最 高 的 是 成 都 平原 , 丘陵 山区 实行 冬 种 的 稻田 多 为 灌 浙 水 源 好 : 
的 境 田 ; 正 冲田 因 当 地 面 逐 流 汇 集 之 处 ,一 般 泥 脚 深 , 王 壤 粘 重 , SRS, 近年 有 部 分 … 

”地 区 于 田 边 开 排水 沟 增 种 冬 作 。 稻 田 冬 季 主 要 种 小 麦 、 泪 荣 和 委 豆 ,少数 种 大 考 和 稍 肥 。 
一 季 早 、 中 称 田 在 稻谷 政 获 后 和 冬季 作物 播种 前 有 一 部 分 种 植 短期 多 肥 、 甘 昔 、 泥 豆 ̀ \ 莽 麦 
等 晚秋 作物 > a RRA, 其 他 奈 汰 将 少 种 或 不 种 ， DRS 1a ae 
FTAA HAS, EDIE HES LE, 

ATS ARAM, oh NAB pF ASR SO EE, 19564 
eR EAI SE EK CA, BR) A, 1957 SERRE 
面积 共 12,000 4H, HEFH 180 厅 ( 丰 产地 达 500 FUE), XEBRURRAATMHE. 
得 研究 的 一 个 方向 。 

四 川 小 麦 产 量 鹊 占 西南 区 的 80 多 ， 与 安徽 .江苏 、 湖北 同 为 我 国 南方 主要 产 考区 ， 同 
时 也 是 我 国 小 麦 商 品 率 最 高 和 外 调 数量 最 多 的 省 区 。 解 放 以 后 ， 在 全 省 充分 利用 冬 开 赫 
地 主要 是 冬 水 田 的 增产 措施 下 ;着重 发 展 了 小 麦 生 产 , 1958 年 全 省 小 麦 面 积 比 1949 年 已 
扩大 40 儿 ,是 播种 面积 增长 速度 最 快 的 尖 食 作物 ,小 麦 产量 也 增长 了 一 倍 久 上。 

NBA EAU, BR DED, 可 以 平衡 全 年 劳力 的 安排 , 在 四 川 钞 产 总 量 中 小 : 
春 所 占 比 重 低 (在 目前 不 到 10 多) 的 情况 下 ,这 一 点 尤为 重要 ; 此 外 ,耕作 精 乔 ,增产 的 湾 
方 生 很 大 。 本 省 正大 力 发 展 这 一 作物 ,今后 三 \ 五 年 内 ,在 发 展 水 利 事业 、 冬 水 田 基 本 上 演 - 
RUS TAKA RTM, 并 利用 部 分 旱地 实行 冬 种 , DA REL 

1 一 2 倍 , 而 全 省 稻 、 eee ATES we 80 BEB — E1958 R. 

占 48%)o 

Fee WENGE ERR ESS, 分 布 于 西部 高 原 地 区 , 于 4 月 间 播 种 ， 
及 \ 九 月 收获 ;其 余 均 为 冬 麦 ; 冬 麦 是 四 川 种 植 最 多 的 条 季 作 物 ( 占 冬 作 总 面积 40 匈 ) ,成 都 
平原 和 沱江 、 渚 江 、 渠 江 的 丘陵 区 产量 最 多 (图 7 ), 于 10 月 中 旬 播 种 ,盆地 南部 稍 早 ; 东 部 
和 北部 稍 迟 ;成 都 平原 旭 延 至 10 ATH, ta Oe aE. 
分 双 季 稻田 冬季 亦 种 小 麦 ; 旱 地 小 麦 前 作 大 多 是 甘 昔 和 棉花 。 

在 西南 区 各 省 中 , OSE, 单产 高 于 国内 一 般 省 份 。 1958 年 单 
产 增长 幅度 虽 不 及 华北 、 华 中 一 些 省 区 ,但 已 超过 本 省 过 去 年 份 水 平 ,简阳 宜宾 一 带 出 现 
了 不 少 大 面积 亩 产 千 斤 久 上 的 记录 ;现在 普 尖 实行 了 深耕 翔 作 ,南大 2419, er S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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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基本 普及 ,单产 必 将 因此 而 更 为 提高 。 了 
本 省 昔 类 作物 种 植 面 积 将 近 90 多 为 甘薯 (村 车 )。 甘 著 是 四 川 盆地 早 作 地 区 人 民 的 主 

. 要 叛 食 。 种 植 面积 仅 灵 于 稻谷 , 王 米 ,常年 产量 占 全 省 类 信 总 产量 的 15 一 20 %s1958 年 所 
占 比 重 更 大 。 甘 董 商 品 率 低 , 除 干 制 少量 若 片 、 若 煌 稍 华北 ,东北 等 地 外 ,大 多 在 产 区 就 地 
TA) HSER, 适应 性 较 绚 , 主要 分 布 于 沱江 、 洁 江 、 嘉 陵 江 、 渠 江 中 上 游 请 仕 地 币 北 都 
旱地 , 海拔 七 \ 八 百 米 以 下 的 丘陵 地 带 , SAH Ke RE ARR RS Bw 
充 等 县 为 主要 产 区 。 按 播种 期 的 不 同 , 甘 墓 可 分 夏 蓝 与 秋 昔 两 种 。 夏 鞋 分 布 逼 及 各 地 ;多 ， 
在 旱地 种 植 ,于 三 月 中 下角 青 苗 , 小 春 作物 收获 整地 后 朗 行 裁 揪 ,前作 如 为 油菜 ̀\ 委 豆 , 裁 
插 鼓 早 (五 月初), 如 为 小 麦 旭 延至 五 月 中 旬 至 大 月 初 。 秋 董 于 七 月 下 旬 收 获 中 稻 后 播种 ， 
为 稻田 的 一 种 晚秋 作物 ,生长 期 短 , 施 肥 量 少 ;单产 不 及 夏 蕾 的 一 企 ,种 植 面积 远 比 夏 昔 为 。 
SS, 总 y 

PRR AREA Rea Ie WERE, BRAT AP 
EES RET MH, 必须 占用 部 分 甘 墓地 ， SSL Ae RI RAE 
WD RRA AE BE HE Pg ‘ 

RS SRE CREE) A Be (3—4 PAE 以 川 东 \ 月 北山 区 及 西昌 、 weir 
HOLT BES , PE AT ee PA, FARE A ERS RA 
RU 4 AP, 8 月 收 ,生长 期 其 法 5 PAD 在 金地 内 部 的 水 稻 区 和 日 作 区 ， 一 小 部 
分 耕地 以 此 作为 晚秋 作物 来 种 植 。 0 

′ .四 川 琅 米 ( 包 谷 ) 播 种 面积 大 于 黔 、 ROM SEHR, 为 目前 本 省 仅 姑 于 稻谷 的 法 食 

felts 主要 分 布 于 四 川 盆 地 边 称 山区 , 2UKARMBEAR, ea en ae SDs, - 
FEAST EKER DS BB SRR ie 

” 玉米 因 分 布地 区 广 ， 因此 各 种 海 投 不 同 地 区 的 播种 、 收获 期 SHERRI, 西 
部 海拔 三 千 米 左右 的 高 原 于 4 月 播种 ， 8 月 收获 ; 盆地 四 周 800 一 1500 米 山 地 于 3 月 底 
播种 ,从 \ 九 月 收 ， 均 以 一 年 一 散 制 为 主 ， 海 拔 较 低 而 土质 肥厚 的 则 冬 种 小 麦 和 大 麦 。 平 
原 、 低 丘 地 区 5 月 中 种 9 Fike, BAR Wh RET ABTA, REST 

ESI, FORMS, 2 SAD EPR, ERE RSD RE 
外 ,还 与 甘 董 等 作物 间作 ,与 大 豆 间 作 相 互 影响 少 ， 仍 敌 保 持 这 一 种 植 习惯 。 在 长 江 以 及 
.嘉陵江 、 渚 江 的 部 分 冲积 平 直 , 实 行 早 晚 玉米 连作 制 (两 熟 玉米 生育 期 各 80 一 90 天 ) ,个 别 
的 行 早 套 中 中 套 晚 的 三 熟 玉 米 的 耕作 制度 ?。 本 省 玉米 过 去 盛行 撒播 ;不 施 到、 不 中 耕 除 ， 
章 的 现象 比较 普 逼 ,单产 不 高 ,山区 玉米 地 坡度 陡 , 劳 力 缺 ,干旱 及 高 普 舌 嘎 重 ,单产 尤 低 ， 
但 江北 ` 天 江 \ 万 县 \ 侈 党 等 县 许多 耕作 精 类 的 玉米 地 ， 则 得 每 亩 五 \ 大 千斤 的 产量 。 西 部 
yak a 除 采 用 各 项 增产 措施 外 ， 还 推广 了 适合 当地 环境 的 玉米 品种 ,也 全 得 平均 每 ， 

200 斤 的 产量 。。 玉米 与 墓 类 同 是 本 省 播种 面积 将 要 水 步 压 输 的 作物 ， 但 在 高 寒 而 蒜 
AS 5 cece eat ae = 
WED ME ERASERA PORE RAFDE, 2 NAR OR 

sialon Aaa nk FAR DAE at 

1) = 94, = 3A A ATE HS BCA), SOP SU, ES LE RSE” 
要 分 布 区 ; EEG PARTS, SEE Woke, SPEAK AA Se), EG LAR kL 
PEREZ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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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酒 谷 ,玉米 甘薯、 棉花 等 后 作 生 长 发 育 也 很 有 利 。 这 两 种 作物 地 区 分 布 非常 普 台 ,豌豆 分 
布 区 域 尤 广 , 西 部 高 原 三 \ 四 千 米 的 地 方 也 有 种 植 , 乔 豆 则 集中 于 平原 , 丘陵 和 1500 米 以 
下 的 低 册 区 ,主要 产 区 是 四 川 盆地 沿 其 江 及 嘉陵 江 、 渠 江 流域 各 县 ; 竞 豆 主要 产 于 沱江 ̀ 、 洲 

江 及 嘉陵 江 流域 各 县 。 委 豆 、 鹃 豆 除 在 旱地 与 小 麦 着 种 外 ,在 从 地 中 南部 如 内 江 、` 途 宁 、 泸 
IH LE ES BE AA WIS, FOR 、. 跪 豆 为 辅助 泛 ,在 旱 
卉 间作 会 影响 水 考 密 植 增产 ; 故 部 分 地 区 的 种 植 面积 已 形 收 纵 。 

AGRAIRA PWR AE KEEFE BREE US BRATS, 多 种 
植 在 西部 海拔 2.500 一 3,500 KK RAS), BRARADR ERMA KERTH 

LA) a 

eet. ke ee 

* oe, = LY . 

SN . | 5 

每 卡 代 委 1 ,000 担 |r». 

oe ae > 

hs 

9 100ZRE f., a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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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四川 青 征 产 量 分 布 图 

* 皇 , 看 地 与 高 原 均 有 种 植 ,四 川 盆地 内 以 洛 、 洗 二 江 棉 作 区 种 植 较 多 ， 因 生 青 期 殉 短 , 适合 
与 棉花 换 茬 。 解放 前 ,种 大 麦 主要 为 了 渡 春 荡 , 现 区 主要 作 乌 料 ,部 分 摊 和 高 梁 制 酒 ,单产 
低 , 以 东部 周围 山地 和 泳 山 ;西昌 地 区 产量 较 多 。 高 梁 产 于 沿 长 江 的 泸州 :江津 一 带 ,其 砍 
为 嘉陵 江 、 渠 江 和 沱江 流域 各 县 , SERA, RAFAH Ah, BAe 
seh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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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四 川 大 豆 产量 占 西南 区 总 产量 的 一 全 以 上 ， 但 在 本 省 作物 面积 和 产量 中 不 

占 重要 地 位 D?。 主 要 产 区 是 四 川 盆地 东 、 北 \ 南 部 丘陵 和 山区 ， 大 多 与 玉米 间作 ;或 在 田 边 

地 青 零星 种 植 。 本 省 大 豆 用 作 副 食品 ,很 少 用 于 榨 油 ,由 于 省 内 消费 量 大 ,外 运 很 少 8 

Muy = BERRIES , MEP BAR RPP eR, 1957—1958 年 稳 花 ̀\ 认 类 

RAL REN Shh BUS 1949 年 增长 一 倍 左右 ,油菜 籽 \ 花 生 也 增长 一 中 以 上 。1959 年 经 ， 

济 作物 播种 面积 已 较 前 几 年 有 更 大 增加 (1959 一 1960 年 预计 经 济 作物 增产 幅度 天 于 詹 食 
作物 一 定 ) ,重点 发 展 的 是 棉花 .花生 ` 节 麻 、 入 麻 等 纤维 作物 和 油料 作物 ， 糖 料 作 物 【 包 括 

PREVA MRA ARE, HAMM eh, SRS Ie, Bei 
RGF RESRSE PRS Hr PEF REKRILARREO SEER 
人 ;再 砍 为 糖 料 作物 ， 甘 蔗 播 种 面积 和 产量 在 

RATT RMB. RE HA SS a Sh, 需 由 省 外 支 授 的 经 济 作 

tren SIE : 

Vo ) | SECEDE RAT (1957 年 

5 ‘i . 面 积 

每 雷 产 领 ( 斤 ) 亲 总 产量 (万 担 ) fe 网 
Aa | 占 全 部 作物 9 

& # 1,410 rp Whee . = 一 

棉花 502 2 洒 28 140 
节 ge 20 Cot ae 90 18 
kK 廊 18 0.09 106 19 
烟叶 73 0.38 143 104 

3 OF 531 ys ame . 104 553 
HOE 159 . 0.81 155 247 
+ he 27 0.14 ‘ 53 14 

H oR 62 0.32 ' 5,529 3,445 
其 已 18 0.09 一 一 

四 川 战 前 棉田 面积 200 万 亩 (1935 年 为 190 万 亩 ,1937 年 为 213 万 亩 ), 年 产 棉 30 多 万 
担 ,当时 原 棉 供应 不 足 ， MUSES, 省 内 需 用 的 棉纱 和 棉布 稳 大 部 分 由 上 海 肥 武汉 等 
地 供给 。 抗 成 时 期 棉 产 略 有 增加 ,1949 年 棉田 面积 共 230 万 亩 , 但 因 单 产 很 低 ( 和 平均 赴 产 

皮棉 只 13 斤 );, 总 产量 仍 只 30 万 担 。 解 放 以 后 ， 党 和 人 民政 府 为 了 满足 人 民 的 需要 ， RI 
各 种 措施 来 提高 产量 ,棉田 面积 和 单产 逐步 得 到 扩充 和 提高 , 1957 年 棉田 增 至 500 万 亩 ， 

亩 产 28 斤 , 总 产量 增 至 140 万 担 ，1958 年 480 万 亩 棉田 由 于 大 大 改进 了 欠 作 管理 ,全 省 
盏 均 亩 产 上 升 至 37 斤 , 总 产量 增 至 180 万 担 ,产量 为 1949 年 的 天、 七 倍 。 

棉花 占 全 部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2 一 3 多， 轻 济 作物 的 35%。 主 要 产 区 是 沁 江 北 起 金堂 
BHA, ERRATA, 南 到 泛 宁 的 流域 内 各 县 ， 产 量 锡 占 全 省 80 多。 其 余 产 
于 嘉陵 江 和 渠 江 中 上游 南 部 、 仪 随 、 达 县 、 宣 汉 等 川北 各 县 以 及 川 东 奉节 和 成 都 平原 的 广 . 
汉 、 华 阴 等 县 。 解 放 后 由 于 向山 区 推广 ,北部 接近 甘肃 的 青川 . 平 武 和 川 东 云 阳 一 带 , 现 在 
了 凶 有 少量 棉花 出 产 (图 10)。 本 省 穆 花 大 部 分 种 植 在 丘陵 区 的 坡 旱 地 上 ， 只 有 尘 江 流域 的 

1) 1957 年 播种 面积 503 万 亩 , 亩 产 111 斤 , 总 产量 558 万 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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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t ee 
4 SS ey 每 点 代表 2.00018 

锅 10 四川 档 花 产量 分 布 图 

棉田 ,有 一 部 分 分 布 在 车 江干 流 及 其 支流 潜 江 ( 射 纵 、 途 宁 间 的 右岸 支流 ) 沿 岸 以 砂 壤土 为 
主 的 神 积 平原 ,这 些 沿 河 平坦 是 本 省 棉 田 最 集中 的 区 域 , 常 成 百 成 千 亩 连 成 一 片 。 成 都 平 

原 棉田 也 分 布 在 岷江 各 支 河 两 岸 含 沙 较 重 的 冲积 地 ,但 不 老 前 者 集中 。。 丘陵 区 棉田 一 般 
Fei ,但 在 主要 产 棉 区 如 沱江 流域 简阳 、 仁寿 的 一 些 区 光 , 自 丘陵 底部 至 顶部 也 是 棉田 密 

i ASMA. tg 
Da JUVAR AEA FE OAR ARR EAS: 3S PEED A TF A GREE A 

-上 上 上、 中旬 ) 才 播种 EIR ATTA WS FEE SE HE EAE BLAIR, RRR 
HEAK FS SUES RS BY ALR SE AT OLS , ROPER RO EET BS AT EK ED ,. 因此 
提早 棉花 播种 期 2 促进 早熟 以 躲 过 秋雨 , 便 成 为 本 省 棉花 增产 的 突出 问题 ?, 但 本 省 棉田 很 

1) MAGA, WERE Bua 15"C 及 地 届 17"C 时 ,出 苗 及 幼 葛 生长 即 可 正常 ,本 省 主要 杭 区 提早 于 四 
月 上 、 中 名 播 入 是 可 以 达到 这 一 要 求 的 ， BARRA, SHH OAH, RKP RIA 
15—16°C, 平均 地 漫 也 达 17—18°c Wb. BA“ Rvk”» 1958 年 第 工期 ,页 49 。 

2) 据 1255 年 薄 次 ,简阳 等 地 届 查 精 果 ,四 月 中 旬 播 种 的 棉花 , 比 四 月 下 名 播种 的 增产 革 .5%5， 比 五 月 上 名 播 种 的 
增产 14.3%, Ke A EH BT 36.3%. SR OVA METAR”, VARI Wott, 1356 年 4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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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HAE SbF DUAEWA, WB PT RAS) VEE AR OPE EE 
” WR (Pe ABA A LAR R TRE LH, Ra RIE 
22H $F ROSA TE DR TES CDR ARTE FS HL EY ES ARR TE, ERT RE 
播种 期 ,大 部 分 棉花 得 以 在 8 月 底 到 9- A BEI PU aE Pe DT BA OE 
程度 ， 解 决 了 棉 麦 、 棉 豆 两 玖 换 茬 的 问题 。 1958 年 由 于 定苗 、 治 虫 \ 整 枝 及 其 他 增产 技术 
的 改进 $ 单 产 大 有 提高 ,学 、 猪 两 江 流域 主要 产 区 平均 雷 产 达 60 斤 左右 ,简阳 、 射 洪 两 县 雷 ， 
产 皮棉 都 达 百 斤 以 上 。 本 省 棉田 平均 单产 还 不 及 我 国 才干 主要 产 棉 省 份 高 ， 现 正 总 畏 和 
推广 1958 年 的 增产 泾 验 ,单产 的 炎 绩 跃 增 具有 家 天 的 可 能 性 。 

棉花 和 良种 过 去 洗 江 流域 为 鸡 脚 德 字 棉 , 渚 江 流域 几 至 为 德 字 棉 3 meee, 后 者 耐 ， 
TE, 在 平 需 种 植 产量 高 , 1955 年 引种 了 售 字 棉 (15 号 ),1956 一 1957 Hey PERE, T= 

| 量 和 品质 均 优 于 原 有 和 良种 ， 衣 分 率 高 达 38 一 40 多 (而 德 字 棉 为 28 二 30 多， 鸡 德 棉 30% HE 

右 ; ,好 蕉 也 志 长 ,同时 因 适 应 性 绚 (800 米 以 下 平 圾 和 低 山 丘陵 均 适 种 植 );1959 年 已 成 为 
基本 普及 各 榜 区 的 良种 。 

ABN AS MLA, SET EAA LI, A SLE AT 
药 黔 \ 温 两 省 ,因此 棉花 为 本 省 长 续 重 点 发 展 的 经 济 作物 ， 种 植 面积 正在 扩充 (1959 年 预 ， 
计 棉 田 面积 可 达 500 多 万 雷 ), 主 要 发 展区 域 为 浩 江上 游 穆 阳 地 区 ， 喜 陵 江 中 游 南充 地 区 、 
及 渠 江 \ 乌 江 流域 沿江 冲积 地 和 部 分 丘陵 区 ,棉田 泾 这 样 过 速 的 扩展 ， 同 时 竺 合 单产 的 提 ， 

_ 高 ,不 欠 可 以 基本 改变 目前 原 煌 的 供应 状况 。 
15) RRA A SEH IS 

DASE RRP LEG EA, 现年 产量 仅 欢 于 湖北 而 略 多 于 湖南 。 莹 廊 种 植 面积 在 解放 ， 

| 后 古 有 很 大 增加 (由 1949 年 的 14 万 雷 增 至 1958: 年 的 24 万 雷 ), 但 扩展 速度 不 及 两 湖 , 直 。 
于 省 内 及 国内 外 需要 量 大 ， 1959 年 将 进一步 发 展 。 

举 订 主要 产 于 渠 江 及 大 洪江 (西山 东 倒 的 长 江 支流 ) 流 域 各 县， 产量 占 公 省 60%, 其 

 : 傈 产 于 宜宾 泸州. 洲 陵 等 地 长 江 以 南 的 丘陵 低 山区 (图 11)。 本 省 麻 地 分 布 远 比 湖北 东南 

部 分 散在 达 县 .大竹 等 主要 产 区 , 连 片 的 也 只 有 数 HEA, SFR 500 KR RE 

20" 左 右 的 丘陵 向 阳 背 风 斜 坡 , 近 年 为 了 增加 产量 和 繁荣 山区 轻 济 ， 采取 了 ̀ 芝麻 上 山 的 

方针, 高度 天 ` 七 百 米 以 上 的 低 庙 地带 已 扩充 了 不 少 新 麻 田 。 

芝麻 于 每 年 六 月 中 旬 、 八 月 初 和 十 月 底 收获 三 次 ,为 了 增加 销 食 产量 ， 薪 麻 地 90% Bi | 

{PERK RRR PD” , ASS IL RD, 二 三 麻 有 40 DARE, 7m Ee By 

LAF PH BE, BR SES A EIS 100 JPET (Lt 
K AAEM SM, 95120 斤 久 上。 一 般 头 麻 产 量 多 ,三 麻 产 量 少 。 今 后 增产 的 主要 环 

池 是 增加 单位 面积 的 忽 数 和 多 施肥 料 ， 在 长 江 以 南 怀 温 哉 高 地 区 ， 改进 径 营 管理 和 多 施肥 

¥#, FETE FT CARI Ko % ea E 

1) 现在 小 SEE CELE AMA MRK, KIB 
2) 本 省 于 1951—1953 Mee Ee RG RA TEAR ER HUET, SET T OAR, TEMES 
IVERF ES A POA AMA, NRAAL EY EREBRAR, LESSEE AH AS ABA, SABRE at 
作物 在 园 一 块 地 里 相互 影响 ,因此 比 套种 增产 10%8 左 右 , 比 冬 作 收 后 直播 增产 25 一 3096。 

3) 德 字 棉 (531 号 ) 是 战 前 (1935) 由 美洲 引进 在 途 宁 起 种 的 ,其 后 简阳 \ 仁 寿 培 言 T AS RSE aE 称 
鸡 脚 德 字 棉 。. 

4) "四川 农业 ?增刊 ,芝麻 生 产 技术 ,1957 年 10 月 ,页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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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点 代表 300 担 

.1001 公 里 

图 341 ”四川 芝麻 产量 分 布 图 

四 川 萤 麻 品质 不 差 ， 胶 质 含量 和 风 斑 均 少 ,适合 于 作 高 级 麻 息 织品 的 原料 ， 现 所 产 芝 : 

廊 除 一 小 部 分 供 本 省 隆昌 、 线 昌 和 织造 夏布 外 ， REG haat sit SERRA i RR i 
用 ， 销 往 国 外 的 也 占 很 大 比重 。 

大 麻 主 要 产 于 成 都 平原 ANAT WH THe IM, , 2 jie EE PYEO IL WASH YL BE Hb 
区 PEMA RAF Ht HE 要 ,只 大 麻 有 少量 销 甘肃 , 余 销 省 内 。 

四 川 的 委 炎 生产 ta Salm, ERE, BARNES, REWK, 
BRAT OUR, 1925 年 产 蔓 售 达 70 万 担 以 | L, 生 符 产量 达 7 万 担 (为 历史 上 产量 最 高 
£2), 64g Hi 口 占 到 当时 全 省 出 口 物资 总 值 的 40 和 多。1929 年 以 后 ， 在 国外 市 场 受 日 本 、 
产品 的 排挤 而 在 国内 又 因 官僚 益 本 的 友 断 , 委 炎 生产 趋 于 讼 落 ， 至 解放 时 (1949 PSG 
PRR 10 万 担 左 右 。 解 放 后 在 党 和 国家 大力 扶持 下 ， 番 秋 产量 和 质量 都 有 很 天 提高 ， 
1958 SE Po ee See A HHT HS 1 SHEL 上 ;种 年 产量 占 公 国 的 15 一 20 儿 ,但 因 过 去 又 园 破 二 
极为 严重 ,使 乔 入 生产 的 恢复 发 展 和 遭 到 很 大 困难 。 

1) 25: “UIE AaE Rae See” mM, 1957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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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i fee fein A , PI SEAR AIS, EE ARB SHRED RAVER 
Bo WER By BASEL APS PAS GC. FS. PB = A URI RR, 
PSE (P12) ESE oT ED RA 89 ROIS, BRE LSA Bae HH 

每 点 代表 500 担 

.一 -一 

12 WRF RSE 

Cy BRAM AMAT RL BREET SSR, 19957 FABRE 
LC yim 10 A. TERA AFT Ue Bi ta 60 GIDE 95%, 
AEG TRA A RR A AB FR, GSE RAR RT 
SCAB i, KEG AS 80 % Aa (A EAA AG 20-30%). FUER 
入 生产 的 主要 间 题 是 桑 叶 供应 不 足 ， sical haiti eso ah, = EFARS ， 
产量 将 迅速 上升。 

PRR, VEILSE AES 5C, SeILIESET ERTIES IE, 川南 、 川 北山 区 
杆 委 饲料 极 富 , 杆 番 蔓 生产 发 展 的 湾 力 很 大 。 

四 川 甘 蔗 坊 培 历史 虽 迟 于 华南 ,但 亦 已 有 近 300 年 的 补 蔗 历史 。 清 康熙 九 年 (公元 
1670 年 ) 内 江 梁 家 填 开 始 自 克 建 引种 甘蔗 ,本 世 邦 初 由 于 蔗糖 价格 高 , 销路 广 ， 为 本 省 历 
史上 甘蔗 生产 的 最 盛 时 期 。 其 后 因 战 乱 频 繁 ， 坊 家 负担 的 税 捐 苛 重 ， 产 量 下 降 ， 如 内 江 
1930 年 产 蔗 量 只 及 1911 年 的 一 定 。 及 至 战 前 (1936 年 ), 四 川 产 蔗 的 46 县 种 植 面积 共 仅 
51 万 雷 , 产 量 2,500 万 担 。 抗 战 期 间 沿 海 蔗糖 产 区 为 日 帝 侵占 ,甘蔗 产量 略 见 回 升 ， 但 抗 

。 38 ,。 



GAMA A, ATY Li, 1949 HABER RR 30 WH, FBR 1,100 
Zi, MRM SRE, 1957 年 甘蔗 种 植 面积 已 增 一 倍 以 上 ,产量 增加 了 两 倍 。 
1958 年 甘蔗 面积 虽 略 有 沽 少 ， 但 因 实 行 了 密植 ， 增 施肥 料 和 加 强 了 耕作 管理 ， 亩 产 提 高 
By 8,000 Fr, Hy". 上升 到 4,600 RAH. 

Po JIE REARS PVE ULB BL, Hes APT Ber, AE AT ve LTTE, 次 要 产 
区 为 长 江 、 落 江 、 渠 江 流域 ， 芒 田 分 布 比较 零散 。 沱江 流域 的 甘蔗 多 栽培 于 沿江 两 岸 一 二 到 站 

十 公里 坟 内 的 丘陵 地 上 ,一 部 在 河岸 冲积 地 种 植 。 
了 西 月 医 蔗 以 春 植 蔗 为 多 ,一 般 二 、 三 月 间 帮 种 ,十 一 月 至 区 年 四 月 收获 ; 一、 二 月 份 为 
大 收 季 节 。 共 蔗 (本 地 蔗 ) 放 种 与 收获 期 较 早 ,不 留宿 根 , 春 种 冬 收 后 隔 一 、 三 年 再 行 种 植 ; 
良 访 ( 改 良 芒 ) 种 收 期 较 迟 , 放 种 后 连续 收获 三 年 ,接种 一 、 二 年 其 他 作物 后 再 行 放 种 ,需要 
比较 肥厚 的 士 持 ， 单 产 和 合 糖 率 则 分 别 比 芦 蔗 高 40% 30% A, PRE AIM, 
1957—1958 年 已 占 公 部 蔗 田 面积 的 一 中 以 上 。 | bay 

DY HEE KA RARER HEE , 春 旱 、 夏 十 和 冬季 的 需 雪 影响 甘蔗 的 生长 和 
产量 ,但 如 培 青 适应 性 较 强 的 品种 和 采取 防冻 措施 , 仍 可 保证 甘蔗 丰产 。 现 在 除 在 学 江 流 
域 稚 续 抗 天 种 植 面积 外 ,重点 发 展 的 是 冬季 温暖 的 川南 宜宾 、 泸 州 盖 带 沿江 区 域 和 西昌 地 
区 安宁 河 下 游 、 金 沙 江 谷地 (如 德 昌 、 KB. 会 理 、 会 东 等 县 ) ,这 些 地 区 甘蔗 单产 高 ， 将 形成 
为 本 省 未 来 的 甘蔗 重要 栽培 区 。 

图 13 四 川 酒 荣 闻 产 量 分 布 图 

de 



1 Ey 5 eh RF, SCHR 70 HD. LI HACE, 余 为 花生 和 芝麻 。 Ait 

油 荣 籽 产量 向 居 我 国 首位 , 荣 籽 油轮 出 量 也 为 各 省 中 最 多 。 EOS DEAT, te 

荣 播 种 面积 和 产量 也有 很 大 增加 ; 1957 eS 30% ko AT SABE 

地 位 的 食用 油 , 省 外 需要 量 也 很 大 ， HRSURE. 由 于 油茶 大 部 分 是 稻田 的 冬季 作物 ， 因 

此 四 川 多 地 内 部 各 水 稍 产 区 均 有 分 布 ， AS AT, 产量 较 多 (图 13)， 单 产 

亦 最 高 。 
花生 和 和 艺 麻 的 种 植 地 区 也 较 广 : 花生 以 沱江 、 SBT JIN BR, sae 

FReS ,种 于 土壤 较 谊 薄 的 坡 旱地 ,部 分 与 玉米 间作 (图 14)， 现 除 宜 宪 等 主要 产 区 用 以 控 

。 代 卖 花生 2,.000 担 有 中] 
。 代 才艺 麻 11000 担 

-图 14 -四 川 花生 、 艺 麻 产 量 闪 布 图 

油 外 ， 多 作 副 食品 。 艺 麻 久 四 川 盆地 北部 丘陵 区 产量 较 多 ， Kaveh staat, ASE 

米 JEALRE HE, PEMD, PRIMI SES A, Sse SS 

gL FEA RO, BA ER RT SRA SR 

是 本 省 油料 增产 的 重要 方向 ; PERLE E ML 7 

hh, EYL LR SAREE ARIL TINIE RIE AE WEA | 

料 产 区 
4 

四 川 烟叶 产量 中 晒 烟 占 95 OLE, KEM StI, 简阳 有 少量 出 产 。 成 都 平原 晒 烟 产 

量 占 至 省 三 分 之 一 ,品质 好 ,为 我 国 著名 的 商品 晒 烟 产 区 ,年 有 很 大 数量 凋 往 西北 、 华北 及 

« 40 « 



Bee ASRS, HE KT RS ,但 大 部 分 就 地 消费 。 
其 他 经 济 作物 比较 重要 的 是 莉 材 。 本 省 莱 材 不 但 产量 丰富 而 且 种 类 繁多 ， 仅 植物 类 

PENA 340 多 种 ,主要 产 于 四 川 盆 地 北部 \ 西 部 和 阿 翰 藏 族 自治 州 。 在 熙 材 产 值 中 ， 坊 
SEP PATS 40% ACH bdo NAS BEE PA IE EE 30 佘 种 除 供 本 省 外 , 从 有 
大 量 销售 国内 处 。 有 目前 我 国策 材 生产 还 远 不 能 讽 足 人 民 保健 事业 日 登 发 展 的 需要 ， 本 省 
一 考 面 正在 扩大 主要 栽培 藉 材 的 种 植 面积 ， 同 时 还 对 野生 竹材 天 麻 、 茯 芬 、 条 辛 .站 夏 、 大 

. 黄 、, 泡 参 等 进行 了 人 工 培植 ,其 中 部 分 已 试 种 成 功 。 
茶叶 和 果 产 四川 茶叶 在 本 世 竹 二 十 年 代 盛 时 年 产 售 达 40 wit, sean ARON 

量 为 20 万 扯 左右 (1936 年 22 万 担 ) ,抗战 时 期 省 下 销路 受阻 ,产量 随 之 降低 , PSE 
区 ,19 到 年 产量 仅 10 万 担 , 其 后 各 年 天 致 礁 持 这 一 产量 水 平 。 解 放 后 为 应 省 内 外 光 其 是 
西部 藏族 地 区 人 民 的 需要 , 植 茶 事 业 得 到 较 快 的 恢复 与 发 展 , 仅 1955 一 1957 三 年 中 ,种 菜 
面积 郎 扩充 近 30 万 亩 ,同时 改变 了 过 去 基本 不 施肥 、 不 训 浊 更 新 的 粗放 烃 营 习惯 ,产量 还 
渐 提 高 ,1957 一 1958 年 年 产量 仅 软 于 浙 、 综 、 湘 , 居 全 国 第 四 位 。 

现在 至 省 产 茶 县 份 为 数 已 滞 百 ,成 都 平原 以 北 的 藕 议 、 松 潘 以 及 二 郎 山 以 西 在 反动 派 
统治 时 期 党 秘 划 为 种 茶 禁 区 的 康定 、 泸 定 均 已 开始 生产 。 目 前 主要 产 区 为 自 灌 具 经 雅安 、 
(i Bw RUSE Sek MEMES KR, KAWKILBRO DRS 

图 15 ”四川 茶叶 产量 分 布 图 

人 



县 (图 15)。 本 省 茶园 多 数 海拔 800 KHER 40 "左右 (少数 1;500 米 或 坡度 50°), ere. 

区 有 成 片 条 园 分 布 Tf SRE TE RRA HE , URS BO 

在 全 部 产量 中 ， 边 茶 AIS 65% RKEGHK, 最 少 的 是 红茶 。 边 菜 是 用 夏 赤 季 采 久 
的 茶叶 与 茶 醒 混 制 , 亦 称 粗 茶 ,少量 系 春 季 采 摘 , 质 量 较 优 的 是 芽 胃 茶 。 边 茶 大 部 分 打包 运 . 

销 , 也 有 部 分 压制 成 砖茶 远 运 。 按 销售 区 域 的 不 同 ,又 分 为 南 (路 ) 边 茶 和 西 ( 路 ) 动 茶 ， 南 

边 茶 产量 大 ( 锡 占 边 茶 80 %), 销 本 省 甘孜 藏族 自治 州 及 西藏 地 区 , 原 震 以 老 叶 为 主 ;配搭 部 

分 茶 梗 , 楷 经 ,天 全 ,雅安 及 雅安 草 赴 均 届 有 加 工厂 ,原料 除 在 附近 各 县 取 答 一 部 分 外 ,其 余 

ARIE FURAN SLO Merl LSA LA, HRN 
 KS—wE), MWRKESD, HK RPRERERS, CMRI) ML WAR 
PAAR A RECS SEAL) ER ES. HUES ARK 
治 州 ;部 分 运销 甘 青 荐 族 居住 区 。 昔 时 反动 统治 者 控制 边 茶 ARUBA, 而 
且 推 行 "以 茶 治 边 "的 政策 ,控制 供应 量 作为 对 少数 民族 压迫 手段 之 一 ;同时 因 边 茶 层 层 转 
销 , 不 法 商人 从 中 获取 暴利 ， 包 致 蔬 族 人 民 在 这 一 方面 所 受 刺 创 奇 重 ， 不 得 不 紧缩 消费 。 
解放 后 ;本 省 重点 发 展 了 边 茶 生 产 ， 降 低 了 茶叶 与 冀 产 品 的 比价 (例如 阿 班 藏族 自治 州 解 
帮 前 每 百 斤 羊毛 只 能 换取 茶叶 30 余 斤 ,现在 每 百 斤 中 等 羊毛 即 可 换 茶 200 FF) ;藏族 大 民 
用 茶 量 随 之 增加 , 1950 年 市 场 销 茶 量 与 近年 年 销量 对 比 , AR BUK EIN 11,900 Aa 
增 至 4 DHA, 甘孜 藏族 自治 州 由 17,700 余 担 增 至 7 万 担 左 右 。 本 省 目前 边 茶 产 量 已 
能 充分 满足 销 区 的 需要 ,并 在 少数 民族 聚居 区 择 地 种 茶 , 寻 取 自 粉 的 途径 。 

青 茶 为 办 销 茶 , 兰 称 腹 茶 ,所 用 原料 人 至 为 晒 青 ;, 解 放 后 在 巴 屿 推 广 了 烘 青 ;在 南川 推广 
了 炒 青 ;二 者 均 可 作为 外 销 茶 原料 ， 现 因 产 量 倚 少 ， 仍 用 作 内 销 茶 。 成 都 茶 厂 (与 下 迹 重 
庆 、 宜 宪 茶 厂 均 系 解放 后 新 建 ) 生 产 青 茶 ( 素 茶 ) 及 花茶 (茉莉 花 、 玉 兰花 、 珠 兰花 茶 等 )， 茶 
叶 原 料 来 自 成 都 平原 及 乐山 宜宾 、 泸 州 地 区 和 川北 茶叶 产 区 ， 花 由 华 阳 、 新 都 .简阳 等 地 ; 
BH TEE. HRS BRT BUSA RTE th LP SNF, PSA DUPE 
主 ,其 其 为 花茶 和 青 茶 。 四 川 沾 茶 原由 云南 供应 ,解放 后 因 输 大 量 不 能 满足 需要 ， 1953 年 
起 重庆 荣 厂 开始 生产 ,原料 由 云南 下 关 供 痊 一 部 分 , 余 由 川北 城 口 \ 万 源 等 县 运往 ;产品 在 
省 内 主要 销 长 江 及 嘉 \ 涪 、 学 江 中 下 游 各 县 ,部 分 销 陕 . 甘 \ 新 及 其 他 各 省 。 
， 竹 茶 在 解放 前 产量 极 微 ,解放 后 部 分 青 茶 改制 红茶 ， 现 类 毛茶 年 产量 已 达 》 AR, 
产量 最 多 的 是 川南 的 移 连 、 宜 宾 、 高 县 和 川北 的 城 口 \ 万 源 。 省 内 有 重庆 、 宜 宾 两 茶 厂 进行 
机 械 加 工 ,重庆 茶 厂 原料 由 城 \ 万 二 地 供 答 ,宜宾 厂 由 附近 各 县 供给 。1954 年 后 , TEI 
二 生生 ere tears, Caan be re 
人 民 民 主 国家 ,部 分 销 资本 主义 国家 。 

RARE He Healt SE RI Sto DUC SRA WAL, ARETE AUR 
DRRE, BREA RAPER OR PIL IN A, FORE SL ARIAS 
KE 

Watt Re AR ok as SE RE ER see ote 0a NEF 香 
车 龙眼 荔枝 分 布 于 泸州 ,宜宾 一 带 , 其 余 果 码 除 海拔 高 的 地 方 外 全 省 均 有 栽 墙 。 葵 产量 
及 经 济 意 义 , 本 省 果 产 中 柑 桔 占有 特别 重要 的 地 位 ;其 次 为 梨 及 茜 果 。 

“ 卉 汉江 陵 千 娠 桔 ”， 本 省 柑 桔 在 汉代 印 已 盛产 ， 现 在 柑 桔 树 共 达 1,090 余 万 株 (为 

1957 一 1958 4g #9 Be ,1936 年 为 150 RAR) SHRAPHERMHKRTURE, BZ Y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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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Tip He Ee, KVL REBT FWP ROUT ERI LA OIE HSE PRP 
PEGG Me SDL, SARI AOA, PIL RI, FESS OAL 

-于 距 河流 一 \ 二 十 公里 范围 内 的 丘陵 地 和 少数 组 地 D( 图 16), | 
% a. | 。 

. 代 卖 红 桔 5,000 担 
2 RE RHS000 2 
° REMF 5,000 18 

ea 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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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四 川 主要 果 产 分 布 图 

MGA ERIS PAIR) LR RBS RE OE 
Bia SEE BAS ; HEC A) A ESEEK, RRB, URSA B44 与 
SIZ, PEWS”, HEME EME BEML RS Ake, 
A hE BE ACAI RE LES, AVE SE WIT, 金堂 、 南 
Fe STE ARG SES FBR RE. AS, ET Hh Is 
PNT RAP CRI) SE REE, ENT ah KE eT A 
2. JL ERK ITE LAR CESARE RREERH FERS, ，” 

NE DAREENSWAS —, ELE A) SESE EA He eas ee 

1) DOI HORHE Dee se 500—700 米 的 地 区 生 呈 为 佳 , 700 2K DL LW RAH S A, IEEE, SAG 
低 ， 日 照 不 足 和 风 大 ,单产 不 高 , 品 盾 亦 较 差 。 

2) $0 ORB aE Saree ay 14:30 ( 见 周 立 三 等 : 四 川 熏 济 地 图 集 说 明 ,1946 年 , BT HERR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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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一 90 匈 ;其 中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的 数量 运销 省 外 或 国外 , HH eh JL a SE 
部 分 销 港 、 澳 。 

龙眼 荔枝 产 于 长 江 沿岸 的 江 安 , 生 汉 、 泸 州 、 合 江 等 地 ,龙眼 以 泸州 荔枝 以 合 江 产 量 
最 多 ， 这 两 种 果树 常 混 交 旦 带 状 分 布 于 沿江 狭窄 而 土壤 肥 和 齐 的 冲积 阶地 ,种 植 面积 不 户 。 
梨 和 华 果 产 区 分 散 ,产量 最 多 的 是 四 川 丛 地 西北 部 ， 以 大 爹 、 ‘ht SL Sa ae 
AS! fA Ae BCE ee, 

ABA RES RH A RE, > RSS Re SRE 
地 内 部 的 广大 丘陵 区 果 类 生产 发 展 的 前 途 是 非常 远大 的 。 

林业 及 林 副 产品 Po Ji\ PEP BL 15,000 万 亩 (1,000 万 公 项 ) , 占 土地 面积 18%, 

SP BUDE IL BPE SERUM 74,000 万 立方 米 , “FILE SEM, 
是 我 国 南方 森林 资源 最 丰富 的 一 个 省 份 。 

森林 主要 分 布 在 西部 金沙 江 、 雅 本 江 \ 大 渡河 青衣 江 流域 以 及 岷江 和 涪 江 上 游 流域 , 
合计 占 全 省 森林 面积 和 著 积 量 的 90% 以 上 (图 17)。 其 余 森 林 分 布 在 盆地 东 、 Fs “Sb FE 

PASE BREE IS SREB. 

”西部 各 河流 域 除 西北 部 甘孜 、 色 达 、 阿 组 等 县 及 其 以 北 地 区 海拔 在 5000 米 以 上 ， 大 - 

部 份 地 面 牧 草原 或 冰雪 复 盖 ; 森 林 面 积 较 小 外 ,其 余地 区 海拔 稍 低 ,高 度 二 、 三 千 米 的 谷地 

PRA Mh SURES AE, GR MLTR TU A eh 
DRRVEW EVA S JER a REVS AL SSR LS BRE 

达 2,000—3,000 万 立方 米 , 绰 、 马 两 县 且 超 过 此 数 。 但 因 这 些 林 区 距离 消费 区 较 远 和 交通 . 

较为 不 便 , 大 多 为 未 经 开发 的 原始 森林 。 ,大 渡河 中 下 游 的 汉 源 、 峨 边 , 青 衣 江 流域 的 宝 兴 、 

天 全 , 眠 江上 游 的 松潘 . 黑 水 、 理 县 以 及 涪 江 上 游 的 平 武 ,北川 等 县 , 蔷 积 量 亦 坟 大 , 典 边 ̀  室 ， 
, 兴 、\ 天 全 、 理 县 、 平 武 早 经 采伐 ,由 于 本 省 工矿 企业 和 铁道 建 届 的 需要 , 黑 水 , 结 斯 四 马尔康 
等 县 森林 近年 亦 正 在 开发 以 上 各 林 区 森林 大 部 分 布 在 海拔 2,000 一 3,500 米 坡 度 20 一 35” 

的 地 区 ,树种 垂直 分 布 大 致 情况 是 : 1,500—2,500 米 为 落叶 和 常 绿 关 叶 树 如 水 青 国 、 未 荷 、 

SB EAS; 2,500—3,000 KAS, AERA HS Ft FB EK; 3,000— 
3,500 米 为 以 云 杉 为 主 的 云 杉 、 洽 杉 混交 林 ; 3,500 KYL AWE AIP; 3,800 米 以 上 为 高 

= 

出 治 木 丛 ; 超过 4,000 KAA], EARS HH ENG A A RBS BEAR 

Az. me, EAA BES, ASRS RS, HERR) eR ESS 5: 

云 杉 坚 靶 适中 ARR AE, (FERRARA HARES, SAnRRA 

Ao . 

BNA BAS ALD. A BEE REDE PRAT HS AE 9 (人 

四 川 森林 资源 虽 很 丰富 ,但 据 初 步 估 和 计 ,只 够 三 十 年 内 国家 建设 和 人 民生 产 ,生活 的 需 

| 要 ,而 且 本 省 境内 大 部 分 森林 分 布 在 人 烟 稀 少 的 高 原 地 区 ,在 开采 运输 方面 受到 一 定 限 制 。 

本 省 东部 境内 有 大 面积 的 宜 林 芒 山 荒地 ,近年 已 开展 了 规模 很 大 的 造林 运动 ,尤其 是 1958& 
年 ,在 二 年 中 朗 造 林 2,600 万 亩 , 加 上 1950 年 以 后 各 年 的 造林 面积 共 狗 3,300 Dt, BeBe 

1) AP“ ZARA”. BS 1 RB 3 一 5，1938 年 , 擅 四 川 省 建设 厅 镶 印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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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 原 有 森林 面积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按照 绿化 规划 ,在 今后 几 年 内 仍 将 秋 炉 进行 用 材 林 (包括 
薪炭 林 ) 和 和 经济 林 的 营造 工作 。 在 西部 高 原 天 然 林 区 ,主要 为 经 管 保护 现 有 森林 ， 并 和 结合 
发 展 高 山 杉 类 、 落 叶 松 ̀ 云 南 松 及 权 木 。 用 材 林 重点 发 展 地 区 为 四 川 盆 地 四 周 山 地 , 川 东 北 
山区 营造 以 松 \ 杉 机 类 为 主 的 用 材 林 , 答 地 西南 部 \ 南 部 及 东南 部 山地 ， 主 要 营造 杉木 用 
材 林 。 和 盆地 中 部 各 地 区 结合 水 士 保持 种 植 杉 、 柏 、 马 尾 松 、 柜 类 、 杨 槐 等 ， 成 都 平原 雾 星 芒 
-种 楠木 \ 樟 木 . 红 豆 和 楼 木 , 道 路 绿化 以 楼 树 、 杨 槐 、 枫 树 为 主 , 城 锁 称 化 以 楠木 .樟树 \ 核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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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Sate Bet 2 AES RL SURE AL, HARE EWR KBE 油 桐 、 
Wit. 
BADD HS BROGAEABRER, STK ABAM ER ARBRE 

丰富 本 省 的 林产 资源 ,对 于 水 土 保 持 和 改变 气候 环境 ,也 将 产生 良好 的 作用 。 
四 川 轻 济 林 产 和 副 产 计 有 桐油 、 茶 油 \ 柏 油 、 生 漆 、 白 蜡 \ 五 格子 、 桂 片 , 银 耳 等 多 种 ,不 

但 种 类 繁多 了 有 二 于 下 全 
地 位 处 ,还 运销 国外 。 

杭 油 产量 一 向 居 全 国 第 一 位 ， 抗 战 前 四 川 桐油 年 产量 70 SH, ARH 4050 
万 担 , 产 量 及 替 出 量 均 狗 占 全 国 的 三 分 之 一 。 抗 战 初期 (1939 年 ) 产 量 鲁 有 所 增加 2. 以 后 
因 外 销 受 醒 , 油 桐 不 断 稚 伐 ,逐年 减产 ,1950 年 产量 只 及 战 前 80 多 左右 。 解 放 以 后 ， 改 进 
了 油 桐 的 径 营 管理 ,提高 了 桐 籽 采摘 技术 , 桐 籽 收购 价格 亦 作 了 导 整 ,近年 年 产量 已 达 120 
FDL, 超过 了 战 前 水 平 , 狗 占 公国 桐油 产量 的 40 多, 大量 供 应 着 出 口 的 需要 ( 主 销 英 

“, 国 \ 东 南亚 各 国 \ 香 港 和 入 会 主义 国家 )。 

Pa) A ATA Hs 出 丘 陵 地 带 ， 主要 区 域 为 南充 、 重庆 以 东 的 东部 地 区 ag 

图 18 lw Rone 

1) PV) RAAT AS: “OO AI ML”, A 1+, 1942 年 。 
2) 1939 4e“ Sa) 110 万 担 ,为 历史 上 产量 最 高 年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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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 HASH 90%, HRPKILB EO AA NERO ok, Boke 

域 的 酉 阳 、 秀 帆 ， 渠 江 流 域 的 宣 汉 \ 达 县 、 渠 县 等 县 。 次 要 产 区 是 四 川 盆地 南 烁 的 基 江 、\ 古 
戎 、 伍 永 、 刺 县 \ 简 连 等 县 (图 18)。 四 川 油 桐 分 布地 区 气候 温 油 ; 霜 雪 稀 少 ,冬季 多 雾 , 川 东 
春季 桐 树 开花 前 后 ,气温 常 号 然 低 降 ,这 种 " 浆 桐 花 " 天 气 对 桐 树 生长 尤为 适宜 。 油 桐 多 生 
奖 在 相对 高 度 300 米 坡 度 20? 以 上 、 士 质 凑 薄 的 荡 坡 ， 部 分 生长 在 田 边 地 角 路 专 隙 地 。 14 

HALPER IFRS 6 SEL ILE PR A, SAE, EK K 
BREESE. tA DDR ORI POR) ES, 80cs BA PRB % DIL, th 
tH AS BAAD EN ES ee. RS BS eS er 
IR, 6/4 SEK, 12-16 年 时 产 果 最 多 ,25 PRR. RUMBA 
十 月 下 和 至 干 一 月 上 旬 。 往 年 油 机 管理 一 般 粗 放 , 因 此 收获 量 低 , 每 株 桐 树 年 产 桐 籽 仅 8 
斤 左 右 ; 川南 赤 高 ,川北 、 川 东 较 低 , 由 于 现在 还 存在 每 隔 二 、 三 年 一 次 小 年 ( 息 年 ) 和 风 、 电 
SERIE, RENE, AEF RBESER. 

四 川 和 我 国 多 数 地 区 同样 ， 桐 酒 产 区 和 油 桐 大 的 分 布 区 域 是 一 致 的 ， 因为 桐 籽 在 加 工 
过 程 中 产品 所 占 比 重 较 少 , 油 桐 分 布 区 通常 交通 不 便 , 同 时 桐 饼 又 为 当地 农业 所 需要 的 肥 
源 之 一 ; 国 此 桐 籽 向 来 用 土 法 就 地 加 工 , 士 枞 油坊 源 布 于 产 区 各 地 。 冬 季 十 一 月 至 来 年 一 
月 为 榨 钼 季节 ,; 轻 过 剑 壳 、 烘 干 、 研 碎 、 燕 粉 后 ,以 稻草 及 铁 、 竹 圈 包 著 然 后 以 模 梭 油 ， 出 油 
8 27 一 32 乡 不 等 。 为 了 提高 梭 油 效率 ， 解 放 后 在 泪 桐 产 区 万 县 ` 秀 山 等 地 已 建立 机 榨 
三 和 
”万 县 、 洲 陵 、 重 庆 是 本 省 桐油 的 集散 中 心 。 前 二 地 集散 范围 以 川 东 为 主 ， 重 庆 以 上 长 

江 流域 和 洗 江 、 豪 陵 江 \ 渠 江 流域 桐油 则 多 集散 于 重庆 ;然后 由 这 三 地 沿 长 江 轰 武汉 外 运 ，、 

诗 出 省 外 的 数量 犯 占 产 量 的 三 分 之 二 ,在 调 出 量 中 销 往 国 外 的 占 55 一 65 % o 

ii RBS oe NE. SRa> RAE, HOVRESA RE 

原料 。 随 闭 国 内 外 桐油 需要 量 的 增加 ， 四 川 正 在 沙 陵 、 达 县 、 篇 阳 等 地 山区 炎 绪 大 力 发 展 
桐油 生产 。 

油茶 在 全 国 不 占 重 要 地 位 。 主 要 产 于 马 江 和 宜宾 至 泸州 间 的 长 江 沿岸 低 册 丘陵 地 

区 ;以 秀山 \ 酉 阳 7k. BIT 武 隆 各 县 产量 最 多 ;是 这 些 县 食用 (ORES, WRC EE 

地 区 也 有 少量 出 产 。 油茶 除 一 部 散 生 在 各 地 田 和 边 地 和 角 外 ， 多 旦 小 片 分 布 于 高 度 800 KR 

度 30 以 下 的 低 由 丘陵 向 阳 坡 地 , 在 饲 江 流域 与 油 桐 混 交 的 比 磅 普通 ,长 江 沿 岸 地 区 划 在 

马尾 恰 林 中 自然 生长 。 栽 种 后 三 年 开始 结实 ， 可 收 籽 30 年 。 现 在 荡 药 油茶 林 占 很 大 比 “ 

i MSO, OR 810 FF, BARI 30 斤 。 为 了 增加 食用 泪 

来 源 , Fe SEAL FE SB BA A i, 

EAA An WE AIL, 1 ARAL, 以 宜宾 一带 所 产 的 柏油 质量 最 好 ,运往 

. 重庆 、 成 都 ̀ 万 县 作 制 皂 原 料 。 柏 油井 可 作 制 晴 、 积 布 、 制 八 、 油 洛 等 工业 的 原料 ,本 省 特别 

是 爸 地 南部 适宜 栽培 发 展 。 

四 川 为 我 国 灵 于 贵州 、 wate Shrew tee, RBI AR eS ET Et BK 14,000 SHA, 

Di RAT IER A a> , FS (FEW 15,000 担 )0， 战 后 产量 逐 降 ， 至 解放 初 (1950 
年 ) 年 产量 仅 5,000 担 ,近年 恢复 至 1 万 担 左 右 。 

1) 周 立 三 等 :四 川 沟 洲 地 图 集 层 明 ，1946 年 ,前 中 国 地 理 研究 所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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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STE HF NRE 1,000 米 ZEA MASE NY, SEITE SD, PE LEAR 
7K aR A, ok RES RHERHMHEK RARER RWS. RAS 
4a, AeA BF 98 RE. BRB TE AA Et AT CARER RARER BT 
BEB AH FIR ARI RH a Se AY IR, RR AJNR Be PP. RB — 
多 ;种 后 五 年 开始 收 荡 。 潜 树 每 四 年 采制 三 次 或 三 年 采 割 二 次 ,每 年 七 月 下 旬 至 九 月 下 旬 
ARE, FS ERR, 目前 单产 很 低 ， 非 主要 产 区 如 稿 阳 \ 达 县 等 地 
人 肖 存 在 成 熟 漆 树 无 人 采制 现象 。 

生 泛 是 本 省 外 调 林 产品 之 一 ,产量 中 三 分 之 二 集中 于 泸州 ,宜宾 、 坦 滩 、 万 县 等 地 后 经 
长 江 销 北京 、 上 海 \ 苏 ̀  浙 \ 国 、 湘 等 地 ,往年 并 运销 日 本 。 

四 川 自 蜡 亦 为 一 项 出 口 物资 。 主 要 产地 是 帕 旱 、 夹 江 、\ 乐 山 . 丹 乱 、 洪 雅 、 ity BL, 嘉 
陵 江 流域 南部 等 县 为 穴 要 产 区 。 蜡 虫 于 每 年 四 月 放养 于 温 油 避风 之 处 的 白蜡 (水 白蜡 ) 或 
女真 (冬青 ) 树 上 ;70 一 100 日 后 收 蜡 。 目 前 蜡 虫 仙 乏 ， 产 量 兴 未 达到 战 前 水 平 2。 四 川 五 
格子 产地 几 滨 全 省 ;其 中 以 涪陵 万 县 \ 达 县 等 地 区 产量 最 多 ,1957 年 全 省 产量 4 万 担 , 接 
近战 前 生产 水 平 , 产 量 中 有 一 部 分 销 苏 联 \ 德 意志 民主 共和 国 及 副本 主义 国家 。 标 片 产 于 
江津 、 泸 州 \ 宜 宾 、. 途 宁 等 地 区 ， 产 品 中 有 一 部 分 加 工 为 棕 秋 制品 输出 国外 。 松 香 产 于 南 
川 \ 基 江 、\ 涪 陵 \ 大 竹 ̀  渠 县 ̀ 巴 中 、 南 江 等 县 。 四 川 银耳 著名 国内 外 ， 产 于 川北 通 江 、\ 南 江 、 
平 武 . 巴 中 :万 源 等 县 ,以 通 江 银耳 为 最 著名 。 银 耳 是 在 青 枉 ( 麻 检 ) 木 上 寄生 的 菌 类 植物 ，， 
于 4 .月 初 青 杠 树 芽 萌 发 时 伐 树 去 枝 , 裁 蕉 成 段 (长 狗 二 尺 ), 渤 填 于 了 明 湿 而 空气 流通 的 地 点 ， 
7 一 8 AMA, Re 9 一 12 月 产 陈 山 耳 ,后 者 色 微 黑 ， 内 盾 较 薄 ， 品 厦 不 及 新 山 耳 。 采 
耳 后 经 烘 烤 邹 威 银耳 ,每 一 百 回 (一 回 狗 二 十 段 ) 可 产 于 银耳 一 千斤 左右 , 主 销 上 海北 京 、 
天 津 及 广东 、 福 建 等 省 市 ,部 分 出 口 。 陈 山 白 耳 收 后 还 可 产 黑 耳 , 单 回 产量 比 自卫 大 。 
养 冀 业 ”四川 黄牛 \ 水 牛 、 猪 的 蚀 养 数量 均 居 全 国 第 一 位 ,局 \ 辐 牛 \ 山 羊 \ 粮 羊 的 音 

养 头 数 也 很 多 ， 大 量 的 性 畜 一 方面 为 本 省 耕作 业 和 运输 业 提供 丰富 的 肥 源 和 冀 力 ， 同 时 
生猪 、 猪 双 、 甩 衣 、 皮 张 、 炉 羊皮 毛 等 畜产 也 是 本 省 过 出 的 重要 商品 。 

按 养 冀 业 在 国民 经 济 中 所 占 比 重 和 养 冀 方 式 ,四 川 可 分 为 两 类 地 区 , 南 坪 、 刷 经 寺 ̀ 绰 ， 
斯 甲 . 康 定 \ 九 龙 ̀\ 盐 源 以 西 为 高 原 收 区 2, 饲养 的 牲畜 以 轿 牛 ` 锯 牛 、 局 、 炉 羊 为 主 ( 图 19); 
此 带 以 东 是 以 耕作 业 为 主 地 区 , 养 冀 业 是 农民 的 副业 或 耕作 业 的 附属 部 门 ， 为 本 省 黄牛 、 

水 牛 \ 猪 \ 山 羊 的 宇 要 分 布 区 (图 20), 养 畜 方 式 以 舍 乌 为 主 。 
西部 高 原 笋 区 有 广大 天 然 收场 ， 巴 塘 、 理 塘 、 雅 江 以 北 4,000—4,500 米 地 带 ， ss 

APR BA KAASREM REP K, FERAL MESS EO 
Hel. PEE (ARP) AE DA EE EI PORTIA ALR 
DUR, FH A ARES HEA RCD EW ERER EES IR ， 
FLL GK AH , RS RUBE TREK 5 MOE HEE HK, EAR EEE REREAD 

PEPE BAIA RR AC BE RA RR 
Aas Ey 6 a i 0G Ji FS Ly ab, KAP EE i CE ABE IAL, PELL AL, SEL 
SLATE, WAAC Pal BE DC A, HE BEE RN HE BS UE TERE RE 

1) 战 前 党 年 产量 11,000 iH, 1957 年 产量 多 为 8,000 #2, 
2) Pea. Bok EHR RR a Ae A, A, ARSE, PMS SRR MRER 

WK PLA RP ee HPL A RA RW ERAT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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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E BORFOR BA GE PET HES 37K CO aR 
BOTKARSE UY SEER, AP ACER PLE ER, PR BE 
往 华 中 、 华 东 的 数量 很 多 , 惟 质量 不 及 山东 河南 。， 

: 安 业 区 的 小 性 冀 以 猪 和 山羊 为 主 , 全 省 公 和 社 平 均 养 猪 头 数 高 于 全 国 其 他 省 区 ,省 内 成 
都 平原 .长 江 \ 泥 江 、 涪 江 、 嘉 陵 江 流域 丘陵 地 区 蚀 养 万 多， 一 方面 为 本 省 耕作 业 提 供 了 大 
BIR, 同时 还 提供 了 大 量 肉 、 猪 梭 、 肠 家 、 皮 革 等 畜产 品 。 四 川 猪 棋 产量 向 居 全 国之 冠 ， 
RAR. 2 Kia eye HE, EE ERSTE MSR. BAKU 
242, 8RK2; BeEEr Tease Reg, 合川 .江北 \ 达 县 \` 万 县 等 为 主要 产地 ， 
EDWG, SRO E BS EE RESEF RRS, MELEE PS 

| EM, SASS. WeSh, AM Lil BART BE S ER RB. 
万 县 等 各 地 均 有 加 工 工厂 。 

UEDA 川北 山区 ,党 、 涪 江 流域 丘陵 区 及 西昌 地 区 饲养 数量 最 多 ,所 产 肉 大 部 锁 
FB, WERRIBEE 

ERS MMRAMEE MSTA, BPABE BRSSAS he 
解放 后 四 川 养 冀 业 发 展 很 快 , 1958 年 性 冀 的 总 头 数 比 解放 初 1949 年 增加 狗 工 倍 ,其 

中 猪 的 发 展 尤 快 ,已 比 解放 初 增长 将 近 2 倍 。 在 工农 业 生产 全 面 跃进 中 ,本 省 将 加 综 培 育 
收 革 ; 荞 舍 人 民有 公社 生产 规划 开辟 更 多 个 料 基地 ， 推广 优良 种 冀 ， 生产 更 多 更 好 的 畜产 品 
Di EA RAS ATSB 

20 wh 
四 川 在 西南 各 省 中 工业 最 发 达 ， 工 业 产 值 及 其 在 工农 业 总 产值 中 所 占 的 比重 均 大 于 

BRAS, #1957 年 部 门 产值 ,以 食品 工业 最 大 , 其 次 是 锣 铁 冶炼 与 加 工 , BAAS 
加 工 \ 化 学 和 乱 答 工业 。 

从 解放 后 工业 各 部 门 产值 的 相对 比重 看 ， 增长 最 快 的 是 钢铁 ,金属 加 工 (包括 机 器 BN 

业 ) 和 化 学 工业 。 

四 川 工业 产值 部 门 构成 及 变化 情况 志 

22mm | i9s9eem |. 1952eeme | “1957 年 比重 

工业 总 产值 100.00 100.00” 100.00 

SESE ， 22 6.8 

有 色 金 属 工业 0.3 0.6 

， 金属 加 工 工业 3.2 7.8 12:2 

燃料 工业 3.2 25 
电力 工业 : yay 0.9 

化 学 工业 0.8 2.0 659 

非 金属 工业 = Oe Bee ; 0.6 

建筑 材料 工业 0.7 1.8 1.5 
食品 工业 30.5 33.5 39.3 
PROWL 31.8 21.6 9.8 

tt 26.1 \. a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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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 READ LIWL AL SSR Hie IO Se, BS Ee SEH BD 
3a HALL HP SEE MR DIL CA 21). 

| TAL 四 川 是 西南 重要 的 钢铁 产 区 ,1958 sarc ake mac 
; 产量 的 80% , 钢铁 冶炼 业主 要 分 布 在 重庆 地 区 。 

四 川 钢 铁 工 业 不 但 具有 丰富 的 动力 \ 燃 料 条件 , 也 具有 丰富 的 原料 ,初步 估计 ,全 省 铁 
矿 储量 达 干 休 亿 吨 (远景 储量 数 十 亿 吨 ) ,主要 分 布 在 赴 边 \ 宁 南 . 米 易 、 冕 守 、 巫 山 、 江 闲 、 
ABBE .汶川 .其 江 ̀ 万 源 、 刺 县 、 威 远 等 地 。 ER ORISA eH BI 
以 上 的 储量 2， 敲 矿 大 部 是 亦 铁 矿 , 合 铁 量 达 42% 以 上 , 含 硫 磷 等 杂 盾 少 , 品质 优良 ;是 四 
川 釜 地 南部 重要 的 富 铁 矿 ,开采 历史 较 久 , 但 过 去 沿用 士 法 ,产量 很 少 , 战 前 年 产量 仅 55000 

吨 。 目 前 鞭 江 铁 矿 已 经 大 量 开采 ,所 产 矿石 经 綦江 铁路 (JASE ALES) 运 重庆 供 炼 钢 的 
部 分 需要 ;江油 铁 矿 也 是 赤 铁 矿 , 包 量 数 千 万 吨 , 大 部 傈 碱 性 及 自燃 性 矿石 , 现 为 江油 钢铁 : 
RRM, Ry WEKH , SAFRAN ,但 分 布 广 、 储 量 也 很 大 5 本 
省 西南 部 西昌 南北 各 县 就 目前 所 知 为 省 内 铁 矿 藏 量 最 多 地 区 ， 其 中 盐 边 攀枝花 铁 矿 是 我 
国 新 发 现 的 大 铁 矿 之 一 ,储量 大 ， VERE ,天 部 可 露天 开采 ,成 昆 詹 路 和 矿区 专线 的 铁路 
兴建 以 后 ,西昌 地 区 将 随 之 建 发 成 规模 较 大 的 钢铁 企业 。 

重庆 地 区 目前 不 仅 是 四 川 而 且 也 是 西南 区 最 大 的 钢铁 业 中 心 ， 旋 的 原 有 珊 备 是 抗日 
战 等 初期 (1938 年 ) 由 武汉 拆迁 过 来 的 ,过 去 在 官僚 资本 经 营 下 ,生产 量 极 低 , WAP 

* 备 不 平衡 , 1940 一 1949 年 10 年 中 只 生产 生铁 7.1 DANS 5 万 吨 、 钢 材 3.3 万 吨 , 志 钢 能 
力 天 于 炼 钢 能 力 ,以 致 现在 矶 钢 所 需要 的 钢坯 不 得 不 从 较 钢 远 途 运 来 。 

重 钢 现 以 茶 江 铁 矿 、 威 远 钢 铁 厂 和 渠 江 流域 炼 铁 业 所 产生 铁 及 其 他 地 区 铁 矿 五 为 原 
料 ,焦煤 来自 南 桐 . 天 府 \ 永 川 等 煤矿 。 这 个 企业 生产 发 展 的 有 利 条 件 是 燃料 供应 近 便 ,位 
于 本 省 轰 济 发 达 地 区 ,重庆 工业 及 周围 各 地 钢铁 需要 量 大 , 地 当 水 陆 交 通 要 道 , PROT 
品 落 运 ; 世 便于 由 鄂 西 和 黔 北 等 铁 矿 草 茂 区 取得 原料 (通过 长 江水 运 及 即将 建成 的 川 黔 铁 
路 ) ,以 解 决 扩大 生产 规模 后 附近 铁 矿 石 供 应 不 足 的 问题 。 解 放 以 后 已 经 建成 两 座 炼 钢 在 

， 怨 ,相应 地 增添 了 炼 铁 屋 备 , 建 届 了 耐火 材料 、 机 修 等 车 间 ,各 车 间 的 生产 已 经 逐步 走向 机 
械 化 ;而 钢 与 炼 铁 的 生产 能 力也 基本 得 到 了 平衡 。 为 了 以 更 多 钢铁 支援 省 内 及 西南 地 区 
ARRAY, 1958 年 重庆 地 区 钢铁 工业 在 生产 已 有 很 大 发 展 的 基础 上 进一步 扩大 了 炼 钢 
机 械 发 备 能 力 ， 并 新 增 了 炼 铁 设备 ， 钢 锭 、 钢 材 的 生产 能 力 较 1949 Be HAE 
倍 , 同时 产品 种 类 也 大 大 增加 , 已 能 生产 多 种 规格 的 重 轨 ,轻轨 、 钢 板 、 角 钢 ̀ 方 钢 等 70 多 
种 产品 , 其 中 重 轨 、 轻 轨 大 量 供应 着 西南 地 区 的 铁路 建 发 , 各 种 钢 村 广泛 供 痊 国内 各 地 机 
器 船舶 ,车 辆 制造 和 桥梁 修造 之 用 。 

”四川 还 有 几 十 个 守 机械 化 年 产生 铁 数 千 吨 至 二 .三 万 吨 的 小 型 钢铁 厂 , 其 中 较 大 的 分 
ARES TAL AR OUR SWB SEE, 除 生产 炼 钢 生 铁 供 重庆 地 区 需要 处 , 主要 生 
产 甸 造 生铁 供 地 方 机 械 工业 和 手工 业 用 。 

在 以 钢 为 网 的 生产 方针 指导 下 ,本 省 正 以 较 大 力量 进行 钢铁 工业 的 建 悦 , 除 炎 和 续 发 展 
重庆 钢铁 工业 基地 和 各 地 小 型 钢铁 治 炼 业 久 外， 还 在 或 朗 将 在 江 何 ;成 都 .乐山 内江、 宜 

宪 ̀ 泸 州 . 达 县 \ 万 县 等 地 建设 不 同 规模 的 钢铁 企业 (其 中 江 冰 钢铁 厂 1958 年 已 动工 兴建 。 

切 仿 四川 省 政府 回 : “四川 省 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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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利用 当地 铁 矿 套 源 ;动力 主要 由 成 都 供 答 ,， 现 已 部 分 投入 生产 ), 将 迅速 提高 本 省 治 钦 \ 炼 
PARED, 同时 也 将 使 本 省 钢铁 工业 在 地 区 分 布 上 走向 平衡 。 PS Se 
丰富 ,手工 炼 詹 分 布 非常 广泛 , 其 中 一 全 集中 于 川北 达 县 地 区 , 其 余 分 散 于 江津 ,泸州 \ 万 ， 
县 ̀ . 乐 山 等 地 ,这 些 手工 炼 詹 业 多 以 木炭 为 燃料 ,生产 带 有 季节 性 ,所 产生 铁 主 要 供 当地 制 
造 农具 使 用 。1958 年 开展 全 民 炼 铁 以 后 , EP, BSB 10 万 个 , 十 铁 产 量 占 
全 省 铁 产 量 的 60 9 左右 ,主要 集中 于 万 县 \ 达 县 地 区 ,今后 将 在 小 士 硬 发 达 的 地 区 建立 和 
巩固 小 型 钢铁 冶炼 业 。 

有 色 人 金属 工业 ARS GASSER BI ARES CERT, 大 部 
分 分 布 在 西部 高 原 和 盆地 边 炮 山地 。 

在 有 色 金 属 工 业 中 ,上 比较 重要 的 是 金 矿 、 铜 矿 和 谷 、 鲜 矿 的 采掘 冶炼 业 。 产 金地 区 广 
环 ; 所 产 以 沙 金 为 主 ;大 部 分 产 于 金沙 江 \ 雅 匡 江 ,大 渡河 、 岷江 等 沿 河 地 区 ,松潘 康定 \ 金 
矿 、 青 川 产量 最 多 , 淘 取 沙 金 是 这 些 地 区 农民 的 副业 , 成 前 全 省 年 产 沙 金 2 RAG 
St BF REST NS 2S) PRES BPE TA RRMA ST Se 
257A MEMES, HTIHRRARKRS CESK AMER ESO TE 
年 计划 期 间 将 进一步 发 展 黄金 生产 ,以 松潘 ̀  金 矿 、 康 定 为 重点 采 冶 区 。 a 

四 月 铜 矿 主要 分 布 于 西昌 地 区 及 彭 县 等 地 。 本 省 铜 矿 开 采 历 史 很 早 ， 现 大 部 分 仍 用 
士 法 采 冶 ,产量 还 不 够 多 。 

四 川 的 锦 锌 矿 的 储量 也 较 大 ,解放 前 已 用 士 法 开采 ， SEA BED BLAS WT Ale 
iat 

器 制造 业 PA RPI, PL RE, (8% Ht eB KAT 
的， 四 人， 二 

， 现 已 建立 了 动力 机 器 .工作 母 机 \ 丸 具 、 矿 山 机 械 、 冶 炼 及 石油 工业 屋 备 、 电 器 改 备 、 运 
PT 其 中 动力 机 器 .工作 母 机 、 治 夕 下 备 等 制造 业 在 西南 区 都 上 
重要 地 位 。 

”机 器 制造 业 以 重庆 、 成 都 为 中 心 。 其 余 比 较 重 要 的 机 器 制造 业 分 布 在 自贡 、 乐 山 、 内 
TL CME MEER RIE PUNE, 配合 当地 化 学 、 制 糖 、 冶炼 、 石油 等 工业 制造 一 些 机 械 芒 
备 。 动 力 机 器 和 机 床 制 造 业主 要 分 布 在 重庆 , 以 生产 中 、 小 型 水 输 机 、 姿 气压 缩 机 、 鼓 贡 
机 、 中 型 以 下 的 直流 电动 机 和 机 床 为 主 。 丸 具 制造 业 分 布 在 成 都 ， 新 建 的 成 都 双 具 厂 是 
MEBLSIGARE DAS AMAT , 1957 年 已 开始 投 太 生产 。 矿 山 机 器 制造 业 分 布 在 成 
都 .江津 等 地 。 五 沽 和 电器 屋 备 制造 业 是 近年 新 发 展 的 部 门 , 前 者 分 布 于 南充 , 制造 石油 
RIERE, 后 者 分 布 于 宜宾 ,为 发 展 水 电 事 业 提 供 装备 。 运 输 机 器 制造 业 分 布 于 成 都 、 重 
Kisii, DERE) ARB ER RRA, HAREM ORE 

BBA A il SS SERCEF. Wek, RA RM IZA FBR AIL ERR, | 

YON, A ALLE ee, so a Wile WHEL? FE RARELIL, FTA OLEE, [a opie 

农村 。 
由 于 本 省 及 西南 地 区 工 态 区 、 慨 业 及 交通 运输 业 的 发 展 ,上 述 各 机 器 制造 部 门 特别 是 

矿 册 机械、 动力 机 器 .电器 琶 备 、 交 通 机 具 等 制造 业 还 有 很 充足 的 发 展 条 件 。 
煤炭 工业 四川 煤炭 年 产量 占 西南 三 省 的 60 一 70 多 。 本 省 烃 近 年 探 蔷 , 证 明 煤 痰 

资源 是 丰富 的 (远景 储量 百 亿 吨 左 右 )。 煤 层 大 部 分 位 于 二 兴 纪 和 侏 罗 地 层 中 ， 分 布 的 
« 54 。 



“地 区 很 广 ,便于 就 地 开发 利用 ， TEE PINE eB CARICA. Be) BM OR, 
Si 7K SE BS HHH) ARCA), BRK BK TE LD, 川南 区 (长 ， 
= ste ARO RINE SRF Vee AMIR, HUBER, DURE 
ARES TRAE, LAE RAR BA, 

AS RABID BSR RAIA BS) BAR BR RSET 

规模 采掘 ,抗战 期 间 因 内 迁 工 业 需 要 ,天 府 、 南 桐 . 嘉 阳 、 威 远 等 煤矿 随 之 扩建 或 新 建 :1940 
年 公 省 煤炭 产量 280 Titi AA SRAM ES, 机 械 化 程度 很 低 , 大 部 煤矿 采用 
-手工 方式 生产 , 仅 少数 有 提升 屋 备 ,资源 浪 蔓 很 大 。 解 放 后 经 过 不 断 的 改造 与 发 展 ， 现在 
AERA LAE Me, HRA LIS 人 以 上 ,煤炭 产量 大 大 提高 ; 1957 年 全 省 

 $61949 年 坟 长 五 倍 以 上 。 

煤炭 产地 很 广 ， 以 重庆 周转 的 江北 . 巴 县 \ 壁 册 合川 之 间 地 带 为 主要 产 区 ， 矿区 位 于 
本 省 工业 发 达 地 区 ,交通 便利 , TREK AT PREHEAT SRE, 还 可 和 经 铁路 ; 航 
道外 运 》 目前 本 省 有 十 多 个 较 大 煤矿 和 大 量 小 煤矿 ;其 中 了 攻 南 桐 . 天 府 规 模 最 大 。 

南 桐 煤 矿 于 抗 成 期 间 开 始 采 掘 , 现 为 重庆 地 区 主要 的 煤炭 基地 ; 位 于 南川 . 基 江 与 趴 
州 的 桐梓 三 基 交 界 ， 在 川 黔 铁路 上 的 三 江 有 铁路 支线 通达 这 个 矿区 南 桐 煤矿 可 采 煤 层 
2 一 3 层 , 总 厚度 3 一 5 米 ,其 品质 优 下 。 所 产 煤炭 主要 供 重庆 ， 一 部 供 成 注 铁 路 和 长 江 航 
运 之 用 缠 南 桐 煤矿 解放 前 仅 提 升 运输 采用 机 械 ;产量 低 , 解放 后 扩大 了 开采 规模 ， 卉 将 东 
PRED AE, 对 生产 技术 进行 了 革新 , RA BALE, SRM LE 90%, 
产量 目 釜 增长 , 1957 年 产量 已 比 解放 前 最 高 年 产量 提高 5 倍 , 卉 且 附 产 焦煤 。1958 年 双 
新 建 年 产能 力 达 150 万 吨 的 机 内 煤矿 ,已 经 开始 产 煤 。 整个 南 桐 矿区 在 今后 三 、 五 年内， 
将 舟 步 发展 为 生产 能 力 达 大 \ 七 百 万 吨 的 大 矿 ,以 应 附近 地 区 工业 和 交通 运 索 业 发 展 的 需 
要 。 

COUT RRREERT RE, KARL AME AE, wee Saee ， 
fh, PRA HAE) DAZE RAE RE HEE, ARB 3 米 去 右 。 过 去 仅 有 天 府 

-煤矿 进行 开采 , 现 正 陆 烧 开辟 杨柳 圾 及 三 汇 坦 等 新 的 采掘 区 ， cine te 
PE REME,: 

RAPT FEILER, WRASSE MRE, TRE EER 
来 机 器 SAHA (AMORA SEBS 30 多 万 吨 , 现 产 量 远大 于 这 个 数字 ,所 
产 煤炭 主要 供 重 庆 地 区 作为 燃料 动力 和 炼 钢 的 需要 。 

PR Fekete, AE ERE MARR, 为 主 和 焦煤) 该 矿 大 型 矿井 
FARA BK CME, | 

AG MAME AAMT REA  eB MR ont 
AAR RUA RD AR JAERI FORD SE , ED Se BLED AY 10 一 20 万 吨 ， 

天 的 20 一 30 Hii, ARS ACI) FS a EL, BHR ES ee 
年 产能 力 各 二 、 三 十 万 吨 以 上 的 煤矿 , 其 中 以 宜宾 地 区 煤矿 规模 最 天。 此 外 ;本 省 小 型 工 
业 和 民用 燃料 主要 依靠 各 地 手工 采 煤 冤 , 1958 年 全 省 数 达 3 GRD, AF 
地 除 成 都 平原 、 涪 江 和 嘉陵 江 中 诸 地 区 以 外 的 许多 县 份 ， 合 计 产 量 占 到 全 省 煤炭 总 产量 
‘BY 60 一 70 9 , 在 燃料 供应 上 占 闭 重要 地 位 , 现 正 进行 技术 改造 , 如 江津 花 果 山内 江 协和 
以 及 李 家 沟 等 小 煤 窘 震 马 实 现 通风 排水 土 机械 化 、 运 埠 车 子 化 等 生产 草 新 ,显著 提高 了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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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效率 ,值得 推广 。 
四 川 煤炭 生产 现在 与 省 内 需要 量 是 基本 平衡 的 ,只 是 在 制 盐 、 制 糖 等 工业 以 及 不 消 地 ， 

区 民用 存在 使 用 烟煤 、 焦 煤 为 燃料 的 情况 下 , SSR CHER, 同时 为 了 及 时 满足 
钢铁 及 其 他 工业 正在 迅速 发 展 的 需要 ,还 须 扩 大 炼焦 用 煤 的 生产 ,因此 , 现 正秋 和 续 扩 建 南 
fil 4028 1 ARE K ;积极 改善 矿区 交通 运输 条 件 , 划 进一步 挖掘 小 煤 骞 的 生产 洲 力 。 
石油 及 天 然 气 开采 RATAN AA Bk LEM RAE 

县 ` 共 江 , 西 至 射 洪 、 自 贡 的 广 天 范围 内 ， 均 为 石油 及 天 然 气 的 富 集 地 区 ， 和 处 围 如 次 并、 茜 
IL LBS, DiS Whee Hh a eB, SEE SFC A SEE th SP A”, FE 
SRE RHEE WA, 全 省 还 有 100 STF AMS ERK, WR RAT 
HEE 1K REPAY Wee eS 9 HB ES YY os A 

a FL Be be ASF APR BE AIZEN Ae BE, 需要 大 量 汽油 .柴油 等 液体 燃料 ; 也 需 
大 量 石油 副产品 作为 有 机 合成 化 学 、 医 董 和 橡胶 工业 的 原料 ,因此 正在 对 本 省 石 沽 责 源 作 
进一步 钻探 ,为 将 来 大 规模 开采 创造 条 件 。 同 时 在 川中 油 区 许多 地 点 已 开始 坛 采 , 冻 油 工 
业 的 筹建 工作 亦 在 进行 。 人 造 石油 大 部 分 为 煤炭 炼焦 副 产 , 产量 很 高 , 重庆 、 自 贡 、 宜 宾 、 
成 都 等 地 区 的 煤 炼 油 工业 已 着 手 兴建 。 页 岩 油 的 蒸 饮 制 炼 目前 还 不 占 重要 地 位 ,篇 竹 、 妇 
为 .宜宾 等 数 处 有 规模 不 大 的 加 工厂 。 

远 在 唐 代 ， 自 贡 地 区 的 劳动 人 民 就 开始 利用 天 然 气 煎 盐 。 这 一 矿产 资源 除 可 用 做 燃 
料 和 动力 外 ,还 可 制造 碳 景 ,化 肥 、 人 造 竺 维和 合成 汽油 ;是 重要 的 化 工 原料 。 自 1956 年 以 
来 ， 全 先后 在 巴 县 石油 沟 、 基 江东 滩 \ 永 川 黄瓜 山 \ 隆 昌 圣 灯 山 和 和 令 永 高 木 顶 等 地 进行 站 
探 , 探 明 了 西 从 自流 井 向 东 连 接 上 述 五 地 是 一 个 药 蔷 量 极 富 的 川南 天 然 气 区 ; 训 矿 主要 储 
集 在 三 迭 纪 和 三 迭 纪 地 层 中 ,目前 开采 以 隆昌 圣 灯 山 \. 巴 县 石油 沟 和 葵 江 东 滩 最 盛 ,隆昌 、 
葵 江 和 永川 并 建 有 以 天 然 气 为 原料 的 碳 黑 厂 , 同 时 计划 在 泸州 附近 建立 综合 化 工厂 ,车 产 
塑料 ,橡胶 配件 及 其 他 产品 。 在 天 然 气 交 源 的 不 断 开发 和 利用 下 ,全 省 天 然 气 的 日 产量 上 比 
解放 前 增加 了 了 几 十 倍 ,所 产 碳 黑 盾 量 较 高 , 现 广泛 供应 各 地 橡胶 工业 。 鉴 于 四 川 丛 地 天 然 
气 分 布 区 域 很 广 ; 大 量 建立 小 型 气 矿 ,就 地 利用 这 一 动力 来 发 电 \ 制 造 氮 肥 和 供应 民用 , 亦 
可 作为 今后 利用 的 一 个 方向 。 

电力 工业 “本 省 电力 工业 现 以 火力 发 电 为 主 ,规模 较 大 的 火力 发 电厂 分 布 于 重庆 、 
成 都 \ 宜 宾 、 泸 州 \ 内 江 ̀ 五 通 桥 \ 万 县 等 地 。 过 去 四 川 电力 工业 比较 落后 ， 抗 战 前 仅 重庆 、 
BAR A Be LA St 12,000 REFN 3,000 琵 规 模 的 电厂 其余 如 乐山 ,万 县 , 泸州 等 地 电 三 均 
ARH 100 庄 。 解 放 后 由 于 工业 及 照明 用 电量 迅速 增长 ,于 重庆 扩建 了 原 有 发 电厂 ;新 建 了 
自动 化 电厂 ， 于 成 都 新 建 了 热电 厂 ， 在 宜宾 也 扩建 了 宜宾 电厂 井 架 改 高 压 线 与 自贡 市 过 

和 络 , 其 他 城市 以 及 小 城镇 的 电力 工业 也 有 很 大 发 展 , 1958 年 全 省 发 电力 量 已 较 1949 see 

长 9 倍 久 上 。 但 因 目 前 工业 建 届 ESR, BK ee, HS Rh ARAL ae aes 
在 扩建 和 新 建 火力 发 电厂 。 

本 省 水 力 茂 著 量 鹊 占 公国 的 四 分 之 一 ,是 有 待 开 发 的 瑟 大 动力 源泉 。 解 放 前 ， 只 在 其 
寿 、 沾 县 ̀ 金 堂 等 地 建 有 小 型 水 电站 。 解 放 后 ,为 应 重庆 工业 建设 的 需要 ,首先 在 次 寿 龙 滩 
河 狮 子 滩 建 成 了 一 个 发 电量 较 大 的 水 电站 ,通过 高 压 线 向 重庆 供电 ,此 后 双 在 龙 深 河 相 入 
Bev J EA SE, FAS AKA, 1958 年 全 部 完成 了 龙 深 河 的 梯级 开发 工程 ， 以 重 
庆 火 电站 、 狮 子 滩 水 电站 为 中 心 ， 联 戎 重庆 长寿、 北碚 地 区 的 电力 网 已 经 形成 , 工 将 与 新 

56 . 



“ 建 的 綦江 火电 站 连结 起 来 。 全 
| WT BB GR ee PT EB, BE EA SR EL 
SRTECE NEE, WRIA Mek LE ABREU , DIS EB BB aly REE A ete Ht 

SERED IAN, COWRA , ER RR ke, EP 
| 年 语 大 渡河 \ 马 边 河水 电站 建成 峨 层 \ 乐 是 等 地 也 将 组 成 一 个 容量 相当 大 的 电力 网 。 宜宾 
”附近 南 广 河水 电站 也 正在 建屋， tHE, AR, A EB, AW oe 
Flo 此 外 : 嘉陵 江 中 游 ,西昌 地 区 妆 宁 河 的 水 办 责 源 ,也 正在 和 将 要 进行 开发 利用 。 

制 起 工 业 -四川 是 我 国 最 主要 的 井 盐 产 区 ,生产 历史 悠久 , 据 改 军人 在 秦 代 和 机 为 地 区 
就 开始 沙井 产 盐 ， 后 求 自 届 地 区 发 现 大 量 食盐 资源 , 制 盐 中 心 移 往 自 页 ， 至 太平 天 国 时 代 
4ej* 3k 100 BHAA, VAR, EMRE ES ,西南 .西北 \ 华 中 地 区 对 川  “ 
盐 的 需要 促使 产量 进一步 增长 ， 当 时 采制 除 沿用 士 法 外 并 利用 了 燕 汽 机 和 电动 机 做 为 动 
力 ;1937 一 1942 年 公 省 平均 产量 均 达 880 余 万 担 ,最 高 年 产量 (1941)1,000 万 担 , 抗战 以 ， i 
Je PEERY Fe, hE, EMORY SERA RET OY 

为 了 满足 人 民生 活 和 化 学 工业 对 食盐 的 需要 。 解 放 后 ， 井 盐 生 产 获得 了 史无前例 的 
EE, RRS, WISER AT CARD, HT Ee, } : 
ms ela 1958 ee RAR a OR RS 历史 上 的 最 高 年 产 水 

BIER F He ACS AG PR EFS , DL ERE SBE , BA . : 
2s MRR A= 4 HBR ER IG, AD, A IRE 
RRO WASH, 本 省 西南 部 的 盐 源 亦 有 少量 生产 。 

， 自 黄 盐 区 产量 占 全 省 的 70 和 以 上 ， HK Beh 5 we, 且 有 天 然 气 作 煎 盐 燃 
料 ,一 向 是 四 川 首 要 的 食盐 产 区 。 盐 泪 分 黄 诗 , 黑 滴 及 岩 起 沽 三 种 , 黄 涉 含 有 氧化 铁 , 故 呈 
黄色 , 含 盐 率 较 低 , 黑 泪 含 有 硫化 铁 ; 故 呈 黑 色 , 距 地 面 较 深 , 含 盐分 高 , 岩 盐 注 售 盐 成 分 亦 
较 高 。 非 夫 的 制造 过 程 远 比 海盐 复 素 ; 需 经 溺 井 \ 取 渍 ̀ 运 泣 和 都 盐 几 个 步 桑 ， 一 、 二 千年 
i, MIS wh ACHE, AGERE RLS 2 尽 左 右 ， 钻 成 一 并 需 几 年 甚至 十 几 年 ，1954 
年 已 竹 娩 用 机 械 顿 钻 钻井; 快 者 不 到 人 牢 年 可 证 一 井 。 在 汲 注 方面 ,解放 后 大 量 利 用 了 燕 汽 
机 和 电动 机 代替 牛 力 ( 现 牛 力 只 用 于 小 井 ) ,去 疯 ( 因 井 灶 分 散 , 须 将 油水 输 迭 至 制 盐 车 间 ) 
和 运 盐 现在 也 采取 也 "三 化 "措施 (固体 坊 选 车子 化 液体 办 人 迁 杭 管 化 、 液 体 升 扬 士 奈 化 ),， 
TREE GB, ALATA Ale ST PEE APE SERRE, SSSR REA ¢ 
机 械 化 阶段 ;提高 生产 率 一 个 以 上 。 由 于 考 盐 所 用 工具 和 燃料 的 不 同 ， 产 品 有 下 烈 几 类 : 
一 般 利用 小 贺 钢 责 制 之 起， 为 缚 晶 形 显 粒 ,色白 质 佳 , 称 为 " 花 盐 ”; 花 盐 中 以 盐 井 所 产 天 然 
气 为 燃料 的 又 称 为 “火花 盐 ”, 以 煤炭 为 燃料 的 称 “" 炭 花 盐 ", 此 外 还 产 块 状 的 "' 痰 巴 盐 TE 

， 几 年 为 了 大 量 生产 优质 的 花 盐 , 在 火花 盐 生产 过 程 中 ,还 采用 了 平底 大 锅 进 行 壮 盐 的 生产 
办 法 ， 因 之 本 区 花 盐 的 产量 日 全 增长 ,已 占 本 区 盐 产 中 的 主要 地 位 , 巴 盐 因 便于 运 过 少数 

， 民 族 惯 于 食用 , 仍 维 持 生 产 。 
五 通 桥 是 本 省 第 二 产 盐 区 ， ara 9% hot AE BAM, . sbi DUPER 

i) fe Som sh eats: “MEE JUAR Tee ae eee (es =a: De J SSF 
PUPAE SHY, 1946, 前 中 国 地 理 研究 所 出 版 )。 hs 

se。 57 « 



SE, HZ BR AE WBRAUE , Hh OS IE BES Sh EY BE , FE EE Eh RITE EL. 
， 上述 二 大 产 赴 区 之 外 ， 自 贡 市 郊 邓 井 关 现 已 证 明 为 藏 盐 丰 富 的 地 区 , 1958 年 剑 探 时 

喷 出 了 大 量 天 然 气 和 合 盐 很 高 (19 % A WK, DEE Bs 4,000 mt AY 
市 区 盐 井 日 产 滴水 量 的 总 和 ,将 形成 为 一 个 新 的 产 盐 中 心 。 

“本 省 食盐 主要 供销 省 内 ,自贡 和 五通桥 食盐 则 有 部 分 外 调 。 自 届 但 盐 主 销 成 流 治 态 、 
川 东 川北 川南 和 阿 坦 地 区 , 余 销 贵州 北部 和 湖北 西部 。 五 通 桥 食盐 主 销 乐 山 \ 西 昌 和 泳 
册 地 区 ,还 销 云南 东北 部 和 中 州 西部 ; 巴 盐 旭 多 销 省 内 和 贵州 少数 民族 地 区 。 Mae) 
各 盐场 所 产 不 外 运 ,就 地 产销 。 

工业 用 盐 目 前 占 盐 产 的 比重 较 小 (主要 用 于 制 碱 工业 ), Zhe9 BORO IR BE 
等 也 是 重要 的 化 工 原料 ,这些 元 素 过 去 很 少 利用 ,解放 后 为 了 增加 化 学 工业 原料 和 降低 制 

” 盐 成 本 , 粽 合 利用 井 盐 列 源 , 先 后 在 自贡 和 五 通 桥 盐 区 发 展 了 制 盐 副 产 工业 ， 现 两 地 已 兹 

生产 氧化 钾 、 氧 化 组 以 及 磺 省 等 产品 , 毛 化 钥 共 已 坊 往 瑞士 ̀. 瑞 与 、 荷 兰 等 国 。 
化 学 工业 除 上 述 煤 天然气 和 盐 产 化 工 外 , 本 省 并 有 丰富 的 硫黄 、 磷 等 化 学 工业 

原料 ,发 展 这 一 部 门 具有 优越 条 件 , 但 目前 基础 还 较 藩 弱 , 主 要 的 是 酸 碱 、 化 学 肥料 制造 ， 
RWS ES | 

本 省 酸 碱 工业 是 在 省 内 充足 的 硫 铁 矿 、 硫 碳 、 食 盐 等 责 源 的 基础 上 建立 起 来 的 ， 主 要 
分 布 在 重庆 、 成 都 .乐山 .宜宾 等 地 ,其 中 以 重庆 和 宜宾 两 地 的 化 工厂 规模 较 大 ， 以 自贡 所 ， 

产 食盐 为 原料 ,采用 电解 食盐 办 法 ,生产 烧碱 盐酸、 漂白 粉 等 ， 供销 省 内 处 印染、 造纸 、 玻 

璃 皮革 、 医 东 等 工业 之 需 。 此 外 ,重庆 、 成 都 都 有 规模 较 小 的 制 酸 厂 (生产 硫酸 为 BEDI. 
BNI BLA ER ALA, BEERS FC WES BS, PSR SE, 生产 成 本 较 
高 ; 现 产 品 仅 供 省 内 。 

WICH FE EATS , 以 无 水 世 硝 为 制 碱 原料 ， 已 建 有 彭帅 、 SSRIS 

SD — FEAR ML. HERR OR FEBS, EON IR AD, EA seh ES 

pert 目前 货 不 应 求 ; BAe il AR aE i EAR ee BFE TE IAEA RESS ECE 

今后 可 改 用 食盐 等 为 原料 以 制造 纯碱 ,胜出 芒硝 制造 硫 碱 。 
“本 省 酸 碱 生产 还 不 能 演 足 需要 ,正在 重庆 \ 成 都 扩 砷 酸 破 制 半 业 ,在 金堂 ,自习 新 建 

造 硫 酸 ̀ \ 和 纯碱 的 车 间 和 工厂 , 并 正在 川 东 \ 川 南 发 展 十 法 制造 酸 碱 的 工业 。 se 

PEE EIS 5 PRD $22, BR AE EI RD A 
为 主 。 磷 肥 工 业 分 布 在 磷 矿 区 ， 现 以 峨眉 的 乐山 磷肥 厂 规模 最 大 ， 其 次 是 乐山 钙 镁 磷肥 
AOS eA BE RU ee, Tee SU 
Wat, SAP ASE RAHL, 1957 年 全 省 牢 机 械 化 骨粉 厂 已 有 20 PE RSA 
牵 目 前 还 不 高 。 粒 肥料 生产 数量 较 大 的 是 重庆 、\ 成 都 .自贡 等 城市 。 为 了 适应 农业 生产 
还 速 发 展 的 需要 ,在 自贡 地 区 利用 食盐 为 原料 的 氧化 全 ,重庆 地 区 利用 天 然 气 为 原料 的 有 

这、 氮 素 肥料 制造 业 均 将 建立 。 

WT WAR KAKA. BRE BER RL BATRA Me. 

BERS AHS RST VK RAS AER RAPA HE 3 

非 金属 工业 本 省 这 项 资源 计 有 石棉 云母 磷 灰 石 ̀  泥 痰 ̀\ 硫磺 \ 世 确 等 多 种 ;其 中 

Die 为 重要 。 

全 



| RARE ART OT BE SAMS, RE, RA, HME 
MIA 150—180 厘米 。 抗 成 前 售 采 用 士 法 开采 , 1955 年 后 EMRE UE PUT, 

PCL, EER BB RE, ES, BR 
FE LET ARUBFER | 
FER AWARE HS — PR FAHS INGORE, TARR, 18 

矿区 交通 不 便 ， 生产 仍 沿用 手工 方式 ， 所 产 云母 矿 运往 雅安 进行 加 工 ， 为 了 扩大 生产 正在 
“修筑 丹 巴 至 矿区 的 公路 。 

APRA TW [a JLT AER RARER OEE, 1958 年 
至 省 未 材 采 伐 量 已 达 260 多 万 立方 米 , 狗 当 贵州 \ 云 南 二 省 之 和 , 除 供 本 省 外 ， 占 条 伐 量 

“的 15 一 20 多 支援 西北 、 华 东 等 地 。 

现在 未 省 主要 森林 采伐 区 位 于 蜡 江 上 游 、 大 滤 河中 上 游 以 及 青衣 江上 和 游 。 赋 江上 游 
有 川西 ( 理 县 境内 , 森 工 局 位 于 该 县 北部 的 米 亚 罗 )、 黑 水 两 个 采伐 场 , 材 种 以 冷杉 为 主 ;次 
为 云 杉 和 欣 杉 ,所 采 木 材 顺水 单 漂 而 下 (成 都 至 茂 放 的 铁路 不 久 修 通 后 ， 木 材 外 运 条 件 部 
可 改善 ), 主 要 供 猴 成 都 地 区 和 省 内 宝 成 铁路 沿线 各 地 ， 部 分 疆 西 北 。 大 渡河 上 游 有 马尔 

EE TRA BE Ae he SRS, SOS HES I kK BS AK 
PARK, KER Kae — EAI EAS AVE PUR BF BR IS 

AFR, PERERA RR ICPIRIL WE SIRT LE, A 
: 乐 耳 后 扎 排 东 放 重 庆 ,部 分 出 省 。 青衣 江 流域 采伐 场 位 于 宝 兴 卉 内 ， MRI LEA IES, 
MSIE PERU. eh 

林 材 加 工业 集中 分 布 于 重庆 和 成 都 ,但 目前 两 地 制 材 广 的 生产 能 力 不 足 ;有 必要 在 乐 
ql ARE AAR 

直 于 省 内 外 木材 需要 量 不 断 增 长 LP FET EMAAR RTE 
食品 工业 ，， 食品 工业 较为 重要 的 有 制 糖 \ 棒 油 、 碾 米 \ 面 粉 等 部 门 PDE ARF 

- 米 .面粉 等 产品 年 有 一 部 分 运往 省 外 。 
四 川 制 糖 工业 具有 公国 意义 ， 蔗糖 年 产量 仅 灵 于 广东 、 各 湾 而 居 全 国 各 省 区 的 第 三 

”位 。 藤 糖 生产 过 去 一 直 沿 用 士 法 ， 抗 碾 时 期 虽 在 内 江 ̀ 资 中 建立 两 处 咎 机 械 化 糖 厂 ( 郎 现 
在 三 元 \ 龙 山 两 厂 ) ,但 规模 很 小 。 解 放 以 后 在 对 土 糖 坊 进行 生产 技术 改造 的 同时 , 双 扩 建 
了 牢 宙 械 化 糖 厂 ,新 建 了 几 个 规模 很 大 的 机 械 化 糖 厂 。 1957 年 全 省 糖 产量 已 达 10 万 吨 ， 
比 1949 年 增加 20 Ai, PR PAA 20 多 左右 外 调 黔 湘 . 鄙 、 苏 、 皖 及 西北 各 省 区 。 由 于 

制 糖 工 业 的 不 断 机 械 化 ,目前 机 制 和 全 机 制 糖 已 占 主要 地 位 ,蔗糖 质量 也 有 很 大 提高 。 

制 糖 工 业主 要 分 布 在 沱江 流域 的 内 江 \ 资 中 简阳 富顺 等 甘蔗 产 区 ,这 里 集中 了 全 部 

“的 机 制 糖 厂 和 大 部 士 鳍 坊 , 精 产 量 占 人 省 的 80 务 左右 ,沿江 有 新 建 的 内 江 \ 资 中 、 球 涡 河 、 
富顺 等 机 械 糖 三 以 及 内 江 、\ 三 元 、 茂 市 资中、 龙 由 、 音 阳 等 年 机 械 糖 三， 其 中 机 制 糖 厂 日 榨 

能 力 各 达 500 一 1.500 吨 , 牢 机 制 糖 厂 各 为 数 十 吨 ,规模 较 小 。 

据 1957 年 萄 计 全 省 十 糖 切 计 有 3,000 余 个 , 逼 布 于 70 多 县 , 其 中 尖 江 流域 就 有 近 千 

4228, FER EER eB BHEAST ARS Bee RASS REM 30%, FE 

PER SSA ERP 50%. “LNA RRR AIA, BRE OMPULER CRE) Re 

1) 鸭 计 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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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红 砂 糖 。 HF LE AE , 糖 份 损失 天 SAAS, 但 本 省 产 蘑 区 有 不 少 系 乒 - 

， 陵 地 ;尤其 是 蔗 田 分 散 地 区 甘 妨 远 运 不 便 ,为 适应 这 一 情况 ， 草 时 不 可 能 全 部 实现 机 械 化 - 

集中 生产 。 很 多 士 糖 坊 已 改建 为 "前 机 后 土 " 的 小 型 机 压 糖 厂 ， 序 梭 芒 用 机 械 ， FETA SH 

法 进一步 降低 糖分 损失 , VE BIE. 

\ 

四 川 盆 地 南部 宜宾 、 泸州 一 带 以 及 十 部 魏 宁 河 流域 为 闫 雯 生产 发 展区 ; li 
MY FE SE KB TE TEARS PLE 0 

(EK LAW RRR RASTER eR, Aim a A, 南充 等 地 区 

EES TLD BEA Es A 3 NARs RT BUICK 4 
省 稻米 机 械 加 工 总 量 中 ,有 20% EA AB PL 

> 面粉 工业 主要 分 布 在 小 麦 集散 最 多 的 重庆 、 成 都 、 BF BAI, 宣 宪 等 城市 ， a 

FLATT ANSEF CS. ULI ACARD BA A ROIS BRO, ya 
相当 数量 调 往 广东 广西 .福建 等 省 。 

榨 油 工业 中 ,食用 油 鹊 占 产 量 的 三 分 之 二 ,主要 为 wate, 工业 用 ea 

IML, PPh IL Hs AE BENE A. 

BAF Way bcs Be FA Wa85 % DA, FE AR Hi FFT, ETE SE, 数量 很 少 。 食 
”用 油 工业 普遍 而 分 散 ,但 依 各 地 原料 种 类 的 不 同 ,加 工 品 种 因 地 而 异 ， 全 籽 油 主要 产 于 成 ” 
都 平原 和 炉 阳 地 区 ,川中 内 江 \ 和 途 宁 、 南 充 地 区 以 生产 棉籽 油 为 主 ,生产 荣 籽 酒 \ 花 生 油 , JI. 
BAM, 乐山 地 区 为 花生 油 主要 产地 , 芝 蔗 计生 产 则 分 散 于 川北 各 地 茶 油 主要 产 于 - 
川 东 地 区 。 

Bra 

SRW AL AM AMD RRS WALT, CY AEA 
chy HMC HSS» A HE TS LES , OSH, OF EEE AAT RRS 
TAF RME, ABLE DALE REAL, BARMERA A 
ACERS SAB A 9 AS LSA INE Se, PRE 

PH RRA, AALS EF Ta TF . 

。 Kee De BH BG eA CHER AML BBD) HTK eee Te | 

) 烟草 工业 以 生产 雪茄 烟 为 主 ， FEIN RIBAS , SHAD RARE AT EB 灌 县 一 带 所 产 

nf BS IS TOY FEAT TS BSH AOL, EFA RS HA, ¥6 +8 ACHE) la 

于 重庆 、 成 都 两 地 ,， 所 用 原料 大 部 分 求 自 川 . 黔 和 豫 、 和 鳃 等 省 ， 产品 主要 供 本 省 消费 。 vi 

生产 中 心 为 成 都 ,这 项 产品 亦 有 部 分 运销 省 外 。 

PAIN YORE .得 宪 是 四 川 省 主要 产 酒 区 ， 这 些 地 区 以 高 梁 、 玉 米 、 sesame FeO 
Aki RAKES BY RE ASI S—, SEER AE 

db, AERA, ee Fa HA RZ. | 和 

鲜 头 工业 主要 分 布 在 重庆 、 成 都 ,万 县 三 地 ， 生 产 各 种 水 果 \ 肉 类 饶 头 。 1958 年 在 南 

76 ABER, 宜宾 等 地 也 开始 建立 新 厂 。 肉 类 加 工 工 业 目前 以 重庆 肉 类 综合 加 工厂 规 - 

模 最 天 。 

部 分 ， ‘eh ALL 居 全 国 重要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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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 4 5 Oly FA BY 90 多 左右 ， Ste CW Fah 油 和 漆 油 | 主要 产地 为 用 

ist Lily Pa yI| re HE Pe eA ee, HARM 



> E ae 

TARE ARAL LL KAM FLAT , SH RA , BSL ABS 

PUR EAT AIS, LEAR IADR, 1943 Eee SER 20 THE 
EFF LH 13 万 枚 ); 解 放 时 (1949 SE BHR MOR, 但 各 厂 机 械 陈 旧 , 同 时 内 部 千 

构 不 平衡 , 弓 布 能 力 水 于 和 纺 炒 能 力 ,印染 能 力 双 小 于 各 布 能 力 ， 禹 备 利用 这 很 低 。 解 放 以 

后 ;尤其 是 最 近 几 年 MLR RMA, AMES 15 +, 运转 纱 
SE 35 一 40 万 校 ;, 为 解放 初 的 三 倍 左 右 , 棉 纱 和 棉布 产量 分 别 过 1949 年 增长 2 倍 和 5 倍 以 

上 , 续 , 徐 、. 荣 的 发 备 逐步 赵 于 平衡 ;棉纱 :棉布 的 花色 品种 也 有 很 大 增加 。 
: 目前 本 省 入 竹 工业 以 重庆 、 成 都 两 地 为 中 心 , 重 庆 由 沱江 、 涪 江 、 嘉 陵 江 流域 棉 区 提供 _ 

wee, WEBI JNGU RARER, RAR ALL Oa RN, i 
SBF YE ILE, TLE REE, EO 
SFSU ASSL. 1958 SF, RBA ERMADREMERMAU ATH | 

REST AGAR , HLTH, ST RHEE A SHAE | 
(RHOG BRA GHG BRICK AOS HE BE SE 

40% Tete, Te BAER AALS As RAT RAAB, SNP AT 
即将 远 速 提高 ;面积 也 将 大 量 扩充 , AAS AA, TRNAS 
熏 雁 工业 会 随 之 有 更 大 的 发 展 。 就 这 一 工业 地 区 的 配置 来 改 在 保证 涂 、 鞭 二 市 消费 区 原 
- 棉 需 要 的 情况 下 ， 似 有 必要 在 沱 、 涪 二 江波 域 主要 产 棉 区 再 增加 熏 奔 司 备 能 力 ， 以 满足 当 ， 
地 需要 :在 燃 阳 、 南 充 、 达 县 、 涪陵 等 地 区 ， 棉 产 将 要 大 量 增加 ， 也 有 必要 新 建 与 当地 产销 大 “ 
BE WORD, 

BRAIN AT IEA BG 52, 3 3, BABES, F L$ MRA, 嘉陵 江 流域 农村 的 

TEENY, =H Ske — 一 直行 销 长 江 和 珠江 流域 ， 并 外 销 印 度 、 和 三 旬 等 国 。 本 世 

邦 十 至 三 下 年 代 是 四 川 历史 上 委 秋 生产 的 黄金 时 期 ,1925 年 产 株 量 佛 达 ? 万 担 ,每 年 网 有 
2. 万 担 生 炎 壤 出 , 穆 的 达 出 值 占 当 时 全 省 贸易 总 值 第 一 位 , 随 着 生 业 产量 的 增长 ， 炎 灶 业 。 
-也 不 断 发 展 ， FE PLES 售 达 20 多 家 。 三 十 年 代 以 后 矢 秋 生产 衰退 ， 生 秋 产 量 和 

. SHO BSE TEE, 抗战 期 间 虽 自 江浙 一 带 迁 入 秋粮 屋 备 ， FHI RUSE RL 

SVG ARE Bt PEA L— PRI, SAT EE BSR, 
PRG MH RERBVA RE WI REMI BET T cee, FEST 

FET BURA ET PUR SORES LAL AR, AMAA 
提高 红 958 SABA RC Ben Be 1.5 LL RARE OE, RRA 
PTL MISE RS PIPER ER ANH AR 0 

DEE te IC A RU LR RAE, PHA SRK 

 RAARZEL HA >, HSER SESER , SRR, ASSET AB Hy ERE 70% , Bete 
oe GRRE RAR FAKPSR Rin, MA ATR 

PUA» FR RRR BN BR Bai ei SE vet 途 守 地 区 供 

es, ALTAR, BODE ZAI BS BL EAT 

Ei Disa a iT RA, BR Bei) 和 五 适 酉 咱 康 毛 息 厂 都 

是 在 抗战 时 期 建立 的 ,所 产 毛 呢 各 占 全 省 的 60 儿 与 40 狗 ,由 于 省 内 羊毛 产量 少 ,部 分 原料 

来 自 西北 ,解放 后 帮 对 两 厂 的 生产 进行 了 合理 分 工 。 现 重庆 中 国 毛 乱 厂 蕊 成 为 规模 宏大 : 
ESBRAKT LSE WA BS SACRA, SRA EBD OES 、 

as。 6061， 



Js BA , a BB Hs NEE) SPS DA SR, SEE A FAS Hh EK EE 

TH ELEA—EH OBS, SUSE RASA, USL, SSE Fa OT HELLA OS A | 

AEE BS BEAR TES He, ER 7 RE RLS RFF 

Wik LM Fs FOREDR , FERAL PET PL EA RH SAM ATR RE, 
MOBS RA AMIE PIAS, KAWEKAS, MAN ure 

PRG Hie eX BETES ee PE, RSM Le. 

人 造 棉 生 产 是 在 工农 业 生 产 大 跃进 中 为 了 供应 人 民 衣 架 用 棉 而 发 展 起 来 的 。 本 省 可 

iil AR PEA SS in RRB FRSA Bae 

已 试制 成 功 入 造 棉 。 人 造 视 半 厅 长 度 虽 不 及 棉花 ,一 般 仍 可 和 纺 20 一 40 KH, MBM MAT 
回收 率 高 ,平均 出 棉 率 30—70 % RS, LSS, ahh eh SR, REA 

ERAN PH), RAPER ERR, LRRASPRESA CHEZ. 

Bit = HAAG ER KB ASHE eR BEK( ARE, 2,000 EP) 

ASML BRL LY Bene TAPER RSL 9 
造纸 工业 四川 有 丰富 的 造纸 工业 原料 ， int A FS RR 

桑 皮 等 。 造 纸 工 业 历史 也 很 久 , 明 清 以 求 ， 所 产 土 纸 肖 销 湖北 、 河 南 、 陕 西 . 甘 肃立 省 。 目 
前 手工 造 抵 业 仍 很 感 ,以 夹 江 、 梁 平 , 广 安 、 铜 梁 、 大足, 大竹 、 纳 媳 等 县 最 多 ;应 用 的 原料 主 - 
要 是 稻草 和 人 竹 ， 近 年 全 省 十 纸 产 量 占 到 全 省 纸 产量 将 近 一 企 ， 产 品 多 为 文化 用 纸 和 卫生 
狐 。 夹 江 \ 广 安 等 地 的 连 史 、 川 连 、 对 方 ,广安 的 毛 边 , 铜 梁 的 勾 边 、 原 边 ,广安 、 AAT 
等 , 均 以 品质 好 著称 。 BARAT ERG EER, 提高 生产 效率 和 产品 质量 。 

现代 化 造 夕 厂 是 在 1925 年 于 乐山 创建 的 (喜乐 纸 厂 ) ,抗战 期 间 宜 宾 、 重 庆 等 地 相 糙 : 
建立 纸 厂 ， 现在 宜宾 重庆 、 成 都 .乐山 \ 万 县 长寿、 铜 梁 、 雅 安 等 地 都 已 有 现代 化 造纸 厂 ， 
其 中 宜宾 是 造纸 工业 中 心 ， 宣 宪 纸 厂 (由 602 厂 和 中 元 造 夕 厂 合 余 ) 规 模 为 人 省 最 天 。 宣 : 
和 宪 、 重 庆 等 地 大 厂 多 用 木材 、 竹 为 原料 ,生产 新 闻 纸 、 和 牛皮纸 、 打 字 纸 等 ,这 些 产品 还 有 很 大 : 
用 束 扣 生地 攻 | 示 应 用 滞 币 放下 可 站 
GEEKY WE, RAR TOES ,稻草 等 原料 到 处 均 产 , 制 糖 工业 所 余 蔗 漆 - 
目前 还 很 少 利 用 ,因此 造纸 工业 还 有 广 半 的 发 展 前 涂 ， RET ERT MH, 还 将 在 内 江 、 
峨眉、 重庆 、 成 都 等 地 新 建造 和 低 厂 。 

皮草 工业 ， 本 省 牛 \ 猪 等 性 畜 数 量 多 ， HRM HELV RR RMS, eI 
WEEE RR JER TES, KP RRA SAeRER 
产量 的 一 守 ,; 两 市 均 有 机 械 化 皮革 厂 , 生 产 的 日 用 皮革 (皮鞋 为 主 ) 主 要 销 省 内 ， 多 种 重 划 : 
和 轻 划 则 大 部 分 销 省 外 。 

其 他 轻工业 还 有 玻璃 、 扩 姿 、 陶 次 等 部 门 。 玻 璃 工业 分 布 在 重庆 、 成 都 ,泸州 ,宜宾 \ 万 
BAN EE BA LIWA ATER, Diss RH #30; DE EAA ie ORS Ea . 

WrlBEa A. 而 

3. 32 58 5S ae Mp 

PS JERE 5 EAP AS, CE DIN, BL, PULSE: 
REAM aS, SIERO ECE Y SOO, WR ROR, SAE 
RAAT , DRM RRB RA AA DHE, RSE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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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 AMC LIRA RE ASA ee Led, ES 
SS AIRE Te RES IL SNE, EF ITER CAM BE, Ie 
GA ye, EGA” , FAT“ FEIE MR ” , 1L TE RAD (A SRE ED 
FEES I RARER OS BESET JIB JU UI JR DORE RPE, 
ADRES , BARI AE RE Ab) AAT ARB RRR EGGS Aa KS 

Ama (het BH) KR RE Se HRT EBM, 旦 未 完工 。 解 放 以 后 ， 
四 川 水 陆 磷 通过 过 业 都 起 了 很 大 变化 ，- 由 于 航道 整治 ， 办 河 通 航 里 程 已 由 1950 年 的 

10,643 公里 增长 为 1957 年 的 12,111 公里 (1958 BARRE 1,000 余 公里)， 同 期 输 船 航 

‘fh 1,500 公里 增 至 近 2;000 公里 。 人 金沙 江 屏 山 至 新 市 俩 , 岷江 乐山 至 彭 山 ， 嘉陵 江 合川 
至 南充 ,乌江 彭 水 至 更 滩 , 都 开辟 了 新 的 通 输 航线 , 污 州 以 下 的 长 江干 流 , 现 在 也 具备 了 夜 
航 的 条 件 。 原 有 公路 都 进行 了 整修 ,大 大 改善 了 通车 状况 ,同时 ,不 仅 沟 济 发 达 的 东部 地 区 
大 量 兴 修了 新 线 , 西 部 少数 民族 地 区 也 先后 修建 了 川 藏 . 东 巴 、 成 阿 、 宜 西 等 许多 公路 干 
线 , 全 寡人 路 通车 里 程 由 1950 年 的 4700 余 公里 增 至 1957 年 的 14,535 公里 ,1958 年 配合 
工 妆 亚 符 产 大 跃进 ,公路 发 展 规模 空前 , 全 年 筑 路 1 万 多 公里 ， 相 当 1957 年 累计 里 程 的 
一 倍 。 杠 贯 四 川 爷 地 内 部 的 成 瀹 铁路， 沟通 本 省 与 北方 各 省 的 宝 成 铁路 , 也 先后 于 1952 
年 及 1957 年 正式 通车 ,并 完成 了 原 有 基 江 铁路 轻 吉 换 重 轨 和 夫 贷 线路 的 工程 ， 这 三 条 铁 
路 区 合计 长 达 1024 公里 (不 计 省 外 里 程 )。1958 年 内 ;内 昆 铁 路 已 修筑 至 宜宾 , EB x 
BY RESP RTE ARTEL, SH, SAR AU, ee 
EPA, WET BES Be CA 22), 
内 河 航 运 四 川 是 西南 航道 密度 最 天 的 省 分 ， 长 江 及 其 主要 支流 虑 、 污 、 豪 区 、 洛 、 

渠 、 攻 ( 饲 ) 江 等 通航 河道 分 布 于 本 省 东部 广大 地 区 ， 在 全 部 通航 里 程 中 轮船 航道 狗 占 
15 狗 ,通行 于 这 些 航 线 上 的 大 量 木 册 船 和 翰 变 船 ,担负 着 全 省 货物 (包括 内 河 、 詹 路 与 公路 
SRA) 35 一 45 SHSM, PRRSW IL WAL YL BRT SteWeYy 
及 长 江干 流通 航 与 货运 的 情况 作 简单 的 说 明 。 
在 宜 案 以 上 ;金沙 江 蚁 星 于 山地 ,航道 比 降 天 , 滩 多 流 惫 ,上 段 沁 未 通航 ; 下 段 自 云南 

爹 江 街 (金沙 江 ) 至 新 市 镇 (屏山 县 属 的 石 角 营 ) 800 A FI, BE RABE LAR ABAS AA 150 

GB Bk AIA T Sie WTAE) REAR ERE EMER, PML PH 
HH Un, UC RE 5 EA LSAT 50 吨 木 船 ;夏秋 江水 上 涨 ， 船 只 停航 狗 三 个 月 。 屏 山 以 下 
全 年 可 通行 80 吨 木 帆船 ,枯水期 数 十 至 百 余 吨 翰 船 可 东 行 宜宾 ， 上 漳 新 市 钱 。 由 金沙 江 
下 运 的 为 炸 食 、 凸 特产 ,上 运 的 是 食盐 和 百货 ,目前 运 量 不 大 。 

眠 江 灌 县 以 上 现 不 通 角 ,公有 上 游 地 区 洒 伐 的 木材 顺 河流 放 . 洪 县 以 下 波 太 成 都 平原 
支流 分 公 ,河水 主要 用 于 灌 浙 ,水 量 小 ， 村 水 期 (11 月 至 5 月 ) 一 般 水 深 仅 0. 6 米 ; 有 的 河 段 

还 不 到 0.3 米 , 洪水 期 自治 县 经 成 都 至 彭 山 的 柏 条 河和 府 河 ， 也 只 能 通航 哉 重 10 一 12 吨 
Ait. BR ATR 7 吨 左右 木船 ,夏季 可 通行 20 吨 木 船 , 高 水 时 并 通行 输 船 。 
乐山 至 宜宾 一 段 因 有 大 渡河 \ 青 衣 江 \ 马 边 河 等 支流 汇 入 ,水 量 增 大 ,全 年 通航 载重 30 一 40 - 

MAC AY, BERETA FARR 200 吨 ̀ 、 上 水 30 MARA WRITE LUE eb ST 
RAAZLEAE PTR ROE AR EME , 物 壮 运输 量 在 省 内 长 江 各 支流 中 仅 

1) Aiea: 四 川 新 地 志 ,1942 年 ,页 300, 伪 正中 书局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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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DE FEE He a A AER, 彭 山 以 北 ， 上 游 顺 法 而 下 的 木材 以 及 支流 
柏 条 、 府 河 、 金 马 \ 西 河 \ 科 江 、 南河 ( 清 江 ) 等 通航 河 段 家 副产品 外 运 及 工业 品 内 运 均 在 成 都 

$e; 彭 山 以 南 流域 内 各 县 市 的 农产品 、 食 盐 以 及 大 、 青 二 河流 选 下 求 的 木材 ， APSE . 

SS, HFRS RAL SS WL SB 
YE YT a MRI AY Se Die ATT I TAY, ERI SH AR. EY 

上 各 航道 特点 与 成 都 平原 河流 类 同 , 只 在 夏季 始 可 通行 10 吨 左 右 木船 ;以 下 铬 年 通 船 , 枯 
水 行 载重 5 吨 木 船 , 进 水 期 行 20 吨 木船 ,内 江 至 尖 州 船只 载重 量 可 达 50 一 70 吨 ,富顺 污 州 

AFR SGim. PEL A JRE ERM RAPES ERE S ,过 去 此 

Hee LORRAE, Ai BRAS, HESS], PEER 
前 , 现 为 铁路 辅助 线 ,担负 区 段 间 物 痊 的 调运 ,其 中 以 内 江 至 泸州 一 段 货运 量 较 太 , 下 运 的 

KERR PORTE A a RIT Pa ARRURS EAMES, RISK Hil 

百货 。 
ta 训 隧 江 ( 包 括 支流 洁 江 和 洪江 ) 旺 本 省 长 江 支流 中 航道 最 长 的 河 小， 流域 面积 广 ， 且 流 

加 四 川 重要 的 棉 麻 和 炬 食 产 区 ， 铁 、. 煤 等 地 下 资产 丰富 ， 因 此 货运 量 占 长 江干 流 以 外 内 

， 河 总 运 量 的 一 企 久 上 。 航 道 径 解放 后 的 整治 ,上段 由 广元 上 漳 至 陕 南 和 白水 江 ( 宝 成 铁路 上 
的 一 站 和 沁 可 通行 3 一 6 EACH, 广元 至 南充 航道 常 水 深 0.9 RK, 通行 25 一 26 吨 木船 ,南充 

至 合川 由 于 1958 HAD HIE, 村 水 深 已 达 1.3 米 , 水 流 平 组， 可 通 80 吨 木 船 和 糙 年 通行 

”法 水 泡 输 内 合川 汇 平 渠 二 江 ; 注 量 大 增 , 航 道 枯 水 亦 深 达 1.5 米 ,至 重庆 殉 年 通行 百 吨 本 船 
和 50 三 轮船 。 SEBEL ASHE DPR AAA, DL TEN (ts RPA BES 以 南 沿 河 

| SAREE, 南 运 重庆 的 货运 量 中 狂人 得 占 大 部 分 ,其 次 为 生猪 、 棉 花 和 委 穆 等 ,上 
运 以 往 西 充 起 场 的 煤炭 及 其 他 各 地 的 工业 器 村 .日用品 为 大 宗 , 食 盐 和 工业 品 灵 之 ， 道 水 
过 量 不 及 顺水 的 一 个。 洲 江 在 江 朝 以 上 只 通 小 木船 ， 江 彰 至 炉 阳 水 量 小 ， 枯 水 深 只 0.4 

米 ; 党 水 时 通 15 吨 木 船 , 烽 阳 轻 途 守 至 合川 水 量 渐 增 ,河面 逐 寅 ， 船 只 载重 量 当 上 段 的 四 ， 

倍 。 沙 江 三 台 以 上 货物 多 集中 闹 阳 ,以 下 经 合川 往 重庆 ,货源 除 以 糊 食 为 主 外 , 余 以 射 洪 、 

透 字 等 县 所 产 的 棉花 为 多 ， 目 运 的 主要 是 食盐 和 煤炭 。 渠 江 是 川 东北 地 区 货运 的 主要 通 

He ORAS BARA A BK AAR IL Rh AY RIL PER, 
”返程 货运 量 少 ,大 多 是 工业 品 。 渠 江 通航 河 段 很 多 ,但 三 汇 以 上 都 只 能 通 小 木船， 以 下 至 
”合川 才能 移 年 通行 40 吨 木 船 。 渠 江 中 上 游 地 区 所 产生 铁 品质 好 ,为 了 支援 重庆 钢铁 治 烽 
业 ; 现 在 着 手 举办 逐 段 渠 化 工程 ,不 久 合川 达 县 间 朗 可 通行 机 帆船 和 小 轮 。 

- 黑 江 为 本 省 长 江 右 岸 最 大 的 通航 支流 ,解放 后 因 进行 了 炸 滩 和 整修 炉 道 等 工程 ,涪陵 
至 红 滩 马 可 通行 20 一 30 吨 的 木船 和 轮船 ;其 中 茧 水 以 下 下 年 可 以 通 输 。 黔江 货运 吸引 荡 
围 包括 焉 州 东北 部 石 耳 . 思 南 以 北 各 县 ; 北 运 以 凑 食 、 桐油 :生猪 和 流 迁 木 材 为 二 湖 江 南 。 
运 的 货物 在 更 滩 以 - 上 很 少 , 上 和 运 物 痪 主要 是 食盐 。 

宜 宪 以 下 的 收 江 干流 (川江 ) 通 航 条 件 较 好 ， 各 段 分 别 承 畏 各 支流 与 成 流 铁 路 往来 运 . 
。 过 的 匠 资 ， 货 运 量 很 大 ， 与 宝 成 铁路 同 为 本 省 目前 与 外 省 交通 运 坊 的 动脉 。 宜 宾 至 重庆 、 

370 公里 间 ， 长 江 行 于 砂 、 页 岩 丘 陵 地 区 ， 江 面 寅 达 300—600K, WIR, tz ， 

期 通 50 吨 输 船 ， 潜 水 期 可 通 200—300 吨 输 船 ， 泸 州 玛 重庆 井 可 夜 航 。 重 庆 至 湖北 宜昌 

640 余 公 里 通行 500 一 600 吨 输 船 , 奉 闻 以 西 航道 情况 狗 同 洲 侯 段 ， RAS, mr PAILALE, 

水 量 增 加 很 多 ; 奉节 以 东 进 大 三 峡 , HSK PLORARPILES, Hes RE, 沿途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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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 险 。 自 关 1908 4 JILIN AAT BMRA 1949 年 为 止 的 40 BAH, AE 
川江 仅 整 治 3 ARES Fn Bear 28 个 岸 标 , 解放 后 至 1957 4E Ik, 已 经 分 期 完成 氢 宜 击 1,020 

”公里 从 部 改 航 工作 ,整治 30 RARER, HGR T AFA REA HEED 2 a FERRI PE 

Trem Er, ik EE ELATED Zeit HES T STASIS RS, DATE IOS RA 

ARF hee, y 

KACFU NOE OS ARE EMR AEE = Se Re 
东 的 广大 地 区 ， 在 这 四 川 东南 守 边 的 区 域内 ， 各 项 物 壮 的 驾 出 大 主要 和 经 长 江 于 流 汇 聚 运 
渤 , 友 过 这 条 航道 下 运 出 省 的 货物 , 猴 食 占 了 大 部 分 (四 川 届 出 省 众 的 稻米 ,通常 由 其 江 区 
运 者 占 总 量 的 五 分 之 四 ) ,次 为 荣 籽 油 、 猪 颇 、 肠 衣 、 皮 草 , YER ETO, JRA 

» th, JIVE AG ALAR , HHO ST 上 水 运 量 不 及 下 水 的 三 分 之 一 ， 主 要 是 华东 的 布 正 。 
华东 与 华南 的 百货 , 东北 、 华北 和 华东 的 钢铁 \ 机 器 、 建 筑 材料 等 ， 沿途 港口 货物 装 负 量 最 
大 的 是 重庆 ,其 次 是 宜宾 、 泸 州 和 万 县 。 

铁路 运输 铁路 为 本 省 货运 量 占 第 二 位 的 交通 道路 ， 现 在 已 建成 的 然 路 巷 庆 有 成 
流 、 宝 成 和 某 江 铁路 等 线 ( 三 汇 直至 白 让 子 轻 便 铁 路 不 计 在 内 )， TEE A SH I BAT 
ERMA RABAU SERRE ROLE, FRAME, 

BOR Se re ADAIR RYE EPIL, HORT EAR KE TS 
Ke A, BK 504 公里 , 是 1950 年 6 AB 1952 年 6 月 两 年 中 建成 的 , 这 是 一 条 我 国 首 ! 

次 全 部 利用 国产 锅 碌 、 桃 木 建筑 起 来 的 然 路 , 连接 了 四 川 盆 地 中 部 12 个 县 和 成 都 、 办 江 、 
江津 :重庆 四 个 市 , 东 端 与 长 江 航运 沟通 , 北端 接 宝 成 路 。 通 过 此 线 东 运 的 物资 为 沿线 及 
邻近 各 县 的 类 食 、 油 料 、 畜 产品 , 沙 江 流域 的 棉花 ,自贡 、 内 江 的 盐 、 糖 和 西北 运 来 的 石 酒 ; 
西 运 两 江 、 成 都 地 区 的 是 永川 隆昌 的 煤炭 , 自 真 、 内 江 的 不 \ 烽 \ 建 筑 材料 ， 重庆 及 华东 运 - 

APE. RE. BUR BALL PATER LAR, HEPC IR IRI OE RR, 

夫 江 以西 本 过 的 运 量 较 大 ， EL aT ES ea SS I OE A RS 因此 至 重庆 一 

段 运 量 最 大 。 

宝 成 铁路 起 自 了 海 路 上 的 宝鸡 ,西南 经 凤 县 、 略 阳 进 不 玉 省 ， 9 6a aaibaee 

; REE AK 669 BB, BAK 315 BE, 于 1952 年 7 月 开始 修筑 ,1956 年 7 ABM 

和 完成 ,1957 年 通车 ， 是 本 省 目前 主要 的 省 际 铁路 线 ， 将 来 川 黔 AR, RRR 
后 , 工 将 成 为 西南 各 省 通 往 西 北 \ 华 北 和 东北 地 区 的 铁路 连 搂 和 线 。 这 条 然 路 由 于 通过 替 秀 
ARCADE, 修筑 工程 十 分 艰 互 , 仅 略 阳 至 成 都 一 段 ; 路 基 抛 霸 的 土方 序 当 京 广 路 北 
京 武汉 段 的 10 倍 , 大 小 桥梁 共 达 700 座 之 多 , 略 阳 以 北 至 宝鸡 穿越 素 岭 ,工程 更 为 百 大 ,其 
中 有 局 踊 形 和 8 字形 的 盘山 线路 , 须 用 两 个 机 车 牵引 , BER, ITS 
现 有 各 铁路 线段 ， 若 干部 分 除 道 长 度 占 到 钠 路 畦 程 的 35 多 以 上 , SKM 
2,346 Ko J FES GRAB Mee ae HES, 并 因 兰 石 强 烈风 化 和 地 下 水 和 危害, WP 

重 , 须 进行 大 量 刷 方 和 建筑 地 下 水 导 排 工程 ,沿线 病害 正在 洒 著 加 以 克服 。 宝 成 铁路 物资 
流转 范围 主要 包括 成 都 平原 及 沿线 的 沱江 \ 浩 江 和 嘉陵 江上 游 流域 ; 北 运 西北 、 华 北 \ 东 北 
的 灸 大米 \ 小 麦 , 木 材 、 重 庆 的 钢 压 延 品 为 主 , 向 南 运 久 沿 线 地 区 的 货物 较 少 ; EE. 
辽 字 的 钢铁 ,华北 、 华 东 的 机 器 ,甘肃 的 石油 ,陕西 华北 的 棉纺 碾 品 以 及 由 本 省 广元 南下 的 

Ee 
ETT QBs pa TL EL BOOSH LYE ZR MS ORL Bk, K 126 公里 ,在 三 江 有 铁路 线 东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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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7 Ae LS BE SAE A, BE EAC I TE EE A ES 
一 段 。 ILS AA 1942 Fe, RRB iT DE RAR LE 
FAK EAH IE BUR ILYE EAE 67 公里 的 轻便 铁路 , 渤 未 通达 矿区 ,沿线 各 项 
二 备 且 极 简陋 。 解 放 后 由 基 江 向 南 筑 至 赶 水 ,将 轻 雪 改 换 了 重 雪 , 增 筑 了 三 江 至 万 盛 的 线 

路， 北端 江 口 跨越 长 江 接 通 成 注 铁 路 的 我 国 第 二 座 长 江 大 桥 (重庆 天桥) 现在 也 已 开工 ， 
1959 年 可 以 完工 。 目 前 沿 楼 北 运 物 音 远大 于 南 运 ， 其 中 除 南 桐 矿区 的 煤炭 、 赶 水 的 然 经 - 
令 维 姓 往 重庆 外 ,还 有 沿 攻 以 及 趴 州 北部 首 松 才 北 运 的 类 食 和 士 特产 ; 南 运 的 主要 是 铁路 

” 矿区 用 的 建筑 材料 ,木材 以 及 自贡 运往 贵州 的 食盐 。 川 黔 铁路 正在 向 南 展 贷 , 南 穿 娄 山 经 

桐梓 : 复 又 至 贵阳 的 未 成 部 分 ， 正 积极 兴建 ,一 、 二 年 内 可 望 全 部 完成 。 此 和 线 通 车 后 , 不 仅 

将 促进 沿线 的 克 济 发 展 和 加 天 川 黔 二 省 的 联系 , 且 可 大 大 缩短 贵州 两广 至 西北 各 省 的 交 
通 距 离 。 ri | 

«Ae, HSE TEAR A RENE, BIRR, 
ARSE HAILES RPE SHILLER BRL RHEAS SRILA Me 
RRANBART HERS URERM, 全 长 880 公里 , KERR E RMT RRA. 
路 改建 处 ,其 余 办 沾 段 720 多 公里 均 将 全 部 新 建 , 内 昆 铁 路 SRE A ARB ee 
与 其 江 沿岸 地 区 的 联系 人 线 ， 运 过 自贡 工业 区 ， 省 境 乌 南 线 路 经 云南 东北 部 及 贵州 西部 煤 
铁 、 有 色 金 局 了 扩 区 和 林 区 ,过 去 三 省 交界 地 带 交 通 很 为 不 便 , KRAEMER, 将 使 于 咱 
南 、 演 东北 和 黔 西 的 和 经济 开发 。 成 姨 然 路 北 起 成 都 , 南 经 彭 山 \ 峨 边 经 安宁 河谷 至 西昌 , 秋 : 
太 云 南 至 昆明 , BK 1070 有 公里, 是 西南 区 铁路 干线 之 一 , 写 将 加 快乐 山 等 地 区 钢铁 等 工 ” 
业 的 建 发 速度 和 促进 沿 绪 少数 民族 地 区 的 经 济 的 发 展 , 更 加 密切 成 都 .是 明 等 城市 和 工业 - 

基地 的 联系 。 川 隧 铁 路 西 起 成 都 , 由 成 注 路 上 的 五 凤 滩 东 和 经 泛 宁 、 南 充 、 三 汇 横贯 四 川 盆 
”地 北部 折 向 东北 汉 达 县 、 万 源 至 陕西 娄 康 ,再 径 湖 北 圳 樊 而 至 京 广 铁路 上 的 信阳 。 这 条 长 
一 千 祭 公 里 托 烃 四 省 的 忽 路 线 , 为 大 量 开发 川中 石油 、 沿 线 煤 铁 和 大 巴山 区 森林 资源 准备 - 
条 件 ; 辐 时 还 将 使 西南 至 华北 交通 里 程 纵 短 470 BBY, 

配合 卫 矿 业主 要 是 钢铁 \ 煤 炭 工 业 正 在 或 将 要 建设 的 铁路 线 有 重庆 白 市 肤 至 北 硅 剖 - 
| SBR PFE ZE DLE. RM EGE EE EE, MME 5070 REE, 
HAA AMEE LW K KE DESL, 1953 年 内 还 修建 了 全 长 狗 一 万 多 公里 . 
的 许多 “二 铁路 ”, 系 用 汽车 牵引 的 窗 款 “铁路 ,都 分 布 在 矿区 供 原 燃料 运输 之 用 ， 长 各 数 - 
公里 至 4 佘 公里 不 等 , 因 能 节 旨 大 量 汽车 运力 ,今后 在 矿区 还 将 发 展 8 

彼 路 运输 ，， 解放 后 至 1958 年 为 止 ,全 省 公路 通车 里 程 增长 了 四、 五 倍 , 全 省 193 个 县 
过 去 有 91 个 县 不 通 汽车 , UDR RB NOR LG, 水 路 交通 刻 不 方 
便 ; 公路 亦 几 付 关 如 , 不 少 偏僻 地 方 源 食 外 运 困难 ,成 为 "死角 其 ", 藉 材 茶叶 当 柴 烧 , 大 量 

”羊毛 皮 张 等 畜产 品 无 法 利用 。 由 于 人 民政 府 对 公路 建 改 以 交通 困难 地 区 为 重点 ;现在 阿 - 
$8 ER AT AS EE GREE ER ER SEY ER Se 

 BKFSALE PAM EOE MEAT A RAT BRE HRS 
58 BORER AS BE 4 AE FET A RAS, Flan SINISE RAE 

1) AE A EAT AR) ECON) RGB), 放 藏 (成 都 至 拉 茵 ) 及 重庆 至 达 县 、 重 - 
RE (—44 SRR) BES 7. BREE (SKERSE), ARRAS VIBE. 
接 ) 等 线 。 



oe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te Aiea, SEF SENG Hy 6.5 FEKEE 125. > ae : 

ZS Bt HOARE BE ,使 全 省 初步 形成 了 一 个 以 成 都 .重庆 为 中 心 的 公路 网 。 在 公路 路 内 
中 ,重要 的 计 有 川 藏 , 东 巴 ER TT, JR BOR PUR 沪 沾 ̀ 注 炉 \ 注 南 、 成 
Fa SMES SEE 

JPR ce eA MTR TGs ee RE SP A ens ak | 
2,251 公里 ,在 省 境内 的 长 度 为 978 公里 。 成 都 至 康定 一 段 为 旧 芒 ， 但 其 中 雅安 至 康定 过 去 
一 直 未 正常 通车 。1950 年 起 开始 了 双人 线 改 建 与 新 建 , 这 条 穿 过 横断 山区 、 翻 越 折 多 出 \ 省 
区 由 等 许多 座 海拔 四 、 五 千 米 高 山 和 跨 过 大 渡河 、 雅 厂 江 等 峡谷 急流 的 次 伟 公 路 ,在 估 民 

-解放 重 和 筑 路 工人 艰苦 努力 下 ,于 1954 年 底 全 线 正式 通车 。 川 藏 公路 是 本 省 西部 及 与 昌 

.都 地 区 西藏 地 方 的 交通 要 道 , 对 于 少数 民族 区 域 开展 各 项 建 届 起 了 很 大 作用 ,及 路 通车 

后" 由 成 都 、 雅安 、 西昌 等 地 年 有 大 量 销 食 、 副 仿 品 , 布 正 ̀ \ 百 货 、 茶叶 西 运 藏族 居住 区 ， RE 

-物资 运 量 当 西 运 的 60—70 % , VSEAPSE HANSEN AD 乾 宁 八 美 云母 太 以 及 各 地 的 畜产 品 、 2 

BUH, 成 都 至 雅安 因 接 运 西 昌 一 带 的 往来 货物 ， 运 量 为 全 线 最 大 。 目前 昌都 以 西 运 

” -入 西 藏 的 物资 改 经 青藏 公路 ， 因此 川 藏 公路 物 责 运 量 较 过 去 几 年 有 所 减 少 ;但 在 目前 全 省 

-公路 路 线 中 ,货运 量 仍 居 首位 。 

站 东 巴 公路 由 川 藏 从 路 上 的 东 俄 洛 起 , 西 经 雅 江 \ 理 塘 至 巴 塘 ; 长 391 AS Nee AEE ee 

谷 , 全 线 有 一 守 以 上 里 程 盘 旋 于 4,000 炒 以 上 山地 ， 过 去 沿途 崎 嵌 狭 窄 的 山 痢 以 性 牛 和 局 

负担 运输 ,依靠 牛皮 答 、 RPV Te, MT RHEE FY aha Ft 

“的 开发 利用 。 这 条 公路 已 于 1958 年 "月 建成 通车 ， 宪 是 本 省 西部 东西 交通 的 第 三 条 二 

条 , 同 时 ， 由 巴 塘 跨 金 沙 江 至 昌都 地 区 左 页 宗 西 接 川 茂 公 路 的 线段 也 将 兴 筑 ; 完成 后 将 成 
“为 川 藏 公路 的 南 线 ,由 成 都 至 拉萨 经 此 和 线 可 不 绕道 甘孜 \ 昌 都 ,比较 俩 兵 。 

HE i ZS Be (JN WR TG SE) BEL A Pe Bg AB ASE, 由 雅安 . 汉 源 ,西昌 ,会 理 \ 刍 钙 疝 
计 南 通 昆明 , MESES 9 BED RAD A, ESE, 五 金 器 材 、 原油 等 工业 
an, AE BORA AS, 其 他 为 煤 痰 和 石棉 等 。 

宣 西 公路 由 屏山 新 市 锁 径 雷 波山 防 岗 、 妥 党 至 西昌 , 长 320 公里 , AL 汉语 
现在 主要 对 外 交通 线 , 于 1958 年 建 皮 通 齐 ,由 西昌 及 屏山 : 沐 川 等 地 运往 自治 州 的 货物 有 
AR AN A Lb to 

BC ZS ie es AE LE wi A, K 506 SE (Ze SL AAS 

a 

路 通 往 兰 州 )， 除 成 都 、 灌 县 问 50 多 公里 是 旧 线 外 ， 余 均 新 建 , 于 1955 年 完工 。 北 运 的 物 ，: 

BAR Ath ARR, BEM, BEANIE» 24f5 ssa 
-位 ;以 灌 县 至 刷 轰 寺 货 运 量 最 大 。 

川 陕 公路 由 成 都 径 穆 阳 、 广 元 入 陕 境 , 径 襄 城 至 宝鸡 ,于 1927 年 开始 修筑 ,1937 ‘eth 
“BU. FE TT ART 这 是 条 本 省 与 北方 各 省 重要 的 省 际 于 和 线 ， 现 为 宝 成 铁路 辅助 性 

质 的 短程 运输 线 路 。 - 人 

成 尿 肥 路 在 州 藏 公路 上 的 新 津 分 贫 南 行 行 ,经 彭 山 . 严 江 至 乐山 ,大 致 与 内 江平 行 , 货 运 

量 不 天 , 南 运 久 百货 \ 布 正 ; 北 运 以 木材 、 和 纸张 为 主 ,但 客运 旭 较 繁忙 。 
ARO AAI AERA RSNA RARE AREA ABR 

BU — Ee, DR UL EMI wha eR A ae Bs PS I PB ET at Dad, SE HS 

多 ,货运 东 去 者 为 荣县 一 ean nse 西 运 的 是 纱布 百货 等 工业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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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S Bs JMR) SPINS a, NE, ERS MEI 
ATHEMUN THA EIR EAE B,. VRE JIBS, SSD WRAL ADS TS, 沿线 : 
各 地 所 需 布 正 ` 百 货 、 食 盐 、 工 业 器 材 多 中 由 华东 重庆 和 自贡 水 运 泸州 转 此 和 线 南 运 , 北 运 - 
abe ai HEINE) 5 SRR SE SH ENR +e PS PY SBS EI. 

Se Re SHAS, Se SRT REERA, HH 
TE MBEKR HS GEM MORRIE S RRA ERE Tih - 

ie VAG Ha ED YS SE IL FETS, & Il, ICSD, 然后 折 向 东北 经 巴 中 至 南 | 
YL C7E EL RARZS it IESE GE) ; RTT lores 由 重庆 向 东北 经 邻 永 、 APT. KAZE 
Tio 这 两 条 公路 与 成 乐 、 注 米 等 公路 同 为 四 川 盆 地 内 部 的 公路 礁 贯 入 , UP 
HEE EP ATET 5 北 运 均 以 布 正 、 HEED EA, — EB SEE TS) AA, 

ah \ 
eet oe REBT BAT. 梁平 至 万 县 ， 是 本 等 四 川 人 地 中 部 的 

公路 干 艇 ,沿线 与 许多 公路 航道 相交 叉 , 货 流 方 向 比较 复杂 ,全 禾 以 短途 运 壤 为 主 ,各 地 农 
产品 分 别 往 成 都 、 简 阳 、 泛 宁 、 南 充 等 地 集中 ， ible cotta cicsliiia rat decuat 
ARI Sh HORE PRK, 

JWR hE PA OIL AONE, SEER, BSR 
DEGNAOA MEMEO, 客 货运 量 都 很 大 ,但 在 本 省 境内 的 里 程 短促 ， 
南 运 的 主要 物 责 是 五 金 器 材 、 钞 布 、 百 货 和 食盐 , EOL LS, HB. 
EMH, 故 松 坎 以 北 货运 量 已 很 少 , RAMEE, 此 线 序 将 失去 原 有 的 客 货 运 ze 
TEN 

咱 酒 公路 由 川 难 公路 上 的 雷神 店 东 径 南川 , 彭 水 ,黔江 . 秀山 和 湖南, 轰 沅 陵 、 常德 至 ， 
KU, BK 691 公里 , 在 南川 有 公路 通 浩 陵 , 在 黔江 有 公路 通 湖北 届 施 和 巴 东 。 Jaze 
RA Aa Pa A SEA AE AN NT SES, WK UE A, $ 
K BADR ST, ROE K | 

公路 干线 除 上 述 已 筑 成 的 以 外 ， 正在 修 锁 (部 分 线段 已 建 成) 的 还 有 美 姑 至 县 边 ( 锥 货 
TSR IN PE) RR ARB, 5 RECS BRMER BY a, FRE. 
Be). TERME SL PE mS TELE 

Da SESE 5 Te ALP LR, TELURHEMSE ERR, TELE 
, re fe a Py FR Be EB, UFR, SES PRE LOUL, SE RESET FR Se AE, SEE 

矿区 和 城市 ， 狂 成 以 成 都、 重庆 为 中 心 的 铁路 网 ;全 省 狠 大 部 分 县 城 \ 重 要 场 钱 ,矿区 \ 水 运 

码头 和 机 耕 公 直 ， 都 将 有 公路 相通 ;广大 岁入 的 交通 运输 为 了 节 狗 劳力 ， AT RAR 

AIEEE”; LO, MA at RFRA FAB, Qe 75% HRT. Db 

| BARAAIRGUS 2 SRO AMA AAR PED BF 以 公路 、 中 小 河道 、 架 于 
! “省 为 辅助 线 , 形 成 方便 而 完整 的 水 陆 交 通 运 炉 网 。 

lL) 如 尘 陵 专区 常年 参加 人 力 挑 盈 运 输 的 劳动 力 占 农 村 全 部 劳动 力 的 .1396 (不 包括 田间 运输 ) ,如 以 架 车 等 工具 代 
BAD WHR Pas ie = (Pa 日 报 , 1958 年 5 月 30 A), 1958 4 bse AL AR EAR BSA 
实现 了 车 子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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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省 内 分 区 概述 

按 径 济 地 还 特征 ， 现 初步 将 全 省 划分 为 1 成 都 ,2. 内 江 \ 乐 山 \ 宣 宾 ,3. 重 庆 半 . BP 
南充 、 达 县 ,5. 7 ESB, 6. 0H, 7. PS 8. 甘孜 、 雅安 ,9. 西昌 、 凉山 刻 个 区 (图 23)。 

‘LES 8 E 

成 都 地 区 包括 成 都 平原 13 nb 尝 宁 、 双 流 3 县 已 报销 ) 及 成 都 市 。 本 区 西 邻 

LAW KRG RU, Fy — Fe A Te Ha FL EH, 发 源 于 本 省 西部 高 原 的 许多 河流 , 夹 

持 天 量 泥 沙 在 釜 地 沉积 ,各 河 冲 积 局 经 不 断 扩 展 ， 相 连 而 成 整 片 的 冲积 平原 (图 24)， 其 中 

面积 最 大 的 是 岷江 冲积 局 ,以 灌 县 为 顶点 , 尾 缘 北 起 金堂 , 鸭 成 都 南 止 于 新 津 ， WRIT tek — 

冲积 属 上 分 内 外 二 江 ， 内 江 双 分 歧 为 蒲 阳 、 柏 条 、 走 马 、 江 安 ̀ \ 杨 柳 等 河 ， 外 江 又 分 歧 为 羊 

局 .黑石 、 沙 沟 哮 河 :其余 局 形 趾 积 地 北 由 什 辑 县 卉 的 石 亭 江 ; 彭 县 的 满 江 ， 南 由 崇 庆 西河 ， 
和 大 昌 、 天 号 的 料 江 \ 南 河 所 形成 。 成 都 平原 整个 地 势 由 西北 向 东南 平 绥 下 借 ， 坡 降 驴 接 
近 冲 积 局 顶部 为 大 ,顶部 由 于 坡度 大 和 流水 侵 鲁 作用 较 剧 ,地 玫 的 微 度 起 伏 也 大 于 尾部 ,， 

， 河 流 之 天 的 分 水 地 面 高 出 河岸 可 达 5 一 10 米 。 成 都 平原 边 称 如 成 都 及 双流 县 城 以 东 和 天 
昌 、 基 峡 以 西 各 数 公 里 以 外 为 丘陵 地 区 ， 高 出 平原 十 余 米 至 五 ,六 十 米 , 海 拔 与 相对 高 度 高 

BRR LEK. | 

KAZE SEB ES 卖 部 新 让 积 二 质地 以 中 坟 《冲积 局 大 部 和 尾部 ) FECT 

AS) AS HA BAF, 灌流 事业 发 达 , 远 在 公元 前 250 年 由 李冰 父子 倡导 ， ERG A RR 
FERSAN AUR BAAS el 09 BREE , ABT HE A CE (25), BE, APES 

一 直 是 四 川 鲜 见 旱 小 之 患 的 糊 食 产 区 。 解 放 以 后 ,水 利 人 建设 有 了 更 大 的 发 展 ,在 北部 裤 跨 
满 江 \ 石 亭 江 等 河流 兴修 了 官 渠 堰 ,分 引 薄 阳 河 水 扩 灌 新 都 ,广汉 、 彭 县 、 什 辑 及 区 苏 糠 答 、 
德阳 等 县 的 部 分 耕地 ; 在 西南 部 新 修 三 合 卉 ， 开 辟 西 河 灌区 ， 引 外 江 沙 、 黑河 余 水 增 灌 崇 
RAB TBO, PRES EB BEE 5 EAR ERATE JT A UE , 引 府 河 ( 上 接 柏 条 、 走 局 等 河 ) 水 

增 灌 新 都 金堂 成都. 华 阳 的 平原 和 丘陵 部 分 水 田 ， 现 在 都 江 堰 、 官 渠 卉 .西河 \ 东 下 四 灌 
区 灌 浙 面 积 合计 已 达 700 万 雷 以 上 ,加 上 通 济 堰 灌区 (范围 包括 南部 的 新 津 及 区 外 邻接 靶 
县 的 彭 山 \ 丑 耳 一 部 分 ) 共 为 800 万 雷 ( 1958 年 为 止 ) Be 1949 年 治 浙 面 积 290 万 雷 ( 实 灌 

190 余 万 雷 ) 境 加 .7 们 多。 在 全 部 渠 灌 面积 中 ， 都 江 堰 灌区 锡 占 50 多 , RA 
20 %。 与 灌区 扩大 的 同时 ,还 整理 了 渠 系 ,在 干支 \. 斗 渠 上 修建 了 新 式 水 关 和 大 量 节制 工 ， 
程 ，。 废 除了 封建 水 规 ， 因 而 大 大 提高 了 灌 浙 效能 。 区 内 平原 地 区 的 耕地 有 良好 的 渠 灌 条 
件 ,地 下 水 也 很 丰富 9, 因 此 水 田 占 到 90 匈 以 上 (平原 中 部 温江 、 郸 县 占 97 匈 左右 ), 比 这 不 
Se ES Ray oN et eee ‘. 

1) lA WRT RATA LEDER 750 Kk 3S Ly 560 米 , 两 地 水 平 距离 33 公里 ， 平均 坡 降 近 6Xo; il j 
500 米 ; 至 埋 县 水 平 距离 23 公里 ,平均 坡 降 不 到 3% 00 

2) 在 江 县 岷江 中 促 造 大 堤 ,分 开 内 外 二 江 , 外 江 主要 用 作 泪 水 ,内 江 主 要 用 作 湾 浙 ， EARN DAO, ‘es 
Py PEI PAE AG HEN 5 AE PULL BER AE ZS Bh BRS Hy Sz HL ES Py A PE a HR SSL Os RS 
SHEA C8 HAASAN AY Ts NR, TS PRN Sk Se, Week et 
STRAIT H  Re. PDb IPE Mb HE RS eS eh se ig 
APTA EY TE A RZ 

3) BURA Rate MPR AS 2, FP WAKE, SG Ay A eh Rs A 
昆 部 地 下 水 位 更 高 (1 一 2 Ke) TEES EMRE, BOA Dah Bak A iat BBE HORS , ARAD BE Ly “I A” 
Bek”, PALES I AT AER “ACK”, FARBER a, BAS Fe 

= 70 。 







图 24 成 都 平原 地 势 及 河渠 分 布 概况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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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都江堰 内 外 江 分 水 设施 略图 
A AIEEE AAT OF FATE RECA TET, LAR 
TPR AB TT 330 é A 

7B DAE be EE PEAS I BA, ii Sete LL TRIES, ER 
重 ,耕地 中 旱地 占 一 全 以 上 ,水 田 主要 分 布 于 河谷 ， 靠 塘 堰 蔷 水 灌 浙 ， 接近 平原 的 低谷 , 近 

年 才 开 始 挖 渠 灌 田 。 
本 区 在 全 省 占有 重要 地 位 的 农产品 为 稍 谷 、 油菜 和 类 叶 。 称 和 谷 产 量 占 全 省 15 匈 左 

， 右 ,商品 率 高 ,与 嘉陵 江 下 游 及 江津 一 带 沿江 地 区 同 为 四 川 稻米 主要 的 调 出 区 城 。 占 从 区 
耕地 70 多 以 上 的 水 田 ; 夏 牢 年 均 种 植 这 一 作物 。 成 都 平原 水 稻 有 充分 治 浙 冰 源 ， 丢 肥 播 
AMAA, Milas ,耕作 罗致， 平均 单产 向 冠 全 省 各 区 2"。 但 平原 各 地 单产 仍 有 贤 天 差 

1) BARAT): FO = Ff A 区 
1949 362 386 
1952 402 482 
1957 430 “，. 516 

1958 年 本 区 出 现 的 大 面积 丰产 田 也 为 全 省 最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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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其 中 位 于 河 法 之 间 平 绥 分 水 地 区 上 部 的 稻田 ,土壤 粘 砂 比 例 适度 ， 为 砂 贰 粉 砂 底层 中 
| BERLE) ,保水 保 肥力 给 ,排灌 两 便 ， 单产 最 高 ;地 势 稍 低 ; 位 于 分 水 斜面 上 
的 稻田 ;为 粘 质 粉 砂 底层 中 壤 士 , 示 时 易 透 水 , 干 时 不 板结 ,排灌 亦 便 ,单产 次 高 ;位 于 河渠 
近 处 低下 的 河田 ,地 下 水 位 高 ; 士 温 低 , 肥 料 分 解 慢 ， FEM PETK , MA BU 

(5, ABA KB", MPR. ERR HSIN PRE, AAMT 

$2428 ABE AS 70—80%, ARPS CARDE PE, Pees (4 LP ALES) 

EDO || Ae HE PSB WIR, 1955 年 开始 试 种 双 季 稻 ; 1957 FRESH AMA 10%, 

SEAT MBER, 一 般 比 中 稻 增产 20 一 25 和 多， 但 晚稻 生长 后 期 的 低温 常 影 响 ， 
产量 ,虽然 可 以 采取 提前 早晚 舟 的 播种 期 以 推 前 晚稻 抽穗 扬花 ,选用 成 熟 早 的 早稻 ̀  抗 寒 
力 疆 的 晚 稍 品 种 以 及 其 他 措施 来 克服 这 种 不 利 条 件 , 乌 从 集中 使 用 劳力 \ 肥 料 和 进一步 精 
刹 耕 作 以 提高 单产 方面 考虑 ， 同 时 因为 本 区 萎 大 部 分 水 田 可 以 实行 稻 去 两 薄 较 好 的 耕作 
制度 ,因此 双 季 舟 可 不 作 大 量 推广 本 区 水 田 除 部 分 脊 未 改造 的 漠 田 以 及 丘陵 区 水 源 不 足 
的 冬 关外 (1952 年 占 全 区 水 田 面积 的 12 多 ,后 者 占 大 牢 )) 其 余 都 种 油菜 、 小 壹 、 委 豆 、 车 子 
等 小 春 作物 ;过 去 几 年 有 些 舟 田 在 中 稻 收获 后 小 麦 播种 前 增 种 一 灾 晚 秋 ( 泥 豆 、 养 麦 等 ) 或 
在 中 、 晚 稻 移 栽 前 增 种 一 次 早春 ( 马 答 蔓 、 玉 米 ), 行 一 年 三 熟 制 ,也 有 些 一 年 二 熟 制 的 舟 田 ， 
隔年 种 一 次 晚秋 或 早春 ,成 为 二 年 五 熟 制 ， 因而 本 区 复种 指数 也 是 全 省 最 高 ， FLEUR BK. 

早春 凑 食 作物 面积 已 有 所 减少 。 钴 食 作物 除 稻谷 外 ， 目前 种 植 面 积 较 大 的 是 小 麦 和 玉米 ， 
前 者 天 都 分 是 稻田 的 冬 作 , 后 者 为 旱地 夏 个 年 主要 的 类 作 。 

- 油 从 籽 为 本 区 主要 的 轻 济 作物 ( 占 径 济 作物 痢 播 种 面积 的 60 多 )， 全 省 油 药 籽 产量 以 
ARRAS JM PB WA BR WE, BRT RARE WARES, KARE 
APLC Wi SSE AEP, KARP OK, RATIO EERO 2 
年 正在 分 别 推广 各 种 优良 品种 ,胜利 油 荣 单产 高 于 当地 品种 50 多 以 上 , 抗 病 力 强 , 耐 肥 不 - 
倒伏 ;在 排水 好 :二 壤 肥力 高 的 水 田 种 植 , 生 至 期 长 (5 月 初 收获 ), ARE eS 
FAUST, 温江 七 星 剑 为 全 省 著名 的 中 熟 和 良种 油 荣 , 单 产 和 出 油 率 都 高 ,在 土壤 肥厚 的 

Fh, SWEET FE. AR HF Be > » RE AA sot A 

Te, AF RIDES 5 SS IE HERE 

， 烟叶 全 部 为 晒 烟 , 产 量 占 全 省 三 分 之 一 , Ke 90% yale, 主要 产地 为 什 郭 、 新 
都 、 志 县 和 灌 县 。 所 产 烟叶 按 晒 制 方法 的 不 同 ,分 “ 索 烟 "和 " 管 烟 "两 类 ?, 索 烟 和 将 鲜 叶 系 

于 稳 索 晒 于 ;然后 加 工 发 酵 , 色 深 褐 ,市 场 上 称 为 ` 晒 红 烟 “, 因 品种 的 差别 , 索 烟 又 分 为 毛 

| FAR, EAT Fe, SET AB EL OU HBG, FPA HD AE OT 
子 烟 供 吸 用 ; 毛 烟 且 可 制 雪 茄 烟 。“ 笛 烟 " 系 将 鲜 时 平 夹 于 竹 秽 晾晒 成 痰 黄 或 金黄 色 的 “ 晒 

黄 烟 ”, 亏 县 所 产 又 称 “ 天 叶 烟 ", 区 外 与 什 辑 接 境 的 先 竹 所 产 又 称 “ 泉 烟 ”, 均 用 于 绝 制 穆 烟 
He SU SRK HEBER FA, FEAT PEE EK RSC, “ZB? BP? OAR? OR RE 
BGA, HR BA VEL , OME AER BG , BESS ER AR LP HD J ARI DA, SEB 
SPA H RAB ES PEE RAMI, RIMM , HARSH, 
匈牙利 等 国 。 本 区 烟叶 为 水 田 春 季 的 坦 换 作物 ,三 、 四 月 问 栽种 ,大 月 中 下 旬 收 获 , 前 作 多 
为 车子, 栽 烟 前 翻 太 士 中 作 炎 肥 , 收 烟 后 可 移 栽 中 、 晚 稻 ， 目 前 春季 连作 三 、 三 年 的 烟 田 仍 

1) 1957 年 全 区 (包括 旱地 ) 平 均 21096, 值 于 平原 中 心 的 光 江 3 艺 县 、 新 都 且 达 230 一 240%5。 
2) 参天 四 川 农 业 厅 轩 印 :川西 平原 果 仙 增 产 技术 逃 验 ,1957 年 。 



SRE, eT RSS RAO EL eH Re 
作 制 度 。 本 区 其 他 较 重 要 的 经 济 作物 为 棉花 ,大麻 、 医 材 和 相 桔 ， 棉 花 集 中 产 于 东部 的 金 
堂 , 南 与 党 江 流域 棉 区 连 成 -一片 , 原 棉 全 部 供 葵 成 都 息 纵 工业 。 大 麻 以 温江 、 埋 县、 淮 县 产 
量 最 多 ,三 县 合计 产量 占 全 省 20%, 大 部 分 运往 本 省 其 他 地 区 作 麻 袋 \ 麻 贸 的 原料 。 灌 县 、 
崇 庆 为 四 川 川 彰 、 泽 泻 ,温江 、 崇 庆 为 四 川 主 京 的 主要 产地 ,这 些 基 用 作物 均 著 名 公国 。 咱 
背 秋 种 春 收 ,在 砂 质 六 土 的 水 田中 栽培 , 泽 渔 春 种 秋收 ,种 于 粘 质 的 低下 水 田 , 玉 京 夏 种 冬 
KSEE, SERIE AIDE NETS AH, BERGA 

05 G9 STAYZ DA SS MP SEE IY LSE sMeabsimin yee 
后 将 利用 宣 林 地 和 部 分 不 活 于 凑 作 的 旱地 ,扩大 柑 桔 裁 蓝 。 ， 

本 区 现 有 工业 以 农产品 加 工 主要 是 食品 工业 为 主 ， 这 类 工业 的 研 米 \ 面 粉 ̀ 但 用 油脂 
和 烟草 等 工业 部 站 ,所 用 原料 几 均 由 区 内 供 痊 ;, 瓶 、 油 、 烟 草 最 天 集散 地 成 都 是 但 品 工业 中 
心 ,该 市 有 几 个 规模 壕 天 的 研 米 厂 和 旺 粉 厂 ， 有 以 油 革 各 为 原料 的 机 器 机 油 厂 ; 有 机 制 党 
烟 和 入 烟 广 .下 外 ,各 县 城 锁 一 般 有 中 小 型 研 米 厂 ; 利 用 河渠 水 力 建立 的 水 磨 研 米 业 在 平 
SADA RISE, RKC BE ASAP, Zk 
榨 厂 在 平原 各 地 也 有 很 大 数量 (丘陵 区 用 畜 力 旱 磨 加 工 )， 荣 籽 油 产量 的 件数 处 调 供 应 重 
RIL See, HE, RUA INAS, BEE I. T= 
ATER A SAL) RRS RR RM ASR, AAS RHO. 
RA BARA WDE, AMR SARE aD 

TH AILA GE . WHR SRD RAFTERS) ARS DR RA CaS 
HOWE LERFHR REE, RERALMMLS Bit Dy, TRB 

力 机 械 、 铁 路 机 车 修理 等 工厂 都 具有 一 定 规模 ， 灌 县 、 彭 县 以 及 其 个 城 锁 为 农业 服务 指 机 
器 工业 也 有 很 大 发 展 。 正 在 建立 与 发 展 的 工业 部 门 有 钢铁 、 铜 矿 采 治 ,化 工 与 电力 , 灌 其 、 
彭 县 有 煤 、 铁 储藏 ,开发 冶炼 ， 可 为 区 内 机 器 制造 业 提 供 部 分 原料 。 化 学 工业 以 肥料 制造 
比较 重要 ， 成 都 有 骨粉 广 和 肥料 厂 ， 在 金堂 有 硫酸 忽 厂 (年 产能 力 30 Di, RS 
供应 ,产品 主要 供 本 区 农业 用 )。 此 外 成 都 有 者 干 酸 礁 、 气 体 \ 医 薄 工 厂 ， 还 将 利用 在 鼓 市 
集散 的 林 副 产品 建立 塑料 、 烤 胶 等 工业 。 电 方 工 业 以 成 都 为 中 心 ,为 适应 附近 地 区 工业 上 改 
展 的 需要 , 1957 年 双开 始 兴 建 一 座高 温 高 压 动力 工程 一 一 成 都 热电 厂 ， 发 电量 为 读 市 原 
有 的 5 倍 。 灌 县 发 电能 力 居 次 , 另 于 1958 年 开工 建设 都 江 刍 中 水电站、 紫 坏 销 水 电站 ,二 
SAUL LVAD GAH RMB, RASA, SR AAI Se 
等 地 钥 成 的 电力 网 , 除 为 工业 提供 充足 动力 外 ， 还 将 以 部 分 用 于 灌 浙 , 因而 将 使 未 区 渠道 
灌 浙 面积 大 大 增加 。 区 内 平原 河渠 稠密 ， 广 泛 建 改 小 型 水 电站 实现 农村 电气 化 也 具有 便 
利 条 件 , 这 一 工作 现 已 逐步 开展 。 | 

AE SEMA EE 1B SIP TB HR RE SAIS 
道 也 很 多 ， 全 区 以 成 都 为 中 心 , 至 各 县 均 通 公路 ,各 县 之 间 亦 有 公路 租 联 系 ， 从 光村 至 城 
锁 ， 运 行 兽 力 车 ̀ 、 人 力 架 车 和 板 车 以 及 手推车 ( 鸡 公 车 ) 的 村 道 更 密 如 蝶 网 ,各 地 安村 商品 
销 食 及 其 他 农产品 通过 繁 蹇 的 村 道 短途 运 至 公路 沿线 后 ， 分 别 由 汽车 集中 到 成 都 和 铁路 
沿线 各 站 ,并 由 那里 运 回 各 项 工业 品 。 

本 区 封 作业 发 达 , 人 口 分 布 和 交通 网 稠密 ， 因 而 城 义 密 度 很 大 , 平原 中 部 相隔 8 一 10 
公里 即 有 一 场 锁 ( 其 他 地 区 15 一 20 公里 ), 也 就 是 悦 ， 乡 村 至 场合 的 平均 距离 还 不 到 5 肥 
a) 



8 BBS, PAK EUS, See eA EES BA, BS ARR 
规模 都 不 大 ,人 口 达 3 FOR ARES LIAR, Se BP RBI 1 
万 人 声 右 ,今后 随 着 区 域 经 济 的 发 展 尤其 是 中 小 型 工业 的 均衡 分 布 , 场 包 规 模 将 逐步 扩大 。 

。，。 灌 县 县 城 位 于 山区 与 平原 的 交界 ， 向 为 阿 翰 地 区 与 成 都 在 原 交通 的 门户 。 该 州 外 运 
“的 册 母 大 黄 、 廊 香 等 项 材 和 皮毛 以 及 运 进 的 稻米 、 食 盐 、 茶 叶 、 百 货 等 都 在 此 集散 ,商业 繁 
BEAM MR AS”, 1955 年 成 阿公 路 通车 后 ， 物 次 交流 更 基于 音 。 光 县 附近 出 

产 煤 、 铁 ( 现 为 本 区 主要 煤 铁 产地 ) WRI ZK Hy EGE ER ST BK UR RE 
-他 地 广 工 业 的 发 展 而 迅速 繁荣 。 广 汉 县 域 位 于 宝 成 铁路 上 ， 铁 路 通车 前 为 川 陕 公 路 上 的 

| MERI REDRESS YE APSR, RRO RA RS 
RUDE, WHERE RAF RM, SUR CARI) WE LAS HOR 
$Y, Se NAIK BRS, SB Ue , PS EIS, 
天 型 化 肥 三 正在 建设 。 新 津 是 处 江 航 道 的 交会 口 ， 目前 本 区 的 水 运 中 心 ,大 昌 、 DBR HI 
外 运 物 闭经 水 路 在 此 集中 由 公路 转运 成 都 。 ， 

Bp ek RAR Series, AD 111 771957 年 ), 是 省 内 也 是 西南 区 仅 次 重 
凌 的 第 二 天 城市 。 

SERB RK (ATH 316 年 ), 秦 国 序 在 成 都 建城 ,其 后 50 多 年 都 江 堰 水 利 工程 
兴修 以 后 ,成 都 周围 地 区 “沃野 千里 ,…… 秒 称 天 府 "， 粮 锦 、 造 车 等 手工 业 也 随 之 兴盛 ,从 
历史 正 的 地 理 位 置 看 ,成 都 位 居 二 代 西 南 至 北方 的 交通 大 道 的 起 点 ， 和 穿越 巴山 秦岭 古 栈 
道 可 通 长 安 \ 洛 阳 等 城市 ， 西 方 和 南方 面临 少数 民族 地 区 ， 附 近 又 有 充足 的 备 糊 给 养 , 因 
此 ， 在 素 汉 起 的 各 个 封建 朝代 里 ,成 都 一 直 是 西南 的 政治 `、 经 讲 和 军事 中 心 , 汉 代 与 洛阳 、 

邯 吉 等 同 称 五 大 都 市 ， 三 国 时 别 国 以 此 为 都 城 , 唐 代 与 长 安 、 扬 州 工 列 , 也 是 当时 “名 城 ”， 
未 时 成 都 的 锦 绿 为 对 外 灿 页 与 锡 易 的 重要 物 交 , 工 商业 很 发 达 。 到 了 清末 以 后 的 30 Ate 
淹 , 成 都 成 了 四 川军 半 、 官 僚 、 地 主 盘 据 的 集 穴 ,经济 很 少 发 展 ,在 解放 前 几 年 UPS 
服务 的 商业 是 主导 部 门 , 户 数 占 工商 业 总 户 数 将 近 80 和 ,手工 业 由 于 历史 渊源 , 虽 人 发达 
《上 古 工 商 王 户 13 多), 但 有 地 位 的 仍 为 积 锦 、 酿 造 等 消费 性 行业 , 现代 工厂 很 少 ,只 有 电力 、 
LEH EK HARES BIL. 

ERS REISE A ce EE Pa ST ROE, 
HE Bete Se SSG HG, AAS THT I) AL SEE HO Sz CES ARR, BSR PR ee 

TH SON AHae He RR RA a, USSR ARE ILE eT AR 
HSB, WA SPILL it RAL Me BRA DORE BIS EE 
FSS AEE ir i FE es, ANTE ED SE OE ST AES A 
BsesHAABSE. PAL HES IANA BH RARER, AKERIT 
SER BURG WE HE. AEE, Rk, HH, ABS BSP ELE, Bik, 
ah, HE. BESO RRA, DLR Ae BE, 
Ta) AR CPG FE 9 JA de A EE RI OEE, RT eT EEA A 
DARGA HEADS, bs FAD SE ERE PS RRS BORE 
用 工业 ,同时 ,本 市 邻近 地 区 农 产 丰富 ， 灌 县 、. 彭 县 等 地 也 储 有 一 定数 量 的 煤 、 然 .五 炉 、 云 

1) 除 成 都 外 , 城 针 隔 两 天 少数 隔 4 天 赶 声 一 次 ,只 有 灌 县 因 闹 易 频 每, 每 天 有 市 ,不 赶场。 



FESO" , BARRE LUKE, BRIG BAKE HIS) , TERRE BE 
Hb ER MOTE $87 BEKO Hh, PS RIE LRAT SR RAT 

Eek, RAROWARRRAEFREMOMME, AMAT EK, 
1958 年 全 市 工业 产值 较 1950 年 增长 不 下 十 悦 。 其 中 现代 工业 增长 更 多 ; 同期 工业 产值 ” ， 
中 生产 资料 工业 的 增长 相当 于 消费 资料 工业 的 三 、 四 倍 ， 这 些 数字 清楚 地 表明 了 本 市 工 - 

业 在 过 去 几 年 中 发 展 的 速度 和 趋向 。 现 有 工业 的 产值 部 站 结构， 比重 较 大 的 是 食品 、 爹 : 
属 加 工 \ 森 材 加 工 \ 化 学 和 熏 积 工业 。 人 金属 加 工 工业 中 已 经 建成 的 工厂 计 有 成 都 量具 刃具 - 
厂 `\ 机 讲 车 辆 修理 厂 以 及 几 个 制造 动力 机 器 、 新 式 农具 的 工厂 ， 本 市 可 以 得 到 重庆 人 钢铁 的 
支援 ， 将 来 其 他 地 区 钢铁 和 有 色 金 属 工业 发 展 后 也 可 由 詹 路 取得 这 项 原材料 供应 ;因此 ? 
WEA AMS ELE BIE SS ARID RE, SPB, 
EP RANT SE SAP BABA RAR VR DR a 
ROA OS, ERAT REE, I ese 
产品 )、 制 项 等 工厂 组 成 的 化 学 工业 ,是 解放 后 才 建 立 的 部 门 ;今后 还 将 利用 农林 副 产 兴建 * 

HARARE I, CERIN, RTO eR Ao a 
还 将 适当 扩展 ,并 将 利用 西部 高 原 集 中 到 本 市 的 羊毛 ,逐步 发 展 毛纺 和 织 业 。 未 市 手工 业 发 : 
达 , 解 放 后 按 国 内 外 需要 炎 秆 生产 如 暗 锦 ,饰物 等 著名 的 手工 艺 品 ， 而 发 展 最 快 的 是 与 工 - 
宏 业 生产 有 关 的 行业 ( 铁 木 机 具 )。 | 

Say BIA RAW, ZA RHR 师范 、 
体育 、 香 乐 等 高 等 学 校 和 人 铁路、 无线电、 水 力 发 电 等 多 所 中 等 技术 学 校 ; 其 中 契 天 部 分 是 解 - 
放 后 新 建 的 。 由 于 工业 及 其 它 事 业 的 发 展 ， RAKED ASE ER 
BTA PTE , RAE eR Aes py ANS SL ae CHEE HWE. 
RRM BES ATES EME ET BE! 

8 AC RL RR wo 

本 区 包括 自 真 市 和 内 江 、 宜宾 \ 乐山 三 个 专区 全 部 ， 泸州 和 江津 专区 的 富顺 、 隆 昌 ̀\ 荣 : ， 

昌 因 天 然 气 \ 煤 炭 与 本 区 工业 生产 联系 密切 ， 亦 划 入 区 内 。 Metinides 
VERILY Pile A 4G Ha EBT AST 

HP aR AUARAB YELL DEIR WEIL Pik ICT BG HEE Hy PEL 300—400 3K, 相对 高 关 20 一 
50 KRAVE RH, 彭 山 至 青 神 的 岷江 沿岸 有 成 带 状 的 冲积 平原 ， 为 成 都 平原 向 南 延 伸 ， 
Mea, DERIK ABER AME (IR 50 多 左右 )。 西 、 dinansiibbaAs eas in. 04 

1000 多 米 的 低 山 丘陵 , 赫 地 比率 较 低 ;其 间 散 布 着 小 片 林地 、 茶 园 和 果园 。 

焕 花 和 甘蔗 在 本 区 家 产品 中 商品 棕 最高， 均 居 公 省 主要 地 位 。 沱 江 流域 的 简阳 * 化 
寿 、 资阳、 药 昌 以 及 岷江 流域 与 仁寿 接 境 的 井 研 是 四 川 棉 产 最 集中 的 地 区 。 简 ̀  仁 二 县 棉 
花 占 作物 播种 面积 14 一 15 儿 ,其 余 三 县 占 3 一 5 多 。 棉 田 契 大 部 分 分 布 在 丘陵 士 层 不 基肥 - 
厚 粘 重 的 坡地 上 ,前 作 以 豆 科 作物 ( 豆 、 委 豆 ) 为 主 ; 有 利于 棉花 的 生长 发 青 , 赫 作 管理 精 
攻 , 单 产 为 全 省 最 高 , 1958 年 简阳 已 出 现 大 量 亩 产 皮棉 百 斤 田 , 现 在 贯彻 了 早 播 \ 密 古 、 施 ; 
适量 底肥 和 花期 追肥 等 技术 ,单产 将 有 更 大 增长 。 本 区 棉 产 还 有 很 大 发 展 可 能 ,一 方面 ,对 : 
于 丘陵 地 区 的 植 棉 技术 已 累积 音 多 成 熟 径 验 ， 为 今后 进一步 提高 单产 打下 了 基础 ;同时 ， 
羯 食 增 产 以 后 ,还 可 以 抽出 部 分 种 植 玉 米 、 甘 昔 的 旱地 扩充 棉田 面积 ， 建 立 合理 的 烘 棉 办 

mw IT6 。 



Pet GUERRERO Pe). Bi ATURE, HAIER. 
AR BBS kA ARDEA LAP, BRE RE BME 

ARE HP A EE PRET FLEE, HA IRD, 多 供 当地 作 肥料 ， Bea 
| BERRI AUS CEA, SRR ORES), HORA BL), BCR 
EL SEWER AE TE DESEFP EHH, APTI N80 % , BEECH, SERED, SBE 
EE RORERS ASH, SHINAI AMT TULIEER, ARPA, ERLE 
J”, fit ear T Bie , RE AR AEIOT™ , ke 2E TW ASPIRE RR, : 

AS TE TE SE FIs 1,000 万 担 , 以 后 由 于 党 和 政府 在 经 济 、 技 术 上 的 大 力 
AREF, 1958 年 产量 增 至 3,000 多 万 担 , 占 公 省 产量 的 20%, VSR MAIL Ae wrk 
千 心 ， 其 佘 出 产 较 多 的 是 隆昌 、 资 阳 \ 简 阳 、 宜 突 、\ 南 滩 等 县 。 产 蔗 区 浅 丘 起 伏 ， 为 便于 运 “ 
 , 各 地 芒 田 多 位 于 沿江 河 两 岸 15 公里 左右 的 范围 内 , 资 \ 内 等 县 沱江 两 岸 10 多 公里 以 ， 
APS BH RA 50 多 左右 。 按 品种 , HEPES HRM REM, SLR 

“由 福建 引进 的 本 地 种 ,种植 历史 久 ,比较 耐 户 耐 旱 , 在 丘陵 腰部 或 顶部 士 层 较 薄 的 坡地 种 
lL ERS ES PEON EEE, EE 910%), 在 二 月 下 旬 至 
三 月 中 有 有 故 种 , 11 AMER 1 ASCE BREAK BK, Bo Hse Ene 
FRR AS ELSE, TESTE, EEE 1936 一 1937 年 引进 的 爪哇 、 印 度 、 美 济 
“* 莽 种 ， 印 度 蔗 290 和 美洲 蔗 29-116 产量 和 含 糖 率 高 〈 亩 产 一 万 斤 上 下 ， 含 糖 率 11.5-- 

地 勇 为 为 种 植 最 多 的 良种 , 分 布 于 河沟 谷地 底部 接近 冲田 的 肥厚 旱地 , 美洲 蔗 28 一 11 产 
， 量 稍 低 ( 亩 产 狗 万 千斤 ) ,但 含 糖 率 很 高 (14 一 16 免 )) 早 熟 ,适应 性 绚 , 士 层 较 浅 种 植 芦 基 的 
旱 二 亦 可 栽培 ， 良 蔗 种 植 面积 在 解放 前 只 几 千 亩 , 1957 年 全 区 已 达 20 余 DH SH 
积 的 天 牢 ， 今 后 芳 田 到 步 集中 到 河岸 平原 和 丘陵 谷地 底部 , 种 植 比例 将 炎 续 增长 。 RIE 
在 三 月 关 放 种 后 ,次 年 1 一 4 月 陆 绕 收割 , 因 宿 根性 强 , 砍 莹 留 根 ,可 再 收获 两 年 0, 然后 接 
:种 一 ` 三 年 旱 糊 重 新 放 种 , 行 四 年 三 作 或 五 年 三 作 的 翰 作 制 。 本 区 甘蔗 还 将 增产 ,一 方面 

“可 用 审 植 ̀  增 施肥 料 和 改进 技术 等 措施 再 增加 单产 , 同时， 甘蔗 行 曾 亲 种 玉米 等 类 食 的 情 
- 驶 消除 下 后 ， 也 有 利于 甘蔗 产量 和 含 糖 量 的 提高 2。 在 甘蔗 种 植 面积 方面 , 除 部 分 集中 地 
区 外 ,还 可 抽出 不 少时 地 来 发 展 这 一 作物 ， 特别 是 南部 长 江 和 误 江 下 游 沿岸 的 宣 宪 、 HE 
—# APRA, RN RA, LES HOH AT Fee 现在 旱地 
中 甘蔗 的 种 植 比重 还 不 高 ,有 条 件 作 更 多 的 扩充 。 

冰 江 流域 产 区 甘蔗 商品 率 达 90% DE, EL4E RS RE EHTS EE AI 

PEATE IW, ASAT AF BE PREF LE BE IR FB DN DASE 
45%, MERCURE SBA REA T BORE , HES Boe J Ie RR 
法 河 等 机 械 糖 厂 , 扩 建 和 改建 了 内 江 市 三 元 \ 茂 市 资中 龙山 以 及 简阳 等 牢 机 制 炼 糖 厂 ,以 
代替 原 有 的 漏 棚 , 大 大 提高 了 榨 芒 效率 ,糖分 收回 率 和 蔗糖 品质 ,生产 成 本 也 显著 降低 ,党 
江 流 域 的 至 部 糖 产 中 机 制 糖 ( 白 砂糖 ) 已 占 40 多 ， 牢 机 制 炼 糖 (白糖 及 亦 砂 糖 ) 占 50% DL 
上 , 士 糖 (外 糖 ) 产 量 已 很 少 ,遗留 的 不 到 千 个 士 猪 妨 主要 棒 制 糖浆 为 宇 机 械 制 糖 厂 提供 原 、 

1) 有 的 可 再 生 三 年， 但 因 肥 分 消耗 ,最 后 二 年 产量 未 高 ,一 般 第 一 年 宿 要 藤 单 产 最 高 
2) 按 内 江 甘 玉 哉 验 站 武 验 糙 时 ,由 于 癌 作 玉米 密度 的 不 同 (3 一 5 R), HRT REED PIB .9—17.1%, 
RD SAE 10.0—18.4%, 

3) ave RK Mae FSSA REIT SEIS, RARER EADS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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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土 法 棒 蔗 ,糖分 损失 大 , 压 梭 用 赫 牛 , 影响 农业 生产 ,因此 计划 再 新 建 一 些 机 制 糖 厂 。 
将 部 分 全 机 制 糖 厂 扩建 为 机 制 糖 厂 , 此外, 为 了 减少 离 河 较 远 蔗 区 甘蔗 挑 运 的 繁重 劳动 ， 

还 正在 大 量 建立 前 机 后 土 的 生产 和 糖 和 糖浆 的 小 型 机 压 糖 厂 , 榨 芒 邹 将 全 部 实现 机 械 化 。 

对 制 糖 工业 副 产 , 现 已 利用 糖 密 制 造 酒 精 , 芒 渣 正 着 手 利用 ,现在 以 煤 代 芒 渣 作 燃料 ,在 糖 - 
厂 增发 纸浆 纸板 车 间 ,为 纸 厂 提供 原料 , 精 厂 的 潜 泥 和 酒精 车 阿 的 废 密 废 胶 ， 也 将 进行 加 
CU, mlb AeA 

7S ERLE BY PE AS SAR 3S EAR RB AA , PS CRY , FOB. 

Fa RCH A YEU RI SBR, SERAARRGALS AN BRB RM 

发 人选, 远 销 的 大 部 分 为 白 砂糖 。 

消食 作物 以 稻谷 为 主 ,产量 壕 多 的 是 眠 江 以 及 长 江 沿 岸 各 县 ,稻谷 占 这 些 县 的 作物 总 ， 
播种 面积 高 达 45 一 55% ;沱江 流域 以 及 西 面 、 南 面 边境 的 山区 , 旱地 比重 高 , MAW EM. 

棉花 、 甘 蔗 主 要 分 布 区 ,后 者 为 本 区 玉米 主要 产 区 ,稻谷 种 植 比重 都 较 小 。 本 区 气温 较 高 ， 

舟 谷 种 收 季节 上 比 四 川 盆 起 其 余地 区 早 , 其 江 沿岸 的 宜宾 、 南 次 \ 江 妆 等 县 ,与 池州 .江津 小 : 

江 地 区 同 为 本 省 双 季 逢 的 主要 种 植 区 , 经 1955 一 1956 年 的 大 力 推 店 以 后 ; 这 些 县 双 季 移 : 

占 稻 田 面积 35 一 50 儿 不 等 ,沱江 流域 富顺 内 江 \ 资 中 等 县 占 30% AE UREA 

乐 盏 、 届 山 种 植 亦 较 多 。 双 季 稻 在 沿 河 阶地 种 植 的 比较 成 片 ， 分 布 在 丘陵 地 区 的 则 很 分 

散 , 多 种 植 在 沟谷 底部 接近 冲田 两 侧 的 境 田 中 (坡度 较 陡 的 谷地 选择 向 阳 境 国 ), 这 类 境 田 : 

TREE JERR, 土 漫 比 冲田 高 。 本 区 冬 水 田 占 很 大 比重 , NKR 

有 困难 ;而 种 植 双 季 稻 的 气候 条 件 比 较 适 宜 , 因此 双 季 称 尤 其 在 南部 綦江 沿岸 地 区 ， 还 有 

糙 午 发 展 一 定 面积 (例如 40 儿 左右 ) 的 必要 。 一 季 舟 中 , 早稻 主要 在 河沟 两 岸 夏 季 易 济 的 
水 田中 种 植 ;晚稻 在 岷江 沿岸 平 直 于 春 种 夏收 玉米 后 接种 ,但 面积 都 很 小 :大 部 分 是 中 稍 ， 
由 于 春季 雨量 少 , 为 保证 中 稻 移 裁 时 有 足够 的 水 量 ， 丘 陵 地 区 的 中 稻田 有 35 一 90 匈 是 冬 
季 蔷 水 的 冬 水 田 D; 彭 山 眉 山 \ 青 种 \ 夹 江 等 号 和 内 江 \ 青 衣 江 两 岸 的 渠道 江浙 区 和 其 余 沿 - 
着 江河 有 渠道 或 塘 库 治 浙 之 利 的 带 形 狭 窗 阶 地 , SiR, WREST, 冬 关 水 田 很 少 。 

ARCHOS BLT RRB, Be EPMA, HSH 

SA AMPA Re A WIL AKI, RSE Hh 

AK PERM ILA RL Eri JB LaF RE A BS 
嘉陵 江 中 游 的 委 和 练 产 区 ， 炉 质 较 好 ， 运 往 乐 山 称 厂 粮 成 的 著名 “嘉定 钢 ” 大 部 分 出 口 。 洪 : 
OEY JR VE RST, LITT REMAN, BET, 

PBC bs — EH SS SL FE AK PR A EEK OH, 
产品 还 大 有 发 展 前 途 。 

自贡 和 五 通 桥 地 区 是 四 川 也 是 我 国 目 前 内 地 最 大 的 食盐 产 区 ， 自 贡 食 盐 产 量 占 至 省 
70% LA, BE A 9 匈 , 二 者 合 占 全 省 的 80 匈 ,所 产 食盐 除 销 本 省 外 ,还 供 葵 邻 省 。 奈 
出 ̀ 宣 宪 、 泳 山 \ 西 昌 、 雅 安 \ 甘 孜 地 区 及 云南 东北 部 ,为 五 通 桥 食盐 销 区 ,本 省 其 他 地 区 、 足 - 
州 北部 和 西部 、 湖 北西 部 为 自贡 食盐 销 区 。 

自贡 盐 区 分 东西 两 场 , 东 场 称 自流 井 , ABR, BN, RE, BART 
菜场 。 全 区 系 一 东北 西南 向 的 背 宕 构造 , 上 部 为 白垩 纪 地 层 , 盐 产 于 其 下 侏 罗 纪 和 三 达 种 : 

1) AMM, RRR BRK, HARRIS, ASHE I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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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 $HABOLETK, RRR. DS WHE: Rist 
VE 400—750 2K, AKT" FT RF EHH, eb 12 % Fea; MIELE 800—1,100 22K, az T 

| FSRCHE, St 18 多 左右 ; BEAVER 260—300 2K, KRHA BRS 

而 成 , S3h15% LP, HAWK BOARS, BK, ARM SRA=: 
气 机 推 滴 系 用 钢 红 程 拭 上 包 简 ,通过 木 架 天 车 以 锅炉 蒸气 带动 矢 揭 机 汲 泪 ; 这 是 目前 主要 ， 
ANT sk; HSL SA Le SAAR DSBs FD 
HE FAR LER eT KE EAA, BU 
Ro WARMERS LAR Ah LSS ro CAE aT EL, Fa aE 
间 。 制 盐 燃 料 用 天 然 气 和 煤炭 , I AER EDERAL (HERBS RRRA 
的 称 水 火 井 ;多 量 的 称 纯 火 井 ), 以 此 为 燃料 疝 制 的 亚 粒 盐 称 火花 盐 , ERM (95.7%), 
色白 , 素 盾 少 ,品质 最 佳 。 以 煤炭 (由 威 远 煤矿 供 痊 ) 为 燃料 商 制 而 成 的 细 粒 盐 称 关 花 盐 ?， 
这 两 种花 盐 品 质 好 ;已 占 自 页 盐 产 的 主要 地 位 。 此 外 还 产 少量 燃 用 煤炭 的 炭 巴 赴 , 这 种 食 ， 
盐 为 盐分 结晶 析出 后 在 高 温 下 洲 化 而 成 的 氧 盐 ， 主 要 供 答 本 省 及 贵州 少数 民族 地 区 。 制 
盐 工 业 还 有 多 种 副 产 , 系 利 用 成 盐 出 锅 后 遗留 母液 ( 痊 却 后 可 得 让 巴 、. 妄 水 ) 制 成 的 氧化 钾 
和 漠 、\ 厂 等 ;这 些 化 工 产品 为 制造 肥皂 玻璃 , 陶 姿 . 桨 料 、 医 莉 的 原料 。 解 放 后 由 于 增添 了 
副产品 处 理 屋 备 , 除 上 述 产 品 产量 有 了 很 大 增加 外 , 并 杞 开始 生产 氯 化 炙 、 毛 化 钙 和 氧化 
SASSI ie, RLS RAR, 

Eh ae EA PR FAH PT i SR Hh NG A 
eG ALE, ELA, EXAMS ARR, HG TEED AES 
Eb, RELA ee EET, MEL, MEK he = ae OR SE 

高 二 二 
/于 通 桥 盐 区 是 四 川 第 二 个 产 盐 中 心 , 位 于 乐山 、 秋 为 二 县 接 境 处 ,生产 过 程 \ 故 法 和 自 
页 天 和 致 和 同 , 盐 井 一 般 较 浅 , 涉 水 以 黄油 为 主 , 舍 盐 度 不 及 自贡 高 。 汲 痪 全 用 电力 ,产品 以 
奖 巴 盐 吉 天 部 分 ( 锡 当 产量 90%), PABBA, 食盐 副 产 已 经 部 分 利用 的 是 氧化 
组 和 氧化 钙 ;, 今 后 计划 提取 其 他 新 的 化 工 产品 。 
HK SIR BAA, 原 属 富顺 , 现 属 自贡 ) 为 近年 探 明 的 新 盐 区 ,并 盐 

藏 量 极 天 ,可 望 成 为 四 川 一 个 新 的 盐 产 基地 。， 
化 学 工业 亦 为 本 区 目前 一 项 重要 的 工业 部 门 ， 除 上 述 食 盐 副 产 加 工 外 ,还 有 酸 碱 、 碳 

黑 、 肥 料 等 工业 。 宜 疾 天 元 化 工厂 以 自 页 食盐 为 原料 ,生产 盐酸 \ 烧 破 和 漂白 粉 , 彭 山 碱 厂 
和 乐 耻 嘉和 裕 碱 厂 为 四 川 现在 仅 有 的 两 个 大 型 制 碱 厂 , 供 宜宾 、, 乐 山 及 本 省 造 多 , 护 烤 , 制 革 、” 
ABS Tall FA, BLAIR SW, Fe J 
TTL BEM, PA eee, Hi ERE oe A A SSE 9, BLE T™ OR 
' 求 。 四 川 碳 黑 工业 是 解放 后 才 建 立 的 ,隆昌 碳 黑 厂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利用 天 然 气 进行 生产 的 工 
J ,所 产 碳 黑 供 重庆 和 华东 \ 华 北 \ 东 北 橡胶 工业 之 需 ; 隆 昌 圣 灯 山 天 然 气 矿 规模 较 大 ;今后 

。 还 将 利用 这 项 资源 生产 合成 汽油 。 肥 料 工业 中 规模 最 大 的 是 乐山 磷肥 厂 ( 在 贼 眉 ), 生 产 磷 
肥 粉 及 磷 矿 石 , 峨 眉 一 带 磷 矿 储量 天 ;计划 修筑 的 成 昆 詹 路 经 此 ,将 来 建成 后 ,磷肥 和 外 运 成 
本 降低 ,此 厂 还 可 扩大 生产 规模 乐山 钙 镁 磷肥 厂 以 乐山 砖 肥 厂 的 磷 矿 石 及 自 云 石 粉 为 原 

1) 北 花 盐 考 制 工具 现 逐 步 用 长 方形 不 底 大 锅 代 营 小 图 俩 ,前 者 产量 天 ,便于 管理 ,水 分 含量 少 , 产 盐 量 园 高 。 
2) 五 拆 所 产 食盐 运往 少数 民族 地 区 的 占 上 大 比重 ; 巴 盐 运 答 比 较 方 便 ,少数 民族 也 圳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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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生 产 镍 镁 磷肥 ， 所 是 现在 四 川 孔 直 成 而 产量 校 大 的 化 肥 企业 ， 产品 现 主 要 供 欠 附近 各 
县 。 此 外 ,以 石 灰 石 焦炭 为 原料 的 石灰 氮肥 厂 , 现 已 在 峨眉 兴建 , 利用 猪 \ 牛 及 其 他 末 则 
为 原料 的 骨粉 厂 , 在 宜宾 、 乐 山 自 贡 、 内 江 等 地 亦 有 分 布 , 本 区 为 纸 济 作物 和 水 稳产 区 ,化 
肥 工 业 有 必要 也 有 可 能 作 进 一 步 发 展 。 

ALE By OG Jee WR SAH, EO) APC BET BAA 
HEA) a Le BPA Ae, ARE AY 200 Wt, ARP SER LR 
化 和 部 分 自动 化 ,产品 有 新 闻 纸 \ 水 泥 袋 纸 和 和 牛皮纸 , RAR RL, 7 
草 \ 介 草 由 附近 地 区 及 涪 江 ,党 江 流域 各 县 供给 ， 产 品 销 省 内 外 。 乐 山 嘉 乐 纸 厂 为 西南 各 

。 省 建立 最 早 的 造纸 厂 ,以 本草 为 原料 ,所 产 嘉 乐 纸 部 分 销 省 外 。 乐山 为 大 渡河 和 青 志江 流 
” 域 木 料 集散 地 ,有 大 量 病 腐 材 可 作 原 料 , 还 将 另 建 机 制 猎 厂 。 7ST ELA 
HATA TER, RHEE BETA, 
AV SWWAKAAGEREEAM, HERE ADEA SERDUR, 不 

仅 对 本 区 工业 尤其 是 化 学 、 造 钨 工业 提供 廉价 的 动力 , 且 有 条 件 炉 供 成 都 和 重庆 地 区 5 1 
刀 江 \ 沙 江 、 长 江 、 成 注 铁 路 和 内 昆 詹 路 内 江 宜宾 段 等 交通 千 线 纵横 区 内 ;并 有 乐 血 一 

成 都 . 乐 册 一 内 江 , 三 江 一 仁寿 一 成 都 以 及 其 他 公路 与 干线 相连 接 ， 因此 本 区 交通 运 迷 鼎 
为 方便 ;只 是 不 在 上 述 交 通 线 上 的 村 针 , 物 交 运 输 主 要 还 和 质 人 力 挑 运 。 

ASE ARIE PERE Sh IRR ER CE SEI ET) SEP AH A A, ES 
& PUN ARE ES RR KIL ES, 北 运 成 都 及 本 省 西部 的 物资 不 多 ，， 
其 中 以 煤炭 ( 药 昌 信 家 山 及 隆昌 义 大 二 煤矿 所 产 )\ 食 盐 和 糖 为 大 宗 。 FO 

AAs AIL ae, SG UW AK SE LTE BE HIE IRR I 
Af ELAR Beef AIR i AT SRL GH MLAS SENAY A i AE, 南部 长 江干 支流 .| 

RAI S BAF BR, PG ATT ESR ACA HE TAA RUE, SOLAR 
; = * 

自贡 市 于 1939 年 由 自流 并 和 页 和 井 合 余 而 成 ， 二 有 铁路 和 通 内 江 与 宣 

Be, GE TS MUR HATE OOH VEIL, 自贡 因 盐 疏 市 盐 业 
_ 是 这 个 城市 猎 济 的 基础 ， 其 余 电力 、 栅 械 、 砖 无 、 自 来 水 等 工厂 主要 为 盐 业 生产 服务 。 由 于 
解放 后 的 生产 进展 ; 近年 食盐 产量 已 比 1949 年 增长 达 3. 倍 左右 ， 超 过 历史 上 最 高 年 产量 
的 80 多 。 自 贡 面 且 是 一 个 化 学 工业 发 达 的 城市 ， 利用 制 盐 副 产 和 天 然 气 的 化 学 工业 正在 | 
远 速 安 展 。 la his 33 Fy (1957 46)? A OAT HB, 成 都 二 市 。 

1) 隆昌 县 城 居 成 渝 詹 路 中 点 ,有 公路 南通 沪 州 ， 西 南通 富顺 ,泸州 以 及 川 浊 东 路 沼 粮 取道 铁路 来 往 的 旅客 和 富顺 
泸 县 北部 的 输出 大 物 人 资 多 在 此 上 下 ,与 药 昌 同 为 四 川 夏布 的 著名 产地 。 资 中 县 城 有 龙山 糖 厂 ,西南 有 公路 通 威 
远 , 威 远 钢 然 厂 所 产生 詹 径 此 转 重 庆 炼 钢 ,为 便 运 翰 , 两 地 间 正 在 八 筑 多 路 绫 。 银 山 馈 在 成 渝 铁路 通车 前 ,与 内 
江 棒 木 钱 ( 内 江 糖 厂 所 在 地 )、 隆 昌 李 市 销 , 灶 昌 安 富 绢 均 为 成 渝 公路 沿线 重要 的 交通 场 领 , 资 中 糖 厂 设 此 ,过 去 
SHARK LD, RAMA RRA. NRA RK FE CA ARR MEE 
HA ATL, PILAR PDR”, AO REMY. ANT 
bak Joris MAE A EOE SME ADE Re A, BI 
Sot HEIR. RUSE, BPG, AI As | AK ERA 
FARCE GO he, SULLA ARG AB A ABEL, 45 BRL RRL Se Beh 
DEWAR TI Meo, RL SRIRAIARI SSMU Hy OL RAT OL — A AT RAN AE TE 
负 城 西北 青衣 江岸 ,为 著名 的 夹 江 土 狂 产地 。 

2) 1949 年 为 23.8 万 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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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T ia KE RP, BS ga EP , AL, 7c, eee ORIN, 

”是 四 川 制 糖 工业 中 心 , HALE ELT ML As TL 60% LOE RR 
DEE BE AHL, HAA SB LA ERE BAT . 
谷 机 等 农具 )， RRB BOE HRD, Bor Ty ee 

Miko PRAT A ASE, ATR VS YE IL, Bee a a EE, IR 
北 译 安 岳 均 有 公路 相 联系 ,这 些 交通 沿线 地 区 有 不 少 饮 资 在 此 转运 集散 。 

宣 宪 当 眠 江 与 金沙 江 会 口 , 西 至 乐山 . 屏 古 , 东 至 重庆 均 可 通 输 。 现 在 内 昆 铁 路 北面 已 
” 通 办 江 ; 用 年 后 全 线 筑 成 ,本 市 将 成 为 四 川 盆 地 西南 部 最 天 的 水 陆运 轰 枢 竹 。 宣 宪 也 是 四 
川 一 个 建立 历史 很 时 的 城市 ， 汉代 起 在 此 发 县 ,明代 为 叙 州 府 治 ,至 重庆 的 翰 运 于 1913 年 

起 开办 后 ， 商业 转 碾 ,交易 活动 圈 便 及 岷江 中 下 游 、 宜 ( 疼 ) 泸 ( 州 ) 间 綦江 南北 各 县 \ 云 南 东 ，， 

北部 和 责 州 西部 地 区 。 抗 战 时 期 ,本 市 成 为 官僚 资本 到 利 之 所 ， 工 商业 有 些 发 展 ;解放 以 

aL) CWE TF FTE, BRR KROL a A RS 

HOB Ps BAKA SURES BOT ， 钢铁 \ 木 材 取 和 给 亦 称 近 便 , ATE 

抒 料 交通 机 械 等 工业 有 发 展 前 途 。 

”于 通 桥 亦 是 一 个 以 盐 业 生产 为 主 的 城市 ， 解 放 前 属 届 为 县 ,便于 1952 Ri. HE. 
地 点 在 五 通 \ 牛 华 、 人 金山 等 钱 , 制 盐 及 有 关 化 工 所 需 电 力 ̀ 煤 央 \ 蕊 硝 、 盐 锅 等 主要 原 燃 料 均 
HASHES, ATER, VER AER MPS PUL S Re, Bi 

OG PARR A RIL, BAR EI A HOGS, 
FRU SRE) GPS AT CVE SURI A HEAL, WURILZ AB WI AIL BIE ( BI 

SBA) WIA 22 FT 183 HE RU SEA, RS BRR, WU 
药 货运 中 心 和 大 渡河 、 青 衣 江 流域 的 木材 集散 地 。 并 有 公路 分 别 通 成 都 、 内江 和 峨 边 , 主 
要 工业 有 穆 和 造纸 、 制 碱 \ 肥 料 \ 水 泥 等 ,年 产 铁 10 万 吨 的 钢铁 厂 正在 兴建 。 乐 山西 面 的 
GARI Da RAB 0 SEB TA , Wa SBE LL RE , BRN SAF 1952 年 建成 生产 ,新 建 龙 
ACHE YAIR Bee, , FS LAE ARTE EE HSER 

f 

3. 重 庆 地 区 

位 于 四 川 盆地 东南 部 ， LR NES GOK, REST AIL, SRL SIRI ST Da 

MH, SKH1sS 2 WCB AM). 

ARE LG JAF TO AHR, 2S OW HFS ARS 
期 彻 其 工业 基础 后 ， 轻 过 解放 以 来 的 迅速 发 展 本 区 已 成 为 省 内 和 西南 区 最 重要 的 现代 化 
工业 圣 别 是 重工 业 基地 。 现 在 本 区 的 工业 产值 、 工 业 产 品种 类 和 产量 都 天 于 省 内 其 他 各 
区 , 儿 证 种 不 同类 型 的 工业 生产 ,有 力 地 支援 了 西南 区 及 国内 其 他 各 地 的 和 经济 建设 。 

重工 业 在 全 部 工业 中 居 优 势 地 位 ,是 本 区 工业 部 闲 构 成 的 特点 。 重工 业主 要 有 钢铁 、 

机 械 、 煤 炭 \ 电 力 和 化 学 工业 等 部 门 TO iE, NAW Pe AML, | 

BE ED RISE, 江 业 天 多 分 布 在 嘉陵 江 及 长 江 会 口 附近 和 成 洽 、 某 江 铁 路 沿线 ， 著 名 的 天 

府 煤 矿 、 重 庆 钢 铁 厂 、 某 江 铁 矿 ,以 及 双 省 最 天 的 机 床 厂 、 棉 恩 伺 和 印 桨 广 都 分 布 在 这 里 。 

猎 过 解放 后 的 恢复 ,发 展 和 改造 ， 目 前 本 区 工业 已 初步 形成 内 部 彼此 互相 协作 配合 、 

1) Ae ABA, STOR AMR Re AAR. BS) k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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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R RITE TE HIE EWA TOO , 1 SEW LG POH BABE 
心 部 门 。 钢 铁 工 业 集中 分 布 于 重庆 及 其 附近 地 区 ， 其 中 重庆 钢 詹 联合 企业 规模 为 目前 西 
南 区 最 大 ;拥有 包括 炼焦 \ 炼 铁 \ 炼 钢 \ 屯 钢 、 而 火 材 料 等 各 种 屋 备 , 周 国 有 中 梁 册 天 府 :\ 南 ， 
桐 和 永州 等 煤矿 为 它 提 供 充足 的 煤 , 惟 因 茶 江 铁 矿 及 达 县 等 地 区 的 铁 矿 和 生铁 产量 有 限 ， 
入 及 企业 内 部 炼 铁 , 炼 钢 的 发 备 能 力 还 未 完全 赶 上 再 钢 能 力 ,部 分 铁 砂 和 生铁 , 钢 胚 还 要 僚 
靠 坊 山 \ 太 原 等 地 供给 。 重 庆 地 区 是 西南 区 的 机 器 制造 业 中 心 , 钢 袋 的 需要 量 正 一 天 天 增 
长 ,同时 原 有 钢铁 工业 改 备 和 技术 力量 为 西南 区 最 雄厚 ,因此 重庆 钢铁 治 炼 业 还 有 必要 进 
行 扩 建 ,使 它 最 先 成 为 西南 区 的 大 型 钢铁 工业 失地 ,以 推动 其 他 工业 的 发 展 ; 虽然 重庆 附 
近 的 鞭 江 铁 矿 储量 不 足以 供应 发 展 大 型 钢铁 企业 的 需要 ， 但 近年 发 现 的 娜 西 和 坦 义 地 区  . 
大 詹 矿 仍 可 靠 长 江 和 川 黔 铁路 供应 充足 的 原料 。 除 扩建 重庆 钢铁 企业 人 处， 最 近 还 在 重庆 
北部 建立 北碚 三江 等 中 小 型 钢铁 联合 企业 ， 发 展 以 生产 无 终 钢 管 、 砂 钢 等 特种 锅 为 主 的 

炼 钢 业 ,并 按 士 洋 并 举 的 方针 ， 重 庆 附 近 茶 江 \ 江 北 ̀  永 川 大 足 等 地 的 小 型 铁 厂 也 正在 作 
MEW RE. 

AE LES HSE RIE FB FA ELM, BK ST a PU SEB 
EL Be Be Be PLES SEU A > BB hike EN A Bh UR UR SRL A 
造 部 门 ,主要 分 布 在 重庆 。 近 几 年 来 在 西南 区 工业 和 交通 建设 的 促进 下 ;重庆 机 器 制造 业 
发 展 很 快 , 现 马 能 生产 电机 、 柴 油 机 、 空 气压 适 机 、 机 床 和 成 套 的 轻工业 设备 ， 机 器 质量 较 
高 。 但 为 了 纵 本 区 和 西南 区 迅速 发 展 的 钢铁 工业 提供 大 量 改 备 ， 井 锥 动 西 南 区 机 器 制造 
业 的 发 展 , 还 要 建立 重型 黑色 冶金 届 备 制造 厂 ,着 重 发 展 大 型 与 精密 车 床 生产 ， 相 应 发 展 

' 其 他 多 种 机 械 生 产 ; 建 立 本 区 较为 完整 的 机 器 制造 业 体 系 。 he. 
重庆 附近 是 本 区 工业 的 重要 燃料 基地 ,煤炭 资源 分 布 非常 集中 ;储量 丰富 ， 现 估 谢 南 

AFC PSR ESL BIR EBD STAC TH ACI ACE TL SPE 
地 煤矿 也 是 星罗棋布 ,各 煤矿 多 已 开采 ,全 区 煤炭 产量 现 为 全 省 之 冠 。 但 是 由 于 区 内 及 内 
江 、 成 都 地 区 工业 、 运 输 业 的 迅速 发 展 ,目前 煤炭 产量 还 不 数 需 要 ,必须 扩建 原 有 各 天 小 煤 
矿 , 加 速 开采 储量 大 、 煤 质 优 (为 主 焦煤 ) 的 中 梁山 煤矿 和 更 多 中 、 小 煤矿 ,以 期 更 多 提供 工 
业 ̀  运 办 和 民用 所 需 原料 或 燃料 。 | 

重庆 地 区 电力 工业 也 已 有 比较 强大 的 规模 ， 现 除 在 重庆 附近 利用 当地 丰富 的 煤炭 资 
源 建 有 多 所 火电 厂 外 ;还 大 力 展开 了 水 电站 建 届 , 几 年 来 不 但 恢复 了 国民 党 政府 在 溃败 前 ， 
炸 燃 的 上 清 渊 珊 和 下 清 调 珊 两 个 小 型 水 电站 ,大 已 于 1958 年 完成 龙 滩 河 梯级 开发 ， 建 成 
四 级 水 电站 ,目前 龙 滩 河水 电站 和 重庆 之 问 已 修 慨 高 压 线 , 租 成 了 联络 重庆 、 长 寿 、 北 碚 等 
地 的 强大 壹 电网。 虽然 如 此 ;但 由 于 区 内 工业 用 电量 大 ,电力 供应 仍 感 不 足 ， 因 此 重庆 附 
EAI Hid Hea Se AUG ASTUTE ETL) HS BT ERE 

本 区 化 学 工业 的 部 门 众多 , a SEH CLT ROR A SE HS ESS ABP SE 
要 分 布 于 重庆 和 长 寿 , 都 是 利用 省 内 丰富 的 化 工 原料 .区 内 充足 的 动力 和 方便 的 交通 条 件 
发 展 起 来 的 ， 其 中 新 建 且 有 较 大 发 展 前 途 的 是 塑料 、 碳 黑 以 及 利用 钢铁 工业 副产品 钢 涅 、 
BEA Hs BORAT EER QR, WO Ty SY 

” 料 和 长 寿 的 胺 基 塑 料 制造 业 。 
重庆 地 区 是 西南 区 的 熏 积 工业 中 心 , 集 中 了 西南 区 鳃 竹 设 备 的 70% , 棉 、 毛 、 炉 纺织 业 

都 具有 一 定 基 础 ， 其 中 以 棉 转 织 为 主 ， 集 中 分 布 于 重庆 市 。 重 庆 市 水 陆运 输 方 便 ， 棉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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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O PT SSAR IED) BYES TE. LR. BIBRA AL bP. 

有 拥有 8 FAA SEFI2000 BAAPLATAY 

: 本 区 是 省 内 重要 的 糊 食 产 区 之 一 , 钴 产 除 能 充分 供应 区 内 需要 外 ,还 有 不 少数 量 调 往 : 
省 外 。 

永田 占 耕 地 比重 仅 灵 于 成 都 平原 ， 江 津 以 北 和 泸州 附近 各 县 永田 占 赫 地 比重 都 在 
80% Db, 因此 水 稻 在 类 食 作物 中 占有 突出 的 地 位 ,所 占 业 食 作物 面积 的 比重 高 于 省 内 其 
hAX , EMER ety UAE, DUNE HE ERK. RBS, HFK RRES 
KSEE Se BT EA, AS WE PET RATE BE ER 

fi, ARMM SEKILGRARREMRPILE, BLE ERE MEARE 
施 下 , 1957 HARPS ABQ007 GOL, FREAD N20 % HR, HS, A 
EH AE AE AI AL EWES RMR, KA ORE. 
257) AMR BE, SKE HEME STAN REY REE MR 
仍 有 必要 。 双 季 稻 以 外 的 其 余 称 田 , 狠 大 部 分 种 植 中 稻 , 按 本 区 自然 与 劳力 条 件 , 增 产 潘 力 
RA, AREA PAM, NER REUSE DBE AAT ib. 
 REBBA CAF SE Ae ee, 2 BOE EAA Y 
种 植 ,其 他 荡 县 \ 合 江 、 江 津 等 县 也 有 和 专 星 分 布 。 在 猜 食 大 量 增产 后 的 今天 ， 洗 麻 已 成 为 本 : 
区 重点 发 展 的 经 济 作物 。 
南部 奖 江 沿岸 地 带 , 气 候 攻 年 温和 多 十 ,很 少 下 霜降 雪 RN 320 0 RA BEER 

WE IMSS RE eR, RA UCSB PT 
FAVELA KM AIBA AIL, SHEERS RHR REE 
樟 桔 种 植 历史 在 省 内 最 为 悠久 ,现在 产量 也 为 各 区 中 最 多 ,全 区 拥有 全 省 柑 桔 树 的 大 全 ,其 
中 广 杏 莉 占 四 分 之 三 。 模 桔 袜 和 集中 分 布 于 江津 ` 蕊 县 其 江 \ 泸 县 、 合 江 等 县 长 江 和 基 江 沿 - 
ke, DBE 500 一 600 米 距 河岸 .10 一 15 公里 以 内 的 丘陵 坡地 最 为 密集 。 广 模 85% FEF IL 

PRAT) MAAR CUS. RW RMB ASR TALE Be 
BDAWEASS BAT SWE. USNR. AL WEAK, LIRR ， 
AG Be oa A se, > RAE AERA RENE, 

FL EBT PURI PET JI AL BARRE RE 
FSGS KIL BREE EE GS AMES Hee DB, EEA 
间 可 通行 3,500 吨 翰 船 , 1954 年 重庆 至 宜昌 和 1958 年 泸州 至 重庆 开放 夜 航 后 , PSA 

“便利 ;现在 接生 来 自 眠 江 、 小 江 与 嘉陵 江干 支流 及 皮 注 铁路 沿线 的 糊 食 、 钢 材 ̀  纸 \ 盐 、 精 
- 酒 . 王 等 产 ,生猪 和 柑 桔 等 物资 经 重庆 东 运 ,和 才 为 区 内 和 省 内 运 进 集中 到 武汉 转运 的 大 批 锣 
铁 、 原 油 \ 矿 建材 料 、 金 属 和 日 用 百货 化 工 原料 、 海 产品 ,文化 用 品 、 医 蔽 等 物资 。 亮 陵 江 
雪 南 充 至 重庆 间 可 通行 坦 船 , 旋 将 川北 的 然 食 、 棉 花 、 芋 特产 等 农产品 和 工业 原料 运往 重 
KER, FE ERAS OY SBE RAL 渠 江 转运 到 川北 ， 促使 本 区 与 川北 各 县 的 联 

和 柔 日 着 紧密 。 茶 江 铁 路 为 重庆 与 基 江 矿区 和 本 区 与 足 州 间 的 联系 线 ， 屁 为 重庆 运 来 大 量 
煤炭 、 铁 砂 \ 生 铁 ， 提 将 趴 州 运 出 的 大米 、 煤 植物 洱 等 运往 重庆 转 销 。 成 洽 猴 路 则 是 本 区 
交通 的 大 动脉 ， 写 除 将 沿线 类 食 棉花 \ 柑 桔 等 农产品 集中 重庆 供 当 地 工业 需要 或 支 授 外 
省 外 ,还 将 钢材 \ 水 泥 、 机 器 发 备 、 农 具 \ 化 肥 等 运 到 铁路 沿线 各 地 。 

本 区 的 城 钱 比 较 发 达 , 除 重庆 市 外 ,一 万 人 口 以 上 的 城 锁 有 江津 、 合 江 、 污 州 . 基 江 \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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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 一 mr-weg 一 re 一 

SN SE CE SARE EE, 这 些 城 锁 多 位 于 交通 便捷 之 地 , 工业 以 制造 铁 \ 本 工具 与 用 
- 具 供 农村 需要 为 主 , 井 为 当地 安 副 产品 的 集散 地 。 

重庆 是 西南 区 最 大 的 工商 业 城 市 和 最 大 的 内 河 港口 ， 长 江上 游 的 水 陆 交 通 枢 组 ， 西南 
沁 最 大 的 经 济 中 心 ， 1957 年 拥有 200 多 万 人 =e 

重庆 位 于 长 江 与 嘉陵 江 会 口 ; 四 川 委 地 南部 的 中 央 ， TH DS ALAS RBS, 地 势 起 伏 ,是 
Be AWK. 

重庆 厌 长 江 、 嘉陵 江 及 其 各 支流 沟通 了 肯 个 四 川 角 地 内 部 ， 沿江 东 下 可 与 大 城市 起 

 : 汉 , 上 海 等 地 相 联 系 。 重 庆 也 是 成 注 铁 路 和 其 江 铁路 的 交点 和 川南 地 区 公路 网 的 中 心 , 自 
ET EE UAE AS INES JUNE JULIE RAE, DLE FE ESE EI 

从 古代 的 " 巴 "建国 起 ;重庆 的 发 展 历史 已 有 三 千 多 年 4 它 的 产生 和 发 展 , 与 附近 地 区 

-农业 和 手工 业 生 产 和 长 江水 运 的 发 达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 远 在 汉代 ， 以 重庆 为 中 心 的 巴 郡 《 
地 区 ,物产 马 相 当 富 谭 , 手 工业 和 商业 已 相当 上 发达, 成 为 与 成 都 并 称 的 城 鳞 。 唐 来 以 后 , 重 ' 

. 庆 以 扼 两 江 会 口 \ 长 江上 游 物资 集散 中 心 的 地 位 和 自 十 有 尾 运 之 便 的 陆路 交通 ,商业 之 评 
六 居 于 四 川 其 他 城市 之 上 。 1876 年 清朝 与 英国 订立 了 烟台 条 用 ， 开 重庆 为 通商 口岸 ， 
1895 年 清朝 又 与 日 本 订立 马 关 条 狗 , 开 重庆 为 商 起 ,其 他 国家 势力 也 相 狼 侵入， 从 此 重庆 

' 便 变 成 帝国 主义 在 西南 区 掠夺 原料 推销 工业 品 的 据点 。 抗 日 战 竺 期间, 国民 党 区 党 引 心 

“ 迁 圣 于 此 ;沿海 地 区 内 迁 工业 的 大 部 分 相 粮 来 此 集中 ， 钢 铁 、, 机 器 \ 化 工 \ 熏 绫 等 工业 得 到 
THERE PEAT A, AD Wie) 100 万 以 上 。 (REDE RA PMP L 5 
EMERG, CES KO BRR : 
解放 后 ,经 过 对 原 有 工业 的 恢复 、\ 改 建 并 新 建 了 许多 现代 化 工业 ， EARET 重工 业 ， 

重庆 市 的 工业 生产 面貌 起 了 显著 的 变化 ,从 而 改变 了 过 去 重工 业 基 础 清 弱 、 重 工业 与 轻 工 
- 业 缺 乏 联系 ,工业 内 部 结构 不 平衡 状态 ， 汐 渐 发 展 为 拥有 重工 业 \ 翅 工业 多 种 部 四 的 综合 
-性 工业 城市 。 目前 工业 在 城市 秀 济 中 占 很 大 比重 ， 1955 年 各 个 部 门 的 工人 加 家 属 在 内 ; 占 ， 
-全 市 人 口 一 御 以 上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末 ;, 全 市 工业 总 产值 比 1952 年 增长 了 223.4695 

! 目 前 重庆 的 工业 以 重工 业 占 优 势 。 工 业 部 门 以 钢铁 机器、 电力、 PRI OL ith oie tl 

~ RE EDR Se, HUA KER SE PLES SE SHE LOU, (9 ASCH 
秀和 日 用 品 等 工业 ;也 都 在 西南 地 区 占有 重要 地 位 。 
重庆 也 是 西南 区 最 天 的 货运 中 心 ， 长 江上 游 最 大 的 物 责 集散 地 。 抗战 前 在 四 es 

EM RSP BR 80% LLL”, MRS, RLS PRE AT A 
商业 的 特征 起 了 根本 的 变化 ,这 首先 因为 本 市 已 不 再 是 一 个 单纯 的 通商 口岸 ;而 是 具备 了 

;强大 的 工业 基础 ,与 本 市 有 经 济 联系 的 各 个 地 区 ,工业 也 在 返 速 发 展 ;因此 ,在 物 关 集 散 量 
-增长 的 同时 ; 志 出 入 货物 的 种 类 与 解放 前 已 有 很 大 不 同 。 现 在 进口 物资 以 工业 融 备 \ 矿 建 
材料 等 生产 资料 为 主 ;出 口 物 次 以 糊 食 、 土 特产 ( 柑 桔 、 猪 梭 、 桐 油 、 莉 材 等 ) 和 本 市 护 产 机 
床 . 电 动机 等 工业 上 品 为 主 。1957 年 重庆 港 的 货物 吞吐 量 已 乒 解 放 初 ( 4950 Biba ics. 4) 

上 上， 上 比 解 放 前 1910—1949 年 四 十 年 间 的 吞吐 总 量 还 多 。 

重庆 还 是 西南 区 最 大 的 妇 化 中 心 , 现 在 这 里 共 说 有 重庆 大 学 、 西南 师范 学 院 、 西南 农 

学 院 \ 西 南 政 法 学 院 等 十 多 个 大 专 院 校 。 

1) gXEME “RR”, R69, 1958 年 ， 新 知识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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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SA aT ERY HOHE THK A THE ARR AAS, RSE 
BAK, MEME RET T kai RES, DRA AMEE: 
HE, {ie ESE 7S Bier AR BEE EAH BIE 

pay Hey KIT SYEILS OO, 1957 年 全 市 人 口 近 417 万。 

REI PNRLTETIR NR A ROR: Eom) ERE 
RH, SIR DR IVE PARR OEE LLG FEISS ART Bs IRR 
<—ABALE AKIRA MEAATH AES BH dt SIR LOE BAB eS 

FSS SI IM SH I Ae hc LE EERO I RE A 
: TUL BR PRARSREE PE, RAR RSE BOS , CIE AD at 

Kei ARES AIS, MA, AILS Hee, 解放 后 本 市 - 
工业 的 发 展 速度 较 慢 ,这 多 少 与 本 市 的 交通 位 置 〈 不 在 铁路 线 上 ) 有 关 。 现 有 工业 主要 部 : 
Pie lee AAR 

4. SEP IFS SABE 
| FRE ALES PG PAL PURE ORS By KATH S Bi, LUE. 
域 是 四 川 仅 灵 于 沱江 流域 的 产 棉 区 , 渠 江 流域 为 全 省 芝麻 主要 产 区 BPA 
EEE, KKM AK, 有 多 种 林产 和 音 产 。 地 下 资源 就 目前 所 知 ， DA 
油 最 为 重要 。 

未 区 棉花 主要 产地 是 洗 江 流域 的 射 洪 、 轿 漆 . 途 宁 、 盐 亭 等 呈 , 嘉 \ 汇 一 江 流域 的 西元、 
ASB OR EL BB See HN ER ESR Ee 
WR 812%, FEROS SELMER AA, 位 于 沿 河 冲 积 平原 的 比重 较 高 。 
SEER, 泛 宁 填 地 棉田 占 35 和 左右 ， 这 些 县 党 溢 江 及 其 支流 丐 江 两 岸 的 平坦 ， 耕地 中 
尝 地 天 天 都 分 ,棉田 连 片 2， 南 部 、 关 中 境内 的 嘉陵 江 和 支流 西河 以 及 平 昌 、 宣 汉 沿 河 冲积 . 
tt MESA ELE, 甚 余 棉田 多 中 位 于 接近 谷地 水 田 、 坡 度 10 一 20"、 士 层 肥厚 的 旱 . 
Ht, ERURAET R52 ARK , 已 有 30 一 40 多 年 的 植 棉 历史 2 ;解放 后 杭 田 入 充 最 多 , 在 
其 邻近 的 其 分 还 发 展 了 一 些 植 棉 新 区 ,1958 HARA RB 1949 年 增加 一 倍 以 上 。 
RY SEL eS, LKR 20-30% , RAMPS MRE, Sk, SE 
带 丘 陵 棉 田 不 亚 于 沱江 流域 , SEK AO; ARPES, SASH RB 
雷 耕 地 , 历 男 上 是 个 缺 效 区 ， 因 陛 棉田 向 有 间作 销 食 (玉米 为 主 ) 习 惯 ,1957 .年 实行 间作 的 
仍 占 粮 图 面积 70% LE, 这 对 棉花 密植 和 生长 发 育 不 利 2; 同时 ,前 作 大 部 分 是 小 麦 或 大 
WAVE LA MVR Eee, RMSE, SMS AIPTEK 
AA ZE il SE eR EES AR, MEE AAC AT AR FEHR BD ABR. 
BAAR, SME RIEERS, SHH, RAPA LAKE 

““ 候 、 芋 质 宜 棉 的 旱地 ， 是 本 省 棉花 生产 的 重点 扩展 地 区 ,因此 本 区 棉 产 将 迅速 增长 。 

1) RT HRA HS SAE GR AL SA) oe ae SBE SEARO UR AACR SE BE RAK 5 as 
Famiies 分 (高 出 永田 3 一 5 HABA Ry 8 BE7k ROM, 7y tid BE KK. 

2) SRT BA 4 a4, SHRP CSR A BHR ED 

3) FIfFSESK < 平均 军 产 玉米 60—80 fr ES FARO, MONA FE MD e6—12 jg 

4) Sat AT Dh eb itt 1956 ses AS, NEMA AAD, Pte, WOAH 
ASSEFIBI TE 5 £5 Fa AY HE AE 6.3—12.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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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hy REI A Ne REP 90% DL, SHUR 
AOHIE SES EE eR LIER A Wath) FT PLR EBT 
县 城 及 莲 汉 莲 荣 锁 都 有 机 械 训 花 、 打 包 联 合 工厂 , HAUS RE, 棉籽 油 
全 部 转 重 庆 出 口 ) ,然后 沿 涪 、 嘉 、 渠 江南 运 , 供 输 重 庆 的 原 棉 占 商品 量 的 70 一 80 匈 ， 余 供 
本 区 手工 久 给 或 充 架 棉 用 。 本 区 手工 纺 梭 业 发 达 , 溢 江 流域 全 部 手工 业 从 业 人 员 ( 指 专业 
的 ) 中 , 息 粮 、 针 机 占 个 数 以 上 ,这 类 行业 分 布 在 泛 守 县 城 \ 桂 花 、 栏 江 、 茵 沦 莲 菜 及 射 洪 县 
茂 、 金 华 、 柳 树 等 钱 ， 附 近 都 是 棉 产 集中 区 ， 此 外 在 产 区 少 村 还 有 不 消 以 纺 粮 为 副 亚 的 安 

民 。 所 产 士 布 有 40 6RER OTRAS REA, LRRD, REEDS A 
和 格子 花 布 为 主 , LARK A LEE, 以 途 宁 和 西 面 邻近 本 区 的 三 介质 量 最 
FE, LIE TARR SAAR EK SL, TEE HK BS SIN, DES Fe i SPEAR 

- 江 仓 山 质 量 最 好 ,; 板 面 美观 , 为 市 场所 喜 用 。 土 布 主要 以 当地 所 产 土 纱 为 原料 ， 少 部 分 用 

重庆 机 纱 混 纵 。 手 工 针 积 品 有 毛巾 袜子 、 汗 衫 、 线 衣 等 除 自用 以 外 也 有 一 部 翌 往 本 省 其 
他 区 域 和 贵州 北部 地 区 , 现 产量 只 及 市 场 需要 量 的 60 多 。 WAP ARK RS RR 
TOMY HEE AS , RE PG RSE SEE EE, PRED BLS 
工 操作 , 工 在 棉花 增产 的 基础 上 , RE Ra PU RRL, 以 满足 附近 地 区 

对 息 粹 品 需要 ,消除 目前 与 重庆 间 原 料 和 成 品 的 往返 运 埠 现象。 
， 洪 江东 支 通 江 下 游 及 宣 汉 至 邻 水 公路 沿线 是 本 区 也 是 四 川 茸 订 的 集 申 产地 ， 产量 最 ， 

多 前 傅 灵 为 大 竹 、 达 县 ,渠县 、 邻 水 \ 重 汉 , 此 外 南江 ( 兴 江 西 耐 支流) 流域 的 巴 牛 产量 亦 多 ， 

以 达 县 大竹 、 渠 县 三 地 击 为 产 区 中 心 2, Mee, 麻 地 一 般 分 布 在 海拔 400 一 600 
汪 的 丘陵 坡 蓝 和 士 层 深厚 的 向 阳 坡 地 (坡度 20° Ze AT), EEO EL, 单产 为 全 
省 最 高 ; 品 厦 以 达 县 白 麻 、 大 省 黄白 麻 最 好 。 本 区 芝麻 种 植 历 史 悠 久 ， 大 竹 、 达 县 有 不 少 

50 一 100 年 以 上 的 老 麻 地 ,解放 以 后 ,在 老 麻 区 用 分 兜 、 在 新 麻 区 用 种 子 繁殖 欢 法 扩大 柱 

麻 种 植 ,1958 年 麻 地 面积 已 起 1949 年 增加 一 倍 左 右 。 渠 江 流域 还 有 不 少 适 合 植 麻 的 环 
Si, eR 2A 600—1,000 RH KW BAK EK KES SAE RATS 

BRE RAT, EE Ei FR 1,000 炒 左 右 的 麻 地 ， SE FEE Be 200 i 本 

因此 今后 可 作 较 多 的 发 展 。 

现在 所 产 鞋 麻 由 当地 工业 和 民用 被 少 ， 只 有 少数 项 量 差 的 在 大 答 、 BITC BA 

RES RARE SLAG SKE R AR EK BB, ER hap ee 

昌 和 荣昌 外?, 余 均 运 往 苏 浙 和 出 口 ( 出 口 量 占 本 区 芝 订 收购 量 的 40 一 50 匈 )o5 

Be i Ai BE TL eI YE FE FE AB IDB ERA, ASS, SHEA 
江 流域 的 巴 中 产量 最 多 ， 公 区 产 蔓 量 合 占 全 省 的 60 (RRMA SA 50%), 
桑树 分 布 很 分 散 , 堆 星 栽种 在 海拔 500 一 800 米 丘 陵 低 山区 的 田 坎 、 地 边 、 宅 竺 ,嘉陵江 及 
HRA R ARE RA, 也 都 癌 种 作物 。 喜 、 沙 二 江 流 域 是 公 省 委 轩 业 的 重 
AURA , 02 1954 一 1957 年 期 间 ,嘉陵 江 流 域 新 坊 受 树 郎 达 一 亿 株 左右 , 沽 原 有 桑树 栋 
数 4 倍 以 上 ,党 江 流域 发 展 也 很 快 ,新 焊 桑 四 五 年 后 序 可 采 叶 人 猥 委 ,一 部 分 老 桑 树 由 于 进 
行 了 整枝 、 除 虫 ̀. 施 肥 等 工作 , 产 叶 量 也 有 了 增加 ， 因而 委 茧 产 区 的 缺 叶 情 况 今后 可 逐步 得 

1) 主要 产地 为 达 县 城郊 、 ALEK AYE 上 的 赵 家 、 石河 、 六 人 城郊 ; STG ART TE Fe ES» AT 
TRE EGR 

2) 2B FSR eT pee Te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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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e, RH MPH , wes Pes, 1995 年 以 后 , Bune 
RSRENG LAMAR CHT RAMAN, AN RRA RAI AEW ORAS 
病 ,通气 排 湿 等 蚀 养 技术 ， 委 的 死亡 率 也 还 步 降 低 ， 每 张 盘 种 平均 收藏 由 20 一 22 PHOS 
36+38 斤 。 各 地 所 产 委 茧 , 喜 陵 江 流域 的 集中 到 南充 、 关 中 ， 洲 江 流域 的 集中 泛 宁 各 糙 ， 
产量 步 而 过 于 分 散 地 区 则 在 当地 手工 加 工 。 委 煌 部 分 供 重庆 、 ABABA PED, HS 
HO, MIATA AHH RD ET PS SL. 

AORTA RRR IS AE EAS EMTS. 
AAAPHLWRASH, 2S BS TARA DARE , 滩 沟 底部 的 冲田 

PRMD VES “LR, MS KR EMM BE, WEBS 1956 年 在 本 区 
Baas A RE OR BEAM AU SRRE, REPT IMR 
场 田 ; 现 在 种 植 面 积 已 形 缩 小。 小麦 大 部 分 是 舟 田 的 冬 作 ;, 余 与 棉花 、 甘 暮 、 玉 米 等 作物 换 
荐 。 杰 区 甘 昔 产量 多 , 灭 、 七 百 米 以 下 丘陵 区 旱地 夏 咎 年 有 70 多 左右 种 植 这 一 作物 , $Y 

~~ WARMERS, 今后 面积 将 缩减 ,由 于 水 利 建设 的 开展 , ROMER HK 

箱 稻 谷 ; 而 主 质 好 的 正在 改 种 棉花 ,芝麻 等 经 济 作物 ,同时 随 着 人 民生 活 的 改善 ,要 求生 产 
更 多 的 竹 糊 ,而 陆 稻米 质 好 ,在 土质 肥厚 保水 力 强 的 红 车 地 都 可 栽种 ,单产 也 不 低 ,今后 也 
将 占用 一 部 分 种 植 条 苟 的 耕地 D。 

本 区 东北 部 山区 农 、 林 、 牧 副 产 在 当地 国民 经 济 中 居 重 要 地 位 ， HARK BREN A 
iB, HPAI a RES, 大 部 分 产 于 八 、 九 百 米 以 下 的 低 

_ 卫 区 。 画 区 草料 丰富 , 养 兹 业 也 很 发 达 , 年 有 耕 牛 调 往 本 区 中 西部 南充 、. 途 宁 等 地 和 大 量 
生猪 \ 咸 腊肉 和 火腿 供应 重庆 等 地 和 省 让。 开展 多 种 副业 烃 营 ,为 今后 发 展 东 北部 山区 径 
许 的 重要 一 环 。 

在 四 川 贫 地 各 区 中 ， 本 区 现 有 工业 基础 比较 薄弱 ,就 全 省 求 届 ， 有 重要 意义 的 工业 部 
FABRE RRO AS, SHO, AL EL IL SO, 
JPEN ARES , SE RAR CBE ACHE) BERL IAS, ETT UR ALSK, SEREA SMO, EIT 
HRA LL, 近年 在 达 县 一 带 正 著 手 建立 中 小 型 钢铁 冶 炼 业 。 AKO 
原材料 种 类 多 ,地 上 资源 已 如 前 述 , 中 南部 各 县 的 石油 和 煤炭 ,嘉陵 江 的 水 方 ;经 探勘 都 有 
IRAE ALS UE eB BA IL RBS, WR, 
ANE Re Be TRE eS T RARE, AR. Be RAR 
it GRR INSEE ARE ESI 0 

“SFR Pa Be A SE ASE eS FE BE A SANA I se ph vis MEO PRANK I 
MT BERR, fT REA AR Fe Ua) BE ES I 
始 兴建 ,本 区 将 普 先 成 为 我 国 西南 地 区 石 泪 的 重要 产 区 , ARORA, 还 
Hee UUW RIE RSS, Se a RK EK SE 
ZUEMHAD BAKA BERS, 分 运 成 本 高 , 还 未 进行 大 规模 开采 。 嘉 陵 江 水 能 藉 善 
Mik, 芒 深 亭子 口 、 莲 安 金 滩 水 电站 将 来 建成 后 , KRIBKEMB DHEA DAE 
法 提供 丰富 动力 , 井 可 根本 改善 嘉陵 江 的 航运 条 件 和 沿江 农田 的 灌 浙 状 驶 。， 

1) Bangs RRSP 1927 年 六 下 好 由 到 引种 陆 稳 (旱稻 )， 过 去 种 逢 面积 不 大 ,1956 年 起 由 辽宁 引进 安 东 陆 

秘 , 在 南充 \ 商 中 、 仪 跑 、 渠 县, 大竹、 达 且 等 地 哉 种 ,耕作 管理 壕 好 的 ,得 到 每 雷 400 斤 的 产量 ,南充 市 郊 1954 
秆 的 丰产 邮 ， 亩 产 530 多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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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本 区 主要 交通 线 大 多 南北 礁 贯 ,航道 与 公路 呈 局 骨 形 交 会 于 重庆 ;是 本 区 契 大 部 分 办 
出 和 物资 的 通路 ,横贯 东西 的 两 条 公路 绪 ( 由 南充 东 径 大 竹 至 万 县 , 西 轻 涂 宁 至 成 都 ;由 南 
部 东 轻 巴 中 、 达 县 至 万 县 , 西 烃 赴 亭 至 三 台 ) 货 运 量 不 大 , 作用 限于 区 段 运输 ,基本 上 是 各 
QE ARR MI ES PR A AY, BERL ELL Tw Ee, 
HE, 三 江 不 少 支流 也 能 通行 小 木船 , AGS ER ER BE “ 
运 量 的 80% , ESRI 70% Fees KPO TALS, BERT EAR A, LT 
棉花 , 渠 江 流域 的 芝麻 、 生 铁 , SRE TK, De Rak 
资 。 由 重庆 运 大 本 区 的 工业 器 材 \ 布 正 \ 百 货 等 经 水 路 上 运 的 也 比 公路 为 多 。 万 县 是 本 区 
第 二 个 对 外 货物 的 吐 条 口 ;经 公路 承运 本 区 东部 大 竹 ̀  达 县 , BRAD, Wo, 
宝 成 铁路 上 的 义 阳 、 广 元 也 转运 本 区 西部 和 北部 射 洪 \ 盐 亭 、 通 江 、 UL, ARS 
工业 品 。 REN ERR AEE FE TRE, EE SIR AT 
TUS RHE Wh BRE, HEL Ny FHL A ARATE X ie. 

南充 、 合 川 \ 途 宁 、 射 洪 和 达 县 是 本 区 主要 城 钱 。 其 余 水 路 与 公路 交点 如 南部 ,途安 周 
口 、 武 有 旺 ( 沿 口 )、 途 宁 桂 花 ,大竹 . 巴 中 南江 沙河 ,水 运 交 点 如 渠县 、 RBS, 水 运 起 点 如 
宣 汉 南 组 \ 万 县 罗 文 等 场 锁 ,经 济 也 比较 发 达 。 

南充 位 居 嘉 陵 江 航运 的 中 点 , 南 至 重庆 通行 输 船 ， 北 至 广元 通 木船 ,公路 四 达 ， 1950 年 : 

发 市 , 售 为 川北 行署 驻地 , 是 四 川 委 蔓 生产 和 轩 移 工业 中 心 , ARMAS FORD 

33) HAAG FED o SBIR. BI ILS Lib ee RS, S IL Ee 

ABP RA IEF RRD TL SEE ALR HPD BAGH, MTL WARISA. 
分 南 运 重 庆 。 本 市 为 川北 猪 桶 主要 集散 地 , 猪 材 厂 是 本 省 大 厂 , 产 品 主要 供出 口 。 AB 
区 石油 资源 丰富 ， 将 来 炼油 及 有 关 副产品 加 工 工业 可 能 成 为 这 个 城市 的 男 一 主要 工业 部 
Fl, 1957 年 全 市 人 口 20 万 ,与 宜 圭 和 内 江 二 市 相当 。 3 ae 

合川 当 洲 江 入 嘉陵 江 之 口 ,东北 距 渠 江 口 狗 7 BE, RBA TASES 
嘉 卫 江 流域 不 少 物资 在 此 换 船 转 了 ， 商业 很 为 繁盛 。 解放 后 兴起 了 许多 由 小 型 工 其 中 
DUR VE RIL HR RAL IB CRT 

BF SIC AE Kaze ihe et ark, EEL PE RSS ATES — RAR | 
BPE AS, FLL BED, EERO A RCA EAT nee 

ia FU Fe BSL. 
SBE He ANB) SI JN PAR ADE Ha EET BR, 15 Ji Rati | 

Sia LOBE T PW LRU be 
达 县 为 渠 江 流域 最 大 的 城市 ， 位 于 渠 江 支流 通 江 与 重庆 至 万 源 公 路 交点 ， (EE : 

中 南江 的 公路 现 已 筑 成 , 并 将 向 西 展 筑 至 广元 ,， PRBS AMAR, 目前 工 

| MESES PUR, PRLS LY PARK 现 正 利用 附近 煤 铁 和 将 7 SSE % 

大 的 钢铁 冶炼 厂 和 肉 类 加 工厂 。 

5. GA, EUR 
(FPO AHAS, LA GMAT, TRIAS PT 

i A ZRAE ee SK, RT RR PAR ARTE AE, WX 1,500— 

2,000 米 , 东 面 和 南面 的 巫山 和 武陵 山海 拔 1,000—1,500 米 , 各 山岭 除 狭 窗 谷地 地 形 平坦 、 

sa 88 。 



Pere 中 上 部 均 很 陡 ie A 上 交通 和 耕作 业 发 展 受到 二 定 影响 。 但 Bil 
坊 为 复杂 的 自然 条 件 则 便于 开展 多 种 匈 营 ,区 内 广大 出 地 气候 温 湿 ,多 云雾 ,少见 风 雪 
稳 济 林木 的 生长 有 利 , 桐 油 、 茶 油 \ 柏 油 、 生 滚 产 量 均 占 全 省 各 区 中 的 第 一 位 。 

本 区 赫 地 多 分 布 于 谷地 或 山地 斜坡 上 ;旱地 比重 很 高 ， 坡度 也 很 陡 ( 北 部 旱地 坡度 30 
~ 240° FFs 南部 略 缓 ,但 亦 达 15—30°), FLAK AMT ES, 长 江 沿岸 奉节 、 =H FR 

I) ARRAS UKE, 
与 盆地 内 部 各 区 比较 ,本 区 耕作 业 特点 之 一 是 作物 构成 比较 简单 。 全 区 作物 面积 中 ， 

IKEA 90% ， ERE LAA EK. AP TENE 800 KROL A HER EL HH 
7k FA 23 SER} AS CRESS» SDE RAR De A EK BELEN 

, 坡 旱 地 , 则 普 衣 年 种 一 季 玉 米 ,间作 黄豆 , 故 本 区 为 省 内 玉米 .大豆 产量 最 多 的 一 区 。 玉 米 
KEG RAD BABE TES MEE. LK BRAT 70 CLE. | 

by THAKUR A, TEER A eS BEE 
' 米 地 坡度 在 25° VL LARP ASSL E, Ch aa, RELY 
7K, BE. 丁 阳 等 号 低 山区 的 部 分 玉米 地 则 开 妆 改 种 陆 稍 ， $27 UR SL BE 

Ae RS ERE LL EAE , EH RELA MARE, HATE 72 LAE ABD. BEVEL 
中 著名 特产 为 榨菜 ， 产 于 长 江 沿岸 涪陵 、 丰 都 ,长 寿 三 县 ,多 种 植 在 排水 良好 的 丘陵 地 上 ;9 
月 初 播种 ,播种 一 月 后 移 栽 ， 型 年 二 ` 三 月 收 ， 与 玉米 大 豆 换 荐 ， 通 常 雷 产 可 达 1500 一 ， 
2,000 Fro 50 年 前 本 区 的 棒 菜 即 销 全 国 各 省 ， 现 在 万 县 、 丰 都 .涪陵 都 设 有 榨 茉 加 工厂 ,但 
由 于 前 几 年 着 重 发 展 类 食 作物 ,种 植 面积 便 一 度 短小 ,为 了 满足 国内 人 民 的 需要 ， 现 在 榨 
EPH ORE SMa eye SS A ALOE DARE PE i 发 展 条 件 : 
现在 沙 奖 江 两 岸 奉节 开县、 巫山 : 巫 滩 等 县 已 经 利用 一 部 原来 种 西汉 作 的 乒 苇 坡地 扩 笨 

AE BEWARE RAMSAY AE hie . | 
KTP LUE AREER TE, MUP ARE 

OCA. WUE 6. RM BTA Reo, RB 
AYA SN RECEP EES, BPO ek BM 5 RES, He D1 
Wh) Ra rk RESALES SOTERA, ， 
Hie, ROVE PASE AEE ST ESE BA, PSK BEM RK 
DEER, MRA OS SE, RR E RRA REE 

AR TF ea SAE HE IG OR BS BN 1,600 & HEFT 

In Hh SEE RIEL BBA TUE, FH TR. a 
SAMBO R L, RE GT WOT BEA. PCRS ERA 
调 油 先 运 集 袁 水 、 涪 陵 , 然 后 集中 万 县 外 调 。 外 调 量 占 产量 比重 很 大 ， 桐油 一 般 外 计量 即 

. 占 产 量 的 80 多 以 上 。 

ABU Ae EE RES, ER TS FA MIE 600—800 KAS 
低 了 地带; 其 中 城 口 占 全 区 产量 的 大 牢 。 本 区 拟 产 茶叶 以 青 毛 茶 最 多 , 季 茶 灵 之 。 现 仅 城 
互 \ 万 县 发 有 小 型 茶叶 加 工厂 ,茶叶 克 初 制 后 ;天 部 分 运往 重庆 复制 。 

长 江 及 其 支流 沿岸 20 公里 以 内 的 低 山 迫 陵 地 带 , 士 质 肥 厚 , 交 洗 方 便 , BU 

1) 各 彭 水 县 酒 桐 、 油 荣 , 生 滩 \ 饲 粕 等 经 济 林产 的 收 太 占 农民 全 年 总 政大 的 4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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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T SOMERS TH BZ EE AEE TH AK, (KA 

远 不 及 江津 地 区 和 集中 , 仅 万 县 \ 开 县 稍 有 成 片 的， 因而 还 大 有 发 展 的 余地 。 柑 桔 的 品质 虽 

不 及 江津 ,但 因 加 强 了 权 营 管理 万 县 \ 开 县 现 所 产 柑 桔 部 分 已 合乎 出 口 规 格 , 开 冯 销 往 国 
外 。 ns 

本 区 交通 运 轰 以 水 运 占 主要 ， 长 江 和 和 饥 江 是 本 区 水 路 运 态 的 两 大 干线 。 由 于 近 几 年 
AULT T HE EE Ce, BR LEK. SEERA. BI 
LARK ERA SS IN ALE, She GEE EME 305 A RAAT 
ME , SSEAPTSRE BEN, ASAE ANAS ZS REE EL BY WS AC AY, JA EUS ee ST, 
TRE TERE PRE A Ss, ROOM, 本 区 陆 上 交通 情况 也 有 了 很 天 改 
善 。 主 要 公路 禾 有 :万 县 向 西 绝 大 竹 至 重庆 (大 竹 西 经 南充 可 通 成 都 )\ 万 县 向 东南 至 旦 西 ， 
利川 ,中 外， 万 县 至 城 语 \ 万 县 至 达 县 公路 亦 将 建成 。 川 汀 公路 (重庆 至 湖南 沅 陵 ) 横 穿 本 
区 南部 ,在 败 江 有 公路 通 湖北 辕 施 。 山 区 物 喜 运 坟 过 去 向 侍 人 背 、 局 耽 ， 近 年 天 讲 条 已 广 
活 修 建 ,一 些 区 县 已 实现 了 车 子 化 。 

ARK BRAK BS AB LL ae HT, 柏油 、 A: VG TE KEE SLE PL BE 
AMINE A WEES WHS CR ETI EES EM BRR BR BI 
HY HEA WEE, BOKER, Ty ELAS TS a BE SEE eth CHA, PSE 
BE Hib APE WT Fi US LER) , ARSE AGE AAR OS A DU EI 
ALLiBKEDH BRE, AMMA TE RBS T. Les, 如 黔江 道 水 Les 

| 顺水 下 运 货 运 量 成 一 与 三 之 比 。、 

“本 区 城 钞 多 位 于 长 江 沿岸 ,其 中 较 大 的 为 万 县 和 沙 陵 。 
万 县 地 当 川 东 水 陆 交 通 要 部 ,不 但 是 是 长 江 宜昌 至 重庆 间 和 的 中 途 洪 ， 而 且 陆 上 还 有 公路 

SEERA HE, 1957 年 全 市 人 口 近 12 万 。 

万 县 是 在 帝国 主义 势力 侵入 四 川 之 后 发 展 起 求 的 。 20 世 抑 初 万 县 是 一 个 以 土 转产 、 
棉花 集散 和 粮 布 为 主 的 商业 和 手工 业 小 城 。 川 江 通 行 轮船 后 ;万 县 开 姑 设立 由 日 、 英 帝国 
主义 操 故 的 海关 (1915 年 ),20 年 代 起 大 量 收购 桐油 、 豆 类 、 猪 惨 等 工业 原料 ， RET 

SESE TM, EELS 0% so JUN) SBS SEE SUNT, JGR Je BSB 
Dy SARE SAR > LPM SCRE, LAS ES IT EUR, 
在 1925—1936 年 的 十 二 年 间 , 从 万 县 输出 的 桐油 就 占 四 川 全 省 出 口 量 的 65.62% ， 
出 口 量 的 27.34 匈 ,桐油 最 高 出 口 量 售 年 达 40 万 担 。 抗 成 期 间 ， 虽 然 上 海 . 汉 口 和 其 他 地 

”区 的 一 些 近代 工业 如 沙 口 兵工厂 湖北 麻 粹 厂 、 华 元 造纸 厂 、 湖 北 机 器 厂 \ 江 南 造船 厂 迁 来 
万 县 ,并 利用 当地 原料 创办 了 一些 工业 如 万 新 公司 ( 乱 积 厂 ) ,天 仙 、 民 丰 、 ABB) MF 

FA Ua EERE TB 汽油 的 大 华 烁 洱 厂 等 ,但 大 部 分 是 小 厂 ; Se 

Pye, TE SE RCE RE FEI AS AR ARE 

解放 后 万 县 不 但 改造 为 新 型 的 商业 中 心 , 而 且 工 业 不 断 发 展 ， 水 渐 皮 为 生产 性 城市 。 

1952—1956 年 期 间 , 万 县 的 货物 和 旬 旺 量 就 增加 了 三 倍 以 上 ,工业 产值 增长 了 将 近 五 倍 。 

机 黔 北 桐油 等 土 特 产 的 主要 集散 中 心 , 写 的 腹地 东 到 者 西 利川 ， 西 至 

大 竹 、 党 陵 , 南 到 黔 东 北 的 思 南 ， 北 到 大 巴山 区 范围 内 的 二 十 余 县 。 近 年 由 于 港口 仓库 的 ， 

PAE FA = 口 码 头 的 翻修 ， 万 县 港 的 水 上 交通 设备 日 钨 完善。 目前 除 集中 区 内 和 零 东 

北 等 地 大 批 簿 食 、 植 物 油 等 经 长 江 下 运 支 援 其 他 省 份 外 (其 中 锈 食 占 70 一 75 色 )， 还 接生 

* 90 。 5m 

和 了 



OK 上 海 ,武汉 .广州 .天津 ,重庆 运 来 的 日 用 百货 , 棉 秒 棉 布 ,食盐 等 发 浴 区 内 各 地 及 渠 江 中 上 ， 
BAM BADGE, 在 集散 各 地 货物 中 ,水 路 货运 量 占 到 货运 总 量 的 50 多 以 上 。 

万 县 工业 以 手工 息 秩 和 制 革 业 较 有 基础 ， 解 放 后 这 里 新 建 了 鲜 头 厂 和 生产 骨粉 及 显 
数 肥 料 的 工厂 ;对 原 有 的 造纸 、 榨 油 、 类 食 加 工 、 印 刷 等 厂 也 进行 了 扩建 。 

，， 洲 陵 位 于 团 江 与 长 江 的 交汇 处 ,是 黔江 流域 簿 食 、 桐 油 ` 五 格子 、 莉 材 、 漆 蜡 . 柑 桔 的 集 
“ 散 地 ,为 区 内 第 三 个 货运 中 心 。 工 业 不 发 过 ， 目 前 仅 有 粮食 加 工 \ 农 具 制 造 等 部 门 。 人 入口 
WIG. 3 | 

| 6. fs FR th K 

{i= PARAS OS FRAL Dy , HOS EC ANE IL LU, RSE AE, PU Se 
芍 主 要 通道 。 区 内 接近 成 都 平原 和 洁 江 沿岸 有 小 片 平原 ， 其 余 均 属 丘陵 和 山地 。 本 区 平 
原 和 丘陵 地 适宜 于 发 展 棉花 和 委 煌 生产 ,西部 和 北部 铁 , 煤 有 一 定 储量 ， 并 因 有 宝 成 铁路 
连 楼 省 内 处 各 地 ,因此 +- 些 钢铁 \ 机 械 制造 工业 正在 着 手 进行 建设 。 

目前 赤 业 在 未 区 轻 济 中 仍 占 主 要 地 位 5 耕地 面积 中 旱地 多 于 水 田 ， 水 田 所 占 耕 地 比 
重 低 手 四 川 盆地 内 部 各 区 ,耕作 技术 也 不 车 盆地 内 部 精 租 ,各 项 谷物 单产 较 低 ， 这 是 与 本 
区 劳力 比较 缺乏 有 关 的 ， 本 区 每 一 农业 人 口 平 均 赫 地 接近 3 亩 ， 不 仅 比 四 川 盆地 各 区 

， 工 5 一 20 亩 为 多 , 且 多 于 雅安 或 西昌 地 区 的 不 到 2.5 亩 ,西北 部 青川 \ 平 武 .北川 \ 广 元 等 县 

- 劳 方 更 感 不 是 ,只 有 南部 宝 成 铁路 沿线 的 罗江 、 米 阳 、 渤 彰 劳 力 较 为 充 符 。 现 陆 乱 由 泛 宁 

一 - 带 人 口 稠密 地 区 调和 劳力 ; 此 外 ， 在 工农 业 和 运输 业 进 行 各 项 生产 工具 改革 , 亦 为 一 项 
远 服 蓉 力 不 足 重要 的 并 已 正在 逐步 实现 的 措施 。 

棉花 是 本 区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经 济 作物 , 目前 本 区 棉花 产量 占 全 省 比重 虽 小 ,但 在 本 区 播 “ 
种 面积 构成 中 , 却 为 最 主要 的 经 济 作 物 。 棉 产 现 主要 分 布 于 涪 江 流域 的 三 台 、 中 江 等 县 ， 

RARE, 粮 田 较 集中 ; 青川 、 平 武 . 北 川 , 旺 营 、 昭 化 \ 广 元 等 县 为 近 几 年 发 展 的 新 棉 区 ，， 
.棉田 分 散 。 本 区 秋季 较 盆地 办 部 干燥 ,日 照 充足 ,同时 地 近 沙 江 、 嘉 陵 江 中 游 产 棉 区 ,便于 ， 
取得 技术 支援 ,为 双 省 棉 产 重点 发 展 的 地 区 之 一 。 目前 区 内 棉田 单产 不 高 ; 痢 棉 区 尤 低 ， 
-无 葵 在 扩大 面积 或 提高 单产 方面 都 存在 有 百 大 的 淤 力 。 

MAPA RUK RAAT" AEA, 1925 fee, HELE, OUR MES RES 万 余 
ARAMA Bt. PMNS CREM. MH HIRE 
RAT BRS, 424i Bae Pe BK SA, ZEISS SE 
SAB fh 3h BS WE eT AW, 并 普及 了 改良 香 种 , BRR 

“ 量 已 比 1949 年 增长 了 好 几 倍 。 SABA LOR BIT A PL I RK 
”部 已 经 宫 老 ,新 植 桑 倚 在 幼 龄 , 桑 叶 来 源 不 足 ,每 年 仅 能 养 委 二 季 , 茧 产 不 能 满足 御 阳 和 三 
BUR DL MIE, Abs Se ES 
A RERIAE AKL SY ARM RIS, FEILER ABS 
BALTES, | 

茶叶 前 90% EBD HEAL JI, ZEEE S BEE 35 一 45" 的 低 耻 丘陵 地 ， 向 以 生产 
边 茶 为 主 ,目前 边 茶 占 茶叶 总 产量 的 70 % MUSE 30%, SRR IRR LA ed 
ame 在 北部 海 执 800—1,200 KATHE TIE REA 

区 是 省 内 附子 和 : ae ere EMA 60% ERIE SL. BP 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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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RARNBHNES EM ILS MBAR BECKY RL ANSE, MH 
FF fh 1924 FER PEER SESE. ee ER ER EES, ee 
Heh — Se SCARY AEP ILRARK ; 

$64 0 3 OL PR DUA SEK BE EE, Anon TRE 
Hi, AMT RAMA S AA ee, MAM APARA I, 
FFE RE SR PERE A IS BE BED HARK i, SRA see. E 
RATA BAC EB EPS APR ALIN SI EBSA BH, RARE 
FL, BRM AER. ABER, CAS ERP RAE 1,200—1,500 2K HEE 
20—50° MUSES, ABD BEAU E DESI HE AE SEL FP HEA NE ESE AER ACHE 
面积 ,着 重 提高 单产 。 > 

ARE Hy PLGA TS HS PERRI IC SIAL EA BATES 
BIBS J FC LG. A APRS ER DE RET BURT AR, 1A ES AE 
矿产 采 冶 长 期 不 得 发 展 ; 基 本 上 没有 现代 化 工业 。1952 年 宝 成 铁路 动工 修建 后 ,这 里 前 略 

， 铁 和 煤炭 工业 发 展 很 快 , 现 除 原 有 的 旺 车 广元 、 江 彰 等 地 年 产 数 百 吨 的 小 型 詹 矿 和 广元 、 
嘉 川 ( 旺 芒 )` 药 山 ( 厂 元 )、 安 县 、 昭 化 等 小 型 煤矿 外 ， 国 家 已 于 1958 年 着 手 在 江 萌 建立 具 - 

有 相当 规模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1958 年 内 一 座 包括 采矿 、 PEGE BL PRAISES 5 万 吨 的 小 型 联 - 

合 钢铁 企业 首先 建立 ) , 井 将 建立 利用 钢铁 、 煤炭 工业 副产品 为 原料 的 化 学 工业 等 卫 是 三。 

江 彭 附近 地 区 铁 矿 资源 丰富 , 仅 青川 、 平 武 一 带 储 铁 序 达 数 亿 吨 》 广 元 ̀ 旺 营 盛 产 煤 , 因 之 
江 袁 钢铁 工业 的 原 燃料 条 件 非常 优越 。 EET TDR RI AAR A, MLA 
FR a, TE AE BEE AS WY AE“ AE 
HK MRE RAR EP, tamale cela aie 

泛 守 至 重庆 ,此 外 ,广元 向 东 烃 旺 营 至 渠 江 上 游 的 南江 ， 江 朝向 西北 轻 平 武 至 阿 绅 茂 族 自 ， 

治 刑 检 潘 \ 刷 经 寺 等 地 的 公路 也 在 建 役 中 。 在 区 内 自 西北 向 东南 流 欧 洲 江 和 袁 陵 江 则 分 ， 

别 在 江 彰 \ 穆 阳 \ 昭 化 广元 与 宝 成 铁路 水 陆 联 运 , 大 和 致 东 起 旺 车 、 营 滩 、 三 台 : 西 至 阿 组 藏族 ; 、 

FE IT IR BP IE Fe LR Be LORD EPL RPT RE, 
HE BR ERE RULES AS IAT RUB DWE, ETE RAB 

$5 VA eK ASS A AZ EK, BACAR AB LIS SFC 

{SFI MRE ILMSAD , BRR SGA RMR, BRM LA 
WWE, ARK, BLS 万 人 口 ; 其 中 工商 业 人 口 占 三 分 之 一 。 目 前 工业 以 法 . 
烁 最 为 重要 ， 随 着 附近 各 县 养 乔 业 及 棉花 生产 的 发 展 ,还 有 条 件 建立 炉 碎 及 棉 生 夺 工 业 。 

_ 江 彰 位 于 洗 江 与 宝 成 铁路 交点 ,是 平 武 .北川 等 县 萝 资 集散 地 ， PIE AER AE OS BR % 
Fh. AYE. Hy TY TE FE RE RE EI SA UT 

SFC EIN BREE APS Se ee PE ES ak BS MASS ALLE, 

PBOS JIC ITO ABA RE BEER OK FAL ERS OR 

7. 阿 规 地 区 

” 素 区 位 于 四 川 釜 地 的 西北 方 ,西部 高 原 的 东北 部 ,范围 与 阿 组 藏族 自治 州 一致 ee 
济 特征 , 公 区 可 分 为 南北 两 部 , 北部 即 南 坪 、 刷 经 寺 、 十 墙 以 北 为 以 收 业 为 主 的 地 区 南部、 
则 为 以 农业 为 主 地 区 ,二 考 问 相 邻 搂 的 为 雪 收 业 交 错 地 带 。 示 区 森林 责 源 丰富 WR E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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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LATE 2S TTL BATE LIA, nd ESSE HN EAT AR RE 本村 与 性 
畜产 品 同 为 本 区 对 外 提供 的 、 占 首要 地 位 的 物资 。 

藏族 狗 占 全 区 人 口 总 数 的 60 狗 ,主要 分 布 于 马尔 康 、 绰 斯 甲 、 黑 水 \ 阿 直 、 洲 尔 盖 等 中 

北部 各 县, 其 他 县 份 亦 有 不 少 区 少 为 赢 族 聚居 地 区 。 汉 族 先 占 全 区 人 口 的 30 多 :多 分 布 于 ; 
_ 十 部 及 东北 部 各 县 。 羌 族 聚 居于 茂 注 和 理 县 。 

本 区 农业 生产 随 各 地 自然 条 件 及 民族 生产 习惯 的 不 同 而 有 显著 差异 。 区 内 东南 都 眠 
江 流 域 (松潘 、 墨水 、 理 县 以 南 和 以 东 ) 处 于 青藏 高 原 向 四 川 盆地 的 过 滤 地 带 , 山 聆 重 泛 , 河 

谷 深切 ,相对 高 差 常 达 数 百 至 一 千 米 以 上 , HET WT ,耕地 分 布 分 散 ， (BURR BALE 

鞠 ， 谷 地 一 般 无 霜 期 300 FL BOR 311K), HAH, 作物 大 春 以 玉米 \ 水 舟 ( 多 在 

1,500 RAP) ABDAKSERBE HZ: 海拔 2,000—3,000 米 地 区 亦 可 行 SEK 

年 三 熟 制 He HS IEE. K5S53E, EK ANBEL, 海拔 3,000 米 以 上 的 局 部 地 区 ， 

HUBIFESE IRE, —4E Fh KAUR Lek Rl EAS HO BRAY EAE 

- 相 邻 温江 专区 北部 及 篇 阳 专区 西部 的 山 区 县 份 相 若 ， 作物 单产 不 低 。 

”本 区 西南 部 大 、 小 金川 及 梭 麻 河流 域 及 北部 收 区 个 别 河谷 地 带 ， 则 具有 明显 的 高 原 家 

业 的 特色 , 作 易 硅 长 期 短 , 仅 小 金 . 大 金 少数 谷地 种 小 春 , 行 一 年 一 施 制 。 其 余地 三 一般 在 ， 

PRR SA PDE Ae) He BEKELE, PARI, BT 
4E APOE BEBE, EK NE REFEKS, BR ERNE AGHAE 
主要 精 信 作物, 现 产 量 还 不 能 完全 自给 , 需 由 成 都 、 灌 县 、. 彭 县 补充 ,但 数量 不 多 ， ALE 

HRREAE, KEMPWTMRD , LKB A WR LSD BAH 
$5 7a, LA SEAS AR BOT ALE KA EAE , 西 与 甘孜 藏族 自治 州 的 色 

Sk SEP UE BA NGOS Hh TK A AE PEAS TE 3,000 KUL, HLS ， 

ASUS) AoA AT BOER 1,120 万 雷 。 BORDA AA CaF SE ROSE 
EEEDAS AKACRAUMES, WORBE Z, DRA ROR, BSL 
力 牛 \ 丹 年 \ 忆 及 绵羊 为 主 ,其 中 若尔盖 唐 克 大 马 品 种 优良 , 怠 名 公国。 放 收 方式 为 冬 春 定 
居 的 合 游 收 ; 每 年 11 ABKES 月 在 谷地 避风 处 定居 ,性 畜 早 出 晚 归 ， 在 附近 放牧 ,而 夏 
秋季 则 往 面 地 游 收 ,11 月 返回 冬 场 ,一 般 夏 营地 距 冬 场 数 十 公里 , 牧区 南部 接近 农业 区 的 
地 带 ; 已 开始 实行 定居 游 收 。 牧 区 牲畜 饲养 存在 的 问题 是 冬季 棚 圈 琶 备 倚 不 普 台 ， jae 
少 ,种 公 辫 缺乏 , 音 堆 增殖 受到 限制 ; 近 一 \ 二 年 这 些 情况 正在 逐步 改善 。 

黄牛 、 屿 、 坚 、 山 羊 和 猪 主要 分 布 于 中 南部 农业 区 和 农 收 交错 地 区 ， 主 要 为 耕作 业 服 
务 , 一 般 为 舍 饲 , 因 无 较 大 片 的 收场 ,草料 比较 缺乏 。 

本 区 森林 面积 占 全 省 将 近 30 % , 除 2,500 米 以 下 占 面积 不 大 的 人 针 间 时 混交 林 以 外 ， 
2,500 米 以 上 地 区 多 件 为 以 杉 、 松 为 主 的 针 叶 林 区 ,主要 树种 为 痊 杉 、 云 杉 和 铁 杉 ,而 以 沦 
BARS, 以 岷江 上 游 林 区 为 例 , 在 林木 组 成 中 冷杉 占 73 匈 , 云 杉 占 19 匈 ,各 种 关 时 树 只 
古 69%。 

-中 南部 眼 江上 游 及 大 小 金川 流域 ,是 森林 集中 分 布地 区 , 竹 大 部 分 为 过 油 宁 。 WRIT 
游 杂 谷 河 和 墨水 流域 森林 已 先后 于 1953 年 和 1956 年 开始 采伐 ;天 、 小 金川 及 榨 磨 河流 域 

从 1957 一 1958 年 起 亦 已 开始 采伐 ,全 区 1958 年 采伐 木材 计 达 210 万 多 立方 米 , 占 全 省 总 
. PREM 80 % ， 所 产 本 材 品质 优良 ,有力 地 支援 了 本 省 工矿 建设 。 各 林 区 材积 量 还 很 大 

C9 2 亿 立 方 米 ), 木 材 采伐 业 还 有 很 大 发 展 小 力 ， 但 今后 仍 需 开 展 植树 造林 和 中 地 更 新 ， 

2 PS ue 



AN HIRE PRET UR AS fo A, TAL ATR. eS NPE BBE TE 30°, RRMA A- 

”水 十 保持 ;也 是 一 件 值得 注意 的 问题 D。 
工业 和 交通 运输 业 不 发 达 , 在 解放 前 ;区 内 没有 一 个 现代 工厂 和 一 公里 的 公路 。 现 已 

在 茂 ※、 马 尔 康 等 地 已 建立 金属 加 工 \ 制 革 \ 骨 粉 , 电 力 等 工厂 ,但 企业 单位 少 ,规模 涉 , 工 ， 
业 建 设 还 只 是 在 开始 阶段 。 在 公路 建设 方面 ,于 1955 年 首先 建成 了 成 (都 ) 阿 ( 塌 ) 肥 路 ，， 
SES MRE eT FG EES ARIE VEE Bk FB RIE BACHE SS 
尔 康 经 大 金 至 甘孜 藏族 自 洛 州 的 丹 巴 , 刷 经 寺 经 松 话 、 平 武 至 江 朝 的 公路 也 正在 和 将 要 建 
发 。 目 前 交通 运输 业 以 热 芙 本 区 的 成 阿公 路 为 骨 于 ， 输 大 本 区 的 主要 为 糊 食 \ 工 业 器 材 、 
花 钞 布 百货 和 食盐 ,本 区 再 出 的 以 性 畜 、 皮 毛 、 攻 材 为 大 宗 ， 调 往 青海 果 洛 藏族 自治 州 的 
SBR SAIN a SIR, , 

ASE Se BER BIA FS As HE, PTS AL ESE 
FS AR BEE PLUK AINE, RARE DEM ERA, errs ore | 

磨 河 下 游 ,河谷 寅 ,森林 密 , 周 围 耕 作业 较 发 过 ， 人 口 亦 较 密集 ,为 区 内 此 较 富 靡 的 地 区 之 
-一 ,解放 后 和 逐年 发 展 , 于 1956 年 建 县 ,1958 年 自治 州 行 了 政 机 构 迁 此 以后 ， 发 展 更 为 迅速 ，， \ 

未 来 的 新 市 区 将 跨 梭 磨 河 两 岸 , 除 扩建 郎 脚 沟 水 电厂 以 外 ， ERE SHR 
Thk, BRRRALR SOMA RE, 个 入 至 丹 巴 的 公路 通车 后 ， 局 尔 康 将 成 为 本 区 

交通 要 道 之 一 。 

PE RAR ARE, 位 于 阿 柯 河 左岸 ， 是 本 区 北部 草原 上 的 贸易 中 心 ; 收 区 出 产 

的 茹 材 及 皮草 等 各 种 畜产 品 和 牧民 所 需要 的 茶叶 、 日 用 百货 等 大 量 在 此 集散 ， 青 海 东 南 

部 甘肃 南部 及 甘孜 藏族 自治 州 北部 的 各 族人 民 亦 多 来 此 进行 买 易 活动 。 

刷 经 寺 位 于 梭 磨 河上 游 , 原 为 藏 民 春季 收 妃 ,无 固定 住户 ,成 阿公 路 通车 后 ， aN | 
Fp 2G, Ey 5,000 A (1957 4e ANDRE, 现 州 政治 中 心 > BR ELSERG ARE, 刷 经 寺 仍 ; 

不失为 区 ， le Rete aati iten 

| 8. 甘孜 、 雅 安 地 区 | 
位 于 省 卉 西部 , 除 甘 孜 藏族 自治 州 外 ,还 包括 雅安 专区 全 部 。 SA BER 

a, See ATA ALE REFER UE YE, Ba NSS AS er Cane 

草 ) 和 了 矿产 (如 云母 ) 也 有 一 部 分 在 雅安 加 工 ， HRP BUA LY WA ROR 
BSRRAAM HSH mR, 

本 区 北部 色 达 、 德 格 、 邓 柯 、 iI DIA Wy as ,康定 、 无 龙 以 西 的 其 余地 区 ， 农业 
《主要 集中 于 河谷 地 带 ) 在 整个 国民 经 济 中 比较 重要 ， 但 在 河流 之 问 仍 有 面积 广大 的 高 原 

艇 区 。 大 渡河 以 东 为 四 川 盆地 的 西部 边缘 地 区 ,农业 占 主 要 地 位 , 牧 业 是 农村 副业 。 本 区 

HR, WRZEA Bip SS WREBZE RHI TO (ARNE AE), i . 

WEB AAYs Se A CAA 30 % , PAG LEANN DUDS Fo DR eG Se Ae SE IP 
也 有 少数 藏族 人 民 分 布 。 居 住 在 本 区 北部 的 藏族 人 民 多 牢 从 事 牧 业 , 在 中 南部 地 区 的 以 、 

农业 为 主 或 农 收 策 营 。 汉 族 狗 占 全 区 人 口 的 65 匈 ,区 内 汉族 人 口 有 90 多 以 上 居住 在 雅安 : 
专区 境内 ee er TEIN IA EEG REM AH IRE, RA RRA. 

1) SE ALTE RN 增 大 ,潜水 位 已 有 提高 ,这 与 上 游 林 区 采伐 有 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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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不 多 ,数量 较 多 的 环 族 居住 在 南部 边境 各 县 。 
AVE FRE RAAB BBS RAB, BEVEL 3,000 KUL, HEIL 

UL Ae ASU MSU AL AVATS ES LIRA A, WR, AM 
BRAGA — OPK. BHR MAME AAT 4,000 KAT TAA He, Fe 
100—200 KEG, SEM HGR LEAT, 这 三 种 作物 占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天 部 份 ， 
SAME BSB ER FZ ABO, HTS ARES, RAE IRE TA 

FUT REA BS RAR, SR FR BSI SIL TENT, 
BB 2h Boa He eI i HERE 2,500 KEP SEAL, KR, BE, BEMIS 

| SSyeko eS RMA Be — EME Pe A, ee aR, dB 

边境 牧区 各 昌 因 地 势 高 ， 只 有 德 格 , 邓 柯 少数 河谷 地 方 种 植 作物 。 石 渠 \ 色 达 居民 没有 专 
“办 失事 农 亚 生产 的 ,只 在 最 近 玫 年 才 开 始 试 种 一 些 耐寒 的 青 重 , 镁 麦 , 辕 根 等 ,由 于 解冻 迟 ， 
作物 于 五 月 播种 , 九 月 初 收 ,收成 还 不 很 稳定 。 解 放 前 ,高 原 的 耕作 业 是 极其 洲 后 的 , 松 十 
Faz, 积 肥 施肥 和 中 赫 除 草 只 是 个 别 现象 ， 作物 单产 很 低 , 例 妇 青 牺 亩 产 40 一 120 Fr 

获 量 员 当下 种 量 的 2 一 6 倍 。 解 放 后 与 本 省 其 余地 区 比较 ,虽然 发 展 速 度 较 慢 ， 但 詹 质 农 
FEL SESE FA, 搬 播 和 不 施肥 料 的 情况 正 开 始 改变 ,1957 年 青 称 - 一 般 亩 产 达 120 斤 以 上 ， 
小 麦 夯 二 过 去 的 不 到 百 斤 上 升 到 150 Fr, 今后 随 蔷 各 项 生产 改革 的 实施 ， RAT HSA 

| SME, 
AMER DIE KARE HUT HERES 2,000 KUF, 东 面 接近 成 都 地 区 的 名 eer ah 

”雅安 部 份 地 区 为 大 、 七 百 米 的 丘陵 区 。 这 一 山区 、 丘陵 相交 错 的 地 区 二 地 面积 虽 不 及 大 滤 

河 以 西高 厌 的 十 分 之 一 ,耕地 面积 却 较 之 多 35 多 。 耕 地 大 部 份 分 布 在 1.800 米 以 下 ,其 中 
永田 牛 三 分 之 一 。 稻 谷 为 播种 面积 占 第 二 位 的 作物 ,种 植 于 丘陵 区 谷地 和 徐 坡 的 占 60%，， 
LAPEER SH, 玉米 播种 面积 最 大 ， 与 稻谷 合 占 大 春 糊 食 作 物 总 面积 的 70% , 赫 
作 区 无 霜 期 220 一 260 天 , 赫 地 几 全 部 有 冬 种 条 件 , 现 水 田 冬 种 的 占 一 个 ,旱地 冬 种 的 还 不 
到 40 允 ,提高 寿 地 利用 率 还 有 很 大 可 能 。 Fi PHBA BLES ey DURE wees 
+, BEX, 

ROBY, ACC FISTS ORL eB Fe 内 其 他 区 域 ,而 区 内 西部 高 原由 于 
自然 条 件 和 生产 历史 的 影响 , 詹 食 产量 一 时 还 不 能 大 量 增加 ,因此 大 渡河 以 东 的 雅安 地 区 
在 今后 一 段 时 期 内 ,农业 生产 有 必要 仍 将 类 食 放 车 在 主要 地 位 ， 于 提高 簿 食 单 产 的 同时 ， 
并 扩大 水 春 特别 是 小 麦 的 种 精 面积 ， 以 更 多 糊 食 充分 满足 全 区 需要 。 烃 济 作物 种 植 面积 
HUA 90% , EPR ELIA ALP“ AURTSE TP , 可 利用 部 份 冬 并 耕地 再 作 适 当 发 展 ,还 可 考 
虑 扩展 一 些 花 生 种 植 面积 ,解决 区 内 食用 油 需要 量 日 答 增 长 的 问题 。 

未 区 为 四 川 边 茶 加 工 中 心 , 茶园 主要 分 布 在 雅安 , 楷 经 、 和 名册 800—1,500 SR EER THE 

” 带 5 Dy BR A RAS SE, Ee TE eH RH AE FA ESR ERR AY, SE ESE 

BLAME Fhe 4834 IDABEL Ss ed, SSE ARM RA BOR th He 

过 去 改进 很 多 , 近年 茶叶 年 产量 已 达 5 aH, MIE 20 Jo BRAT IEA 9 

a ee ee HET eS ee 

1) SAVED EY TE BS 4,000—4,200 2k, BAS, FS 3, 700 Hes HAASE EKSE 3,500 
KEK 3,200 米 ARH ES: aie EIA EN? 59—60, 三联 书 店 。 

2) 责 牺 生长 期 110 佘 天 ,小 志 比 青 和 襟 钓 长 什 个 月 , 豆 豆 则 比 青 穆 为 短 。 

。 95 。 



aah. SRS AE BAP LES We PO SEE, See 

“ 鞭 积 量 最 多 的 区 域 ,但 因 位 置 比较 偏 修 ， 目 前 已 经 进行 采伐 的 只 有 青衣 江上 游 的 宝 兴 \ 天 ， 

天 的 企业 ,多 集中 于 雅安 .康定 等 少数 城 锁 , 较 重要 的 是 雅安 皮革 厂 、 BAIL WA 

Le RESHMA, SRE SAHA © 

,河中 游 开始 建立 大 型 的 水 电站 ,今后 发 展 治 炼 业 的 条 件 是 很 优越 的 。 

， 东 运 成 都 (石棉 等 )。 西部 高 原 外 运 的 矿砂 ( 道 征 铁 矿 、 FLL), 羊皮 EE BRN ME 

云南 昭通 地 区 供 答 , 运 办 距离 较 长 ， Pin en} RAR DL ERS, 
PALE ESE EE ORR. 

本 区 拥有 全 省 最 大 的 收 区 ;收场 面积 鞠 达 5 FEHR. K 
内 牧童 除 水 牛 和 猪 大 部 众 分 布 在 大 渡河 以 东 的 农业 地 带 外 ， 集 中 分 布 于 西部 。 高 原 收 区 
alain DUBE G55 0H BA HL ES HERS, WEAR 
SEMVAKENSIOM, GBH LYS ee FERRE 

EH ,黄牛 和 山羊 妈 主 要 分 布 在 地 势 较 低 的 谷地 耕作 区 ， 马 则 为 高 原 地 区 分 布 较 广 的 

乘 默 用 畜 。 收 区 各 类 性 玄 的 放牧 方式 与 阿 坦 地 区 基本 相同 ,只 是 伺 养 管理 比较 粗放 ;不 少 ， 

ERS T Be”, ATM, TRA MET HM , ER BRK, 有 待 于 今后 的 改进 。 

青衣 江 \ 天 渡河 ` 雅 栈 江 及 金沙 江 流域 有 丰富 的 天 然 林 ， 是 本 省 森林 面积 最 大 和 木材 

人 至 和 大 渡河 流域 的 丹 巴 .康定 ,石棉 境内 的 林 区 ， 所 伐 冷 杉 、 云 杉 等 木材 分 别 循 这 两 条 河流 

菠 放 乐山 转运 长 江 沿岸 各 地 。 雅 配 江 林 区 已 开始 开发 ,木材 外 调 数 量 正在 逐步 增加 s re 

现代 工业 在 解放 后 才 开 始 发 展 ， 现 仅 有 矿产 采掘 及 农 冀 产品 加 工 等 数量 不 多 、 规 模 不 

MES. ARGH ALA Sea e. UEAT RRRIR, 成 本 低 ,矿石 含 a 

REE, JARS HRA ARE ME, Tans] taitcc cic ae 

YP BOS WES SA SSR AS Beak, foci SURE, DEL KE . 

川 藏 公路 自 东 而 西 横贯 本 区 ,在 雅安 与 川 音 西 线 连 接 ， 在 东 俄 洛 有 东 巴 公路 通 巴 塘 ，- 
这 些 公路 线 使 本 区 东 与 成 都 平原 西 与 昌都 地 区 、 南 与 西昌 、 泳 山地 区 相 沟通 ， 同 时 也 为 区 
内 交通 运力 的 骨干 ,公路 辅助 线 为 分 布 在 各 地 的 妊 道 ;主要 的 有 康定 至 九龙 康定 至 巴 、 
甘孜 经 新 龙 、 理 塘 至 稻城 ,甘孜 至 色 达 , 马 尼 粮 果 至 石 渠 等 线 ， 默 运 冀 力 以 耗 牛 为 主 , 马 次 
2 PEA AR 50—70 公斤 ,日 行 15 一 20 公里 ;一 黑马 负重 65 一 75 公斤 ,日 行 把 一 40 公 
里 。. 每 罗 对 运 常数 十 至 百 余 头 结 队 而 行 。 昧 运 速 度 慢 , 载 货 量 少 ， FeO BE, . 
RMR A ike BS AZSERR AMHR RENE EAL k 

AK FEA AML SBR ve HE A SS A RR THE Be, Ie A ROS 
Berbaty, ARR ARH AAR RM A HRS EP HER , B SEE CEM IBGE 、 

香 、 具 母 、 虫 草 , 知 母 为 大 宗 ) 等 多 个 在 康定 中 转 。 
雅 疼 位 于 青衣 江南 岸 , 自 此 东南 至 乐山 通 竹 , 木 徐 和 木船 ， 州 藏 、 川 泪 西 大 在 此 交接 ， 

由 于 交通 运输 业 和 工业 的 发 展 ,人 日 已 由 解放 前 的 2.5 万 增 至 1957 年 的 7.2. 万。 ， 
HES a DAE ANS i RG SEM EH SHA BU LI, RK, BT 

建 \ 改 建 了 汽车 修配 ` 却 母 加 工 \ 石 棉 制 品 \ 茶 叶 加 工农 具 和 化 工 \ 皮 划 等 二 十 多 个 工厂 从 
业 ， 今 后 非 金属 矿产 和 瘟 产 品 加工 还 有 进一步 发 展 条 件 。 现 云母 产量 和 质量 在 国内 狗 占 

1) SADA 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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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 | 
SEI Z AT MGR AEF ADEN DHCTE ITA_LURT IR HUTT ESET AL, oH BRL IN 
普 府 所 在 。 五 百 多 年 前, 康定 不 过 是 一 个 小 村 ， 由 于 地 当 汉 藏 民族 分 布 的 交接 点 , 藏 商 党 

考 为 区 内 高 原 工 业 和 秆 工业 中 心 ,现代 工业 有 水 电厂 AEE) , FIDL RE \ 铁 器 较 重 

ee ams PAGED ¥ 

3 9. AS Re 

SPA OH Be RR NAS, Sc, 物 
南 关 运 (通过 宣 西 及 路 等 方面 的 联系 正在 修筑 的 记 昨 铁路 将 更 加 客 贡 这 种 联系 。 

大 部 分 居 佳 在 流 山 地 区 ， 雅 酬 江 流域 也 有 分 布 。 东 族 人 民 于 1957 年 尘 成 民主 改革 以 来 ， 
工交 业 生产 的 而 狐 正 在 日新月异 。 其 地 民族 人 口 数量 较 多 的 是 着 族 ， 聚 居于 本 区 西部 林 
里 藏族 自治 县 。 

Zz 

DBE S300K DL, RF SR AAR BA SA EK, 6 
MMT Z SP ESL — BH HL FARA, 稻田 密布 ， tS Ri 

HEAVIER”, 
BMEAR EASE HE bs ESS HEAL, — DERE EAB, fe AST BG FO JN ABE 

SOE STR ST A EET SE Age ig Bk A Se PHA FS Tk FEZ 

SMA Hes aTeREE, ALLEGD KEM CREAMOMETS, E 
RAAB. SKE REFER BEANE, HAR POI 
PRAM BSB ANE, BACB 2,500 米 左右 的 山地, PAD RATHER AR 

AUK, LW ER BSE ASHRAM, BUEURAD 
BEBH KE AERA AM, TAME AA, ODA BU VE 

i BR AE PR, AE BE PE 

芝士 特产 到 康定 和 汉人 调换 茶 、 布 等 ,贸易 日 渐 发 展 。 州 藏 公路 通车 后 , 贯 易 更 趋 频 繁 , 现 ， 

BARGER A TRI “aise, 其 全 地 区 海 技 大 部 分 在 2500 米 以 下 , 地 形 比 
较 开 寅 , 北 有 寿山 莫 隔 塞 湖南 下 ， 全 年 气候 温暖 湿 油 ,大 部 地 区 无 霜 期 达 200 一 300 天 , 德 ， 

”地 区 复杂 。 狠 仿 作物 种 植 最 多 的 是 稻谷 和 玉米 ， 稻 谷 集中 分 布 于 西昌 、 德 昌 、 米 易 等 县 安 

RRA HAM. CIPO HE ABCA, HEARS, HFSS 
_ BFW SMA OIRAT MAR RE. 

AEE MWAH EE LA Bi HAS 5 TA HP LY D1 Ae I 3 De 
SUMMED, UA WF AF ACA ABA AN LL PORE DLA AE I 2, IE 
KES 75% ;其 中 黄牛 最 多 ,数量 较 少 的 水 牛 分 布 于 水 田 区 。 马 占 20% ,以 建 昌 马 品 种 

县 优良 ARAN RB BET Ge ,善于 攀 黎 山地, 蒜 重 狗 为 体重 的 三 分 之 一 至 二 分 之 一 。 小 

HEB PAE 65% SCH ARS , ECA, 山羊 板 皮 亦 为 本 区 外 调 物 资 。 炉 羊 所 产 羊毛 
ARE RRABE AGE, 近年 已 引进 新 疆 因 毛 羊 繁殖 推广 。 木 里 收 区 性 豆包 居 、 

， 绒 征服 多 , 粮 羊 灵 之 ; 放 收 方式 属 牢 游 收 类 型 ,夏季 牧场 在 高 由; 冬 春 在 低 出 。 
二 区 内 草原 不 及 甘 \ 阿 两 州 广 关 ,只 木 里 有 成 大 片 的 ,* 泳 山 区 族 自治 州 境内 也 有 一 些 较 
天 片 的 草原 ,有 条 件 建 立 牧场 。 其 他 各 地 分 布 雾 星 。 规 划 怕 场合 理 输 收 以 及 适当 种 植 牧 
草 , 是 促进 本 区 今后 畜牧 业 上 发展 的 途径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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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ee ith Ais as A 

工业 现 有 基础 游 弱 , 只 西昌 、 会 理 昭 觉 等 少数 城 锁 趴 有 些 电厂 、 产 食 加 工厂 和 农具 厂 。 

煤 、 铅 、 鲜 \ 铜 、 金 以 及 石棉 等 矿产 丰富 , 均 手 工 开采 。 盐 边 攀 枝 花 铁 矿 储量 天，… 矿 层 厚 ,天 

部 分 可 露天 开采 ,附近 还 有 石灰 石和 白云 岩 和 耐 天 粘土 等 钢铁 冶炼 业 所 需 原 料 。 随 着 成 昆 

铁路 的 建成 ,本 区 将 有 可 能 建成 志 大 钢铁 工业 企业 ,将 来 重工 业 发 展 的 和 远景 是 美好 的 。 
CNR ERAGE, PEEPS, EHR SHER URE eS 
交 ABA RERMMARAM Sk, HESRRNSHACAK, AEDS SiR 
SAREE LYEA ZN EER, MEK ANS SRUMORABM OT, Bee 
eC ariel SE Re eee A 
交通 状况 将 得 到 基本 改善 。 
本 区 输出 太 物 资 主要 由 成 都 (经 川 溃 西 路 ， 范围 包括 昭 觉 以 西 地 区 ) 和 宣 宪 ( 纸 宜 西 公 

路 ,范围 包括 昭 党 以 东 地 区 ) 两 地 中 塌 ， 宣 西 公 路 通车 (1958 年 ) 前 , AKRAM MBE 
外 均 属 成 都 物资 流转 范围 ,现在 与 宜宾 的 联系 开始 日 趋 密 切 ， 待 铁路 建成 通车 ;物资 流向 ， 
还 会 发 生 改 变 。 RA WHEL LT RRS HE Aaa RAAB ELEA 
MR he BAK) ,运往 区 外 的 以 畜产 品 和 白蜡 等 土产 为 主 。 Meee 
BEM WA, SII, RRR Bh, COS LAKIEA, 

” 城 , 附 近 地 区 农业 随 之 而 兴 。1936 一 1949 年 期 间 ， 人 口 3 DARA, 
本 区 最 大 的 经 济 中 心 ， 大 食 、 藻 材 的 主要 集散 地 。 周围 地 区 不 仅 钴 食 产 量 多 ,而 且 有 多 种 

金属 与 非 金 属 矿产 ,交通 四 达 ， 拟 修建 的 北 通 成 都 、 POR, IAPR TERED — 
发 钢铁 \ 机 器 制造 等 工业 创造 条 件 。 
BLN AP OR HS I 

PERANTEAU NAMIE BUD, Jy WU SD UE IA ， 
PI EN, SRE RD SERRA TA. 1957 EE RAH 7,000 Fe 
入 。 坡 内 有 发 电厂 ,其 他 皮革 ,食品 等 轻工业 亦 将 一 一 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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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位 于 西南 区 的 东南 部 ， 北 邻 四 川 , 西 接 云 南 , 南 与 三 西 值 族 自治 INI RSW 

Bis, BEM 174,000 GAH, WY 40 儿 或 四 川 的 30%, BRK | 

ASS BB REA AR vB ee BIN CE: I SH 
. 铜仁 四 个 专区 共 49 个 县 、3 个 自治 县 以 及 贵阳 、 eX. ZINA ABS] 4 个 市 (图 ‘ine 

(—) BRA 

AP DRE Re HA HE, SS ARG, eS 
1,200—2,400 2K; HARAANE 32 0, EVI, BLE, BBR MISE 1,000—1,200 米 。 整 个 高 原 

a - 
- 

图 26 ENTE RIA 
lL. RES Li evexg week ， 囊 :毕节 专区 COV. We a A eH 
UW. Mea eH 

w “9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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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 势 自 中 部 向 北 、 东 、\ 南 以 颜 为 陡 峻 的 坡度 下 降 ， 在 与 ji 南 、 湘西 交界 地 区 ,高度 700 米 左 

十 ,南部 倾向 广西 的 部 分 仅 500 一 600 米 。 人 省 河流 分 别 以 北 \ 东 、\ 南 三 个 方向 分 流 ,高 江 、 
DRA ALA RAL ,锦江 、 海 水 ， 清水 江东 流 双 沅江 或 为 其 上 游 , 南部 都 柳江 、 南北 盘 江 流入 

西江 或 为 西江 上 认 。 

西部 高 原 高 度 自 西向 东 降 低 ( 由 威 宁 的 2,200 多 米 降 至 黑 西 的 1,250 KAA), i EB 

BRE RAZ AAKSMKKS, BFK ih, ew SR ,河谷 两 旁 地 区 地 面 起 

- 伏 克 剧 , 如 黔 西 大 定 间 大 冲 河 支流 水 白河 谷地 深切 , 低 于 两 侧 高 原 达 250 RAL, EERE 

章 , 威 宁 一 带 以 及 大 方 、 些 节 地 区 的 山地 顶部 , 才 保 存 着 比较 平坦 的 高 原 面相 对 起 伏 50 
米 左 右 。 谷地 和 组 坡 多 已 赫 基 ;但 旱地 比重 高 ,水 田 只 星 散在 谷地 可 以 拦 引 河水 地 方 。 中 
部 高 原 背 样 和 向 斜 寅 坦 , 地 面 起 伏 较 小 , 贵阳 至 安顺 的 驭 省 公路 沿线 以 及 得 义 、 都 与 等 市 
周围 ,都 有 小 面积 的 山 间 盆地 和 寅 谷 ( 圳 子 ) ,成 为 全 省 人 烟 较 为 稠密 的 耕作 活动 中 心 。 

中 部 高 原 北 与 四 川 爸 地 之 问 为 西南 东北 走向 的 娄 山 禄 敏 带 ， 背 科 顶 部 系 由 古老 的 赛 
RRA Sth Berek, SAPS AFB EK 200 一 300 FRCS HE HY 950 

| REPEAL SA 1,250 $k), BA ATL STK, SALEM BAN, BAAR 
EBS ik, Wy SLES ee .沅江 上 流 清 水 江 与 西江 水 系 南 北 盘 江都 柳江 的 分 水 崔 ; 
本 省 南部 接近 广西 的 地 区 由 于 河流 切割 ,成 为 海拔 五 ,六 百 米 的 低 由, 在 石灰 岩 分 布 区 ; 因 

HEPA ZKRREH, 形成 石林 、 IRS Re SRE WR, RS, Be Se 
SERV SN RAR, 为 海拔 600—800 米 的 低 而 区 ,由 于 沅江 上 游 各 支流 向 源 侵 鲁 

HA, HET TR RRMA , 5 AAS Be Gt BB Hy BR A 2 EL BC A CST Ba A IE 

BL, BSH 2,500 米 ) 成 为 分 辨 原 有 高 原 面 的 标志 法 

长 江 各 支流 流域 欧 点 至 省 0G HER, LABS. BICC PINTER 
: 江 ) 为 长 江 在 本 省 最 大 支流 , 源 出 威 宁 , 分 南北 二 源 , 南 源 三 俩 河 长 度 与 流量 均 较 北 源 天 冲 、 

| 河 为 大 ,二 者 在 轴 池 河 渡口 上 游 不 远 处 会 合 后 东 流 , 精 清 锁 、 修 文 境内 的 狂 距 河 , SEL YE 
HEP OO AEA FF IP AEA EER AIL. TKR 
SMP ROR TEDS ANT AY, BEL LUE SEUEMRIL Heck SIL RB 

“本 省 东部 ,清水 江 为 沅江 主 源 ,自足 定 东 流 经 都 怀 、 凯 里 、 锦 屏 等 县 和 湖南。 西江 支流 南北 
盘 江 和 都 柳江 分 别 流 经 本 省 南部 、 是 南部 和 东南 部 向 东南 流入 广西 境 。 本 省 河流 大 多 为 ， 
SA LYE, ARDELL ME BES ,流量 变化 大 ， WIGS HIE, SGT AB AGU Seer 
:等 均 具 有 CHEW 可 以 利用 。 

本 省 因 有 秦岭 \ 巴 山 以 及 娄 山 等 山脉 横 阻 ,冬季 受 寒潮 影响 坟 小 ,夏季 因 地 势 较 高 , 因 ， 
.此 气温 的 特征 是 冬 无 严寒 , 夏 无 酷暑 ,全 年 温差 不 大 ,贵阳 ̀ 、 BN, 疼 顺 一 月 平均 气温 均 达 
5.5"(C) 声 右 ,南部 罗 旬 一 带 达 11" 以 上 ,北部 赤水 河流 域 冬 温 亦 较 高 ,西部 地 势 高 ,冬季 气 

| TRAE EG 4.2  ， 威 宁 , 些 节 地 区 一 般 十 一 月 土 旬 初 霜 , SAT ARE, PETA 

， 下 旬 和 二 月 下 旬 为 初 、 区 霜 期 ， 南部 和 东部 边境 十 二 月 上 旬 和 一 月 中 下 旬 为 初 、 儿 霜 期 。 

人 。 由 于 地 势 起 伏 , 冬 季 气温 与 霜冻 的 垂直 差异 闫 大 ,一 月 前 后 
始 欧 温暖, 罗 池 河 、 高 江 及 清水 江河 谷 均 有 桔 树 分 布 ;而 两 侧 山 区 霜冻 出 现 次 数 却 较 ” 

ma 七 月 本 省 中 北部 平均 气温 24—25°, 南部 及 东部 27—28° ,西部 20 一 22 ,与 四 川 盆地 
中 南部 的 盛 署 显 鲜明 对 照 。 
”年 十 量 800—1,300 多 毫米 ;南部 及 东部 因 当 海洋 气流 的 迎风 面 , 雨 量 较 多 , 西部 和 北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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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 REWRL, GAH 45% REO 25% KES 23% SERS FESS 
不 堵 云南 中 南部 明显 。 本 省 相对 湿度 很 大 , 云 量 和 雨 日 多 ;日 照 少 ?, 风 小 微弱 。 奔 有 以 上 : 
气候 特点 ,在 农业 各 部 门 的 生产 上 起 着 有 利 与 不 利 的 复杂 影 珊 。 

”由 于 常年 气候 进 油 ;全 省 土 塘 以 黄 壤 分 布 的 区 域 最 广 ,中 北部 足 阳 、 贵 定 、 修 交 、 i. 
SST SHARK ASRS TR SSSR LL ELBE ERERARE EL 

Bees AY RUFE Bes is SR EB BE) , SRR ERR AA AS, HH A 

ES RAR, BSA ZA, KAMEN ESE, PASH DU as 

ESE HE, BAMA AE AD i ee USS 

为 主 。 MR RRR, EADS RAR SE bh RR A ERMA 

区 有 了 略为 明显 的 干 湿 季 ， 树种 有 棕 树 、 樟 树 ̀ 云 南 松 、 华 山 松 等 。 

焉 剂 在 西南 区 占有 比较 重要 地 位 的 矿产 计 有 煤 、 铁 、 包 、 未 、 铝 等 数 种 ,其 中 未 ; 铝 且 有 

全 国 意义 。 就 目前 所 知 ， LEW RH RS Sh RAS TP PE AL, 其 他 - 

,都 有 分 布 ， DEP HE Br AE TOMAR AR Br Fes HE ft Bt Fe Fo Sy EB Ai HE 

KADER He SEE BLT, HES RITE MER AL OG JIE SP 
TMI ESCH AAAS aR AEEY VED NSE POAR BASE PGE Aa 
ioe Zs 

| RAID Ie TEI NEI i SCARE IE AH, SATO” ;下 
ATM, 更 已 发 现 很 多 油气 苗 和 储 油 构 造 。 。 

(=z Ware 
PNA DUEL TED LAS EEA Is ot REBATE a0 REE LARGE SE, 汉 : 

BP SBA: ---- LER, HERR” JAN BR EE 
TH MBB ASEH PBT ACS) Sa BT a 
2 Site ZEROS) ERASE) D2 (4) EAS Ft 
PRONE, 清朝 在 这 个 基础 上 , 增发 了 许多 府 县 , APTI eS 
义 一 带 划 入 本 省 ， Te eer secant, BATE CE BY BN LAO AY BEAT TS ea 
PO J Bice AS A AeA AANA AR ATLA RR, BBA AYE, lt OTE 
道光 (1821 一 1850 年 ) 年 间 ， 松 桃 、 钙 远 、 黎 平 ' 平 越 .都 匀 、 贵 阳 、 普 安 、 兴 义 、 天 定 等 府 厅 

FAM AREA 6 万 祭 户 。 移 大 的 人 口中 ,除了 少数 工商 业者 以 外 ,大 部 份 是 贫苦 农民 ，， 
MD SSW S EAMES, CERO” CERO S, “Ro He, (tee 

RAZR ee, (AN EERE”, DT SIRS TBM AM, 在 于 镶 压 少数 - 

Fok, MURR IGF Be A BSA I, RE RIKI, DIU EEN 
DBRS KERN RACKS LHS “BL, RE BS 
2 Sk 7k BISHRBP” LAT AAKPREVRRKAARABS MEA 
ALES DARIEN Bey A FH AAA JTS 
桂 等 省 为 落后 。 手 工业 著名 的 只 是 条 义 的 梓 移 、 ale OFFS ASAD 
Fe, CT RBI SA SEAN SR BS BE, 

1) 如 贵阳 相对 湿度 .79.0, 云 量 年 平均 达 7.8, 全 年 十 日 187.8, 全 年 日 照 总 时 数 仅 1349.8 小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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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U TERS, RINE PRTG RT Ze RBS, DUAL“ Be A ab 

SE BARA ERNE, FH, PR” a, BR, SK 

BR VERE APIA SSA RA ee RA RE, FER 19 一 20 ， 

Hk Aa VERB se I, BINA BB AR EP RS) TAD BRA WEBS, 

22 GRE RARE , i RADARS , mR RIA, ARE BS, SAY DBAS 

穿 百 补 到 MRRAMRRA R OR RIRA RE BR RARE BI PRT S 

到 政治 、 轻 济 上 的 压迫 和 掠夺 以 外 , BRAAREMAR BEAR, Ala SERRA oF 

SR, Lh ATF LHR, BAL ERA, 只 以 一 些 十 特产 到 市 场 换 回 

少量 日 常 的 必要 的 食盐 ,由 于 受到 多 种 剑 创 , 很 多 兄弟 民族 连 这 项 商品 还 很 难 取 得 , we 

“Wer IE, 

抗日 战 委 前 数 十 年 中 间 ， wane FEE SANG A SES ABE, ER 
喜 委 前 的 那 几 处 ,全 省 近代 工业 总 计 还 不 满 十 处 。 交 通 于 塞 ， 与 省 分 的 往来 仍 凌 历史 上 东 

BTL RAN) Fi KER BUBB, BRASH tba ES JI 

ALAR, “Rie, 脚 价 往 往 多 于 货 价 MWRABRE EE. 1926 SRR RR 

从 共 治 中 心 贵阳 循 这 些 忆 道 修筑 了 一 些 公路 ,与 省 外 仍 不 贯通 ,当时 加 出 的 主要 物 均 如 柚 
油 、 生 漆 \ 木 材 、. 矿 产 和 畜产 大 多 靠 人 畜 力 挑 驮 至 东部 与 湖南 接 卉 处 由 沉 江 装 船 下 运 。 
”抗日 战 委 时 期 ,国民 党 舟 治 中 心 退 据 西南 , 才 算 建 成 了 与 湘 \ 桂 、 川 \ 浊 相通 的 公路 ,此 
SS GD 2EC8) ACD BR) SBOE AUD ESRB AR AEE By 
SUT BP LAREDO KRS RAB ERKEREEDMY, FARAH 
ZA TIDRR) o PRI He PB DRO POSE, 也 使 本 省 工业 获得 了 一 些 发 展 , FER TALC 
: 右 修 配 、 水 泥 , 玻 璃 ,化工 、 油脂、 烟草 \ 火柴 等 工厂 ,在 坦 义 建立 了 抬 粉 、 炉 各 厂 , 但 规模 一 
-最 不 天 ,多 定 为 官僚 资本 (贵州 企业 公司 ) 所 和 经营 。 农 业 生 产 和 战 前 对 比 变化 很 少 ,只 在 贵 
SRT EBA EK, PES ATS ERR, 而 一 些 外销 物 资 (如 桐油 、 生 
' 潜 .柏油 等 ) 的 产量 在 这 一 时 期 则 形 下 降 。 
a SONS Fe i th a EE, 由 于 不 少 工厂 的 迁 走 和 美 货 倾 销 以 及 国民 党 必 

”， : 动 反 人 民 内 战 ,工业 转 趋 喜 落 ,农业 除 个 别 作 物 外 ,产量 均 低 于 战 前 。 mas 

(|e R 

SOS FTAA BE EE, RK, aK AE ERE a 

-工具 ( 木 黎 \ 木 存 \ 石 契 “*………) 原 始 ,谷物 收获 量 征 低 , RRRLFARKS, SAR mae 

全 省 人 口 1689 万 41957 年 ), MHSE BAA 15%, tei 97 As REF’ 

ji, 但 高 于 云南 一 倍 略 多 。 

贵州 是 一 个 多 民族 地 区 ， aE mR ESOT AY, 占 总 人 口 四 分 之 一 ,其 中 以 苗 、 

布依 \ 侗 \. 薄 \ 水 . 回 \ 僵 、 开 等 民族 人 口 数量 赤 多 ,全 省 县 市 中 除 少 数 以 外 , 均 有 少数 民族 分 

ii, 其 中 有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县 份 少数 民族 人 口 占 40 多 以 上 ; 东南 部 及 南部 的 少数 民族 聚居 

区 sa RLS BSR SL SS RS SS 70% DE 80% 以 上 。 

BIKA DIE 150 RHA, PAHESRAS 90% HB, 主要 聚居 在 东南 部 清水 江 

1) 1953 年 人 口 调查 数学 为 394. 万 人 , 按 年 增长 率 20%o 计 ,至 1957 年 推 得 此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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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图 27 SN Dw 
ary (APR AEA DRERS ODER) | 

Vee SLE RAUL Bt Mi SPREE) ALR IL, CE 
SORE Bk KIB XCER, KAMARA, Dk, IES BOR 
均 有 分 布 (图 27)。 苗 族人 民 从 事 农 业 , 分 布 在 清水 江 和 都 柳江 流域 的 苗族 人 民 ， 替 作业 
以 种 精 水 舟 为 主 ,是 有 栽植 林木 的 丰富 经 验 。 中 部 和 西部 地 区 苗族 因 大 多 数 分 布 于 山地 ， 
KFBMER BYE HESS | 
布依 获 人 口 共 130 余 万 , 大 部 分 分 布 在 中 南部 地 区 ,贵阳 市 郊 、 韦 水 、 罗 名、 都 与、 独 

山 \ 平 塘 腑 及 西部 的 锁 宁 、\ 关 岭 \ 真 丰 、 安 龙 、 兴 义 、 册 享 、 望 异 等 县 都 是 布依 族 主要 的 聚居 
区 ; 西 都 各 县 也 都 有 布依 族 与 汉族 及 其 他 民族 杂居 。 布 依 族 多 居住 在 河谷 平 直 ， 种 植 水 
稻 ;, 赫 作 精 灶 ; 生 产 水 平 不 低 于 汉族 地 区 。 除 主要 从 事 农业 外 ,还 有 少数 农民 稼 营 测 业 。 

WEE 40 余 万 人 ,人 口 数 量 仅 次 于 苗族 、 布依 族 , 聚居 于 省 境 东 南部 接近 湘 \ 桂 边境 . 
的 黎平 \ 榕 江 、 锦 屏 等 县 ,侗族 主要 分 布 在 平 坝 , 猎 营 水 稻 \ 旱 作 与 林业 ; 均 较 得 致 

SiR 30 DA, PAGS RPT ERT, AREER, 大 多 与 其 他 民 
BARE WELERSCM, BORE LBL. 

TBI 14 A, BAER GUS ME ne BO, SRE 
聚居 , 赫 作 情况 与 布依 族 类 似 。 | 
全 省 回族 共 4 万 余人 ,大 部 分 分 布 在 西部 地 区 , 尤 集中 于 威 宁 县 西部 ,该 处 为 本 省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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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EL, BU, KISS, 其 对 回族 人 民 多 散居 于 本 省 中 苏 部 主要 交通 
2 Lng gon Blmees Pa: Es is 

(FETE BUY, SE 2 TRATES 大方 Hie PB 
fi eR ER Hea Th CE A EO AOI, EL, DURA a “it 

3), FRER RAST HE. 

PERDUE , EEA BBY HG AE F 备 少 数 民族 情事 了 过 去 长 村 期间 驴 压 党 敌 妈 os 
役 的 悲惨 历史 ,还 步 推行 了 民族 区 域 自治 ,取得 了 当家 作 主 的 权利 ,至 1957 年 为 正 ;至 省 共 
Hor BRK SRN BIN OK Sa 
HRS? BASE BOA MSR RIGA, GEEPRREBAOAIOG. 

SOLE RGR SABER T 145 TRIS, iAH T SRA RBCS | 
积极 性 和 生产 热情 ;少数 民族 地 区 的 政治 经 济 和 文化 不 断 册 现 新 的 面貌 :1958 ESCA 
公 直 化 以 后 ,生产 与 生活 得 到 了 更 大 的 改善 由 于 党 和 人 民政 府 在 犯 济 , 物 次 和 技术 上 的 大， ， 
助 ,过 去 很 多 少数 民族 居住 区 普 欢 存 在 的 刀 赫 火种 、 HELLER UA RE 
Cet ES SRS BLA BOURSES ER, 

| RSET Be BBE BER, 8 OE SE ts UPA FEBS IE A TP, BE 
SPD Be RHE SER RAR eS FOS» TC i OP EP, 
ARRAS AT Bae 1956 年 少数 必 族 每 人 购买 力 平均 较 1952 年 增长 

达 一 们 左右。 少数 民族 地 区 文化 教育 也 有 很 大 发 展 ;1956= 1 957 年 学 年 度 民族 小 学 学 生 比 

1950 年 增长 了 15 倍 以 上 ,中 学 将 近 4 倍 ,民族 师范 超过 3 倍 。 现 在 各 兄弟 民族 和 汉族 二 起。” 
紧 紧 地 困 转 在 党 的 周围 ,正在 亚 知 共同 进行 各 项 建 改 , 进 一 步 改变 趴 州 的 绝 济 落后 面 脑 。 

本 省 城市 数量 少 , 规模 也 较 小 , 这 是 与 本 省 工业 和 交通 运输 业 基 础 的 薄弱 相 联系 的 s 
SBA 10 万 以 上 的 只 有 趴 阳 和 遵义 两 市 。 贵阳 市 是 最 大 的 城市 (50.4 万 人 ;1957 年 )， 
坦 义 市 灵 之 (14 万 人 )。 其 余 5 万 人 以 上 上 的 城市 为 都 与 ( 6 万 多 ) 和 安顺 (5 万 多 为 2 一 5 万 

OARS HE TR SS AE IE, ERAN OR 
BASEL WERE A WER ANMD ET  BREAD 1 一 2 万 的 有 惠 水 、 桐 梯 、 湘潭 
KA MD Hike ARF HE BR OO BL I AEB, ARNE 
在 5000—10,000 GAZE. | 

. 总 人 口中 的 88% 7 SHER, DO Sy, 在 清水 河流 域 等 未 村 主要 FE ee 
RARE PL, EA ERE BO, BEA RAIDEA RE, SO EAE Py 

型 工业 ; 乡村 居民 的 职业 正 随 之 而 发 生变 化 。 省 内 光村 人 口 密 度 的 地 区 差异 ;天 和 致 由 北向 

南 水 渐 递减 ,北部 赤水 河流 域 . 中 部 乌江 流域 ,西南 部 北 盘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及 东部 人 铜仁 \ 松 炖 ，， 

一 带 ; EER, 平均 每 方 公里 100 一 200 A, MTS AME eH 
BA .遵义 及 安顺 等 周围 地 方 平均 每 方 公里 达 200 一 300 A, 是 本 省 人 口 最 密 柴 的 地 区 。 x 

2p MRT EIRICER DME 、 东 南部 清水 江 、 都 柳江 流域 和 西南 部 南北 盘 江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dee 

HB EU MS A LL  , 2 BEE , BIRR 50—100 人 ， as Oe ems 

不 少 山 地 区 域 平 均 在 50 人 以 下 (图 28)。 

贵州 自然 村 案 一 般 散 布 于 谷地 和 岂 间 盆地 FRIAS JL ROR, eT 原 地 

FEE 2 He AP FES AY EB ICR SE Zee, EDR BE EB, IP 

- FEFRIB SI 10 一 15 ZA , FARE tie, : 

+104 > 



图 ,28 SCN AF ae NS i 

UF 

| PUNT — TRUE IE OLE, SSPE, CWE gS, ) 
X SIA D BALLERS 50 SARERUBURUATILS , 1949 年 全 省 工业 产值 (不 包括 手 

(四 ) xe | 

Reem se 

TY RGA PLLA 2.2 %o 5 TBE AFAR RE Ey REAR 
WAAR, DRE ORT EZ ,' 

PES PALL HY RAR WEVA B SL, 1957 HABA 1949 年 ， 
SHE 80% , 1958 年 更 有 成 倍增 长 ; 油料 作物 中 占 主要 地 位 的 油 荣 籽 产 量 , 1957 年 比 1949 

ELAR, 需 由 四 。 

年 增长 2 伴 多 ,1958 年 比 前 一 年 又 有 眠 大 增长 。 烤烟 、 棉 花 等 作物 的 生产 以 及 造林 和 状 
辫 业 五 取得 了 很 大 进展 ( 见 下 表 )。 

本 省 耕作 业 现 以 站 食 \ 溜 料 生产 为 主 , 油 荣 籽 近 年 产量 在 全 国 仅 灵 于 四 川 砚 居 于 第 二 
« 

x 作 物 产 量 (万 担 ) ane | BLM OTSA). 
年 eae hee eee 

@e|r#|=x*| a 花 | 油 来 季 | mr) OR | 水 和 | 黄牛 | 马 | ms 
gee | 3.177 120 |1,587] 5 — 22 Se et 06a 57 — | 142 

1949 a2}? 66 | 1;201 | 3 49 26 1» |. 70, | 154 21 | 288 
_ 1952 4,748-| 102° |.1,480 5 73 32 5 76 170 24 360 

1957 6,720 | 405 | 2,231| 5 165 99 200 92 | 250 |» 31. | 615 

1) 战 前 作物 产量 (1936 年 ) 据 张 肖 梅 :贵州 经 济 , 页 G4; 牲 冀 头 数 (1937 年 ) 据 战 时 中 华 志 ,这 些 数字 均 欠 正确 。 
，2) 为 1950 年 造林 面积 e *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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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r, BLP, EHR RICE LE. 河南 居 全 国 第 三 位 ， FAK. BE SEF Th GES ys BE 

BLP a PKBOMUAETEAR RW WR, nbiga ARI et WR BS SE A TH PE 

_ 32 EAB SE PRL BRE SBR BIG ES BLK, RAE ATRL SERA TR HAT 

五倍子 等 林 副 产 也 有 很 大 数量 运 供 国 内 外 。 AAAS AI 这 项 产品 

在 今后 若干 年 内 , 仍 将 依靠 华中 、 华 北 产 棉 省 区 的 支 授 。 

解放 后 工业 发 展 速度 更 快 于 农业 , 1957 年 工业 产值 已 占 工农 业 总 产值 22.5 绚 《不 包 
括 手工 业 ) BE 1949 年 增长 26 倍 ,1958 年 的 大 跃进 ,使 本 省 全 部 工业 产值 双 较 1957 年 境 

长 很 多 。 在 工业 的 地 区 配置 方面 ， PRAIA, BLY 安顺 原来 略 有 工业 基础 的 城市 已 有 很 大 

发 展 外 ,在 少数 民族 居住 区 都 与 .山里 、 赫 章 、 威 宁 也 都 兴起 了 现代 工业 。 解 放 后 各 项 主要 

工业 产品 产量 增长 如 下 表 ( 以 1949 年 为 100): - 

年 份 | 8 47 | mom | 生 & | ek ew | woe | oo 

} 100. 100 
GO 人 

147 
365 

Yb aA 

贵州 地 下 查 源 特别 是 煤 、 KSA, APRESS» 今后 几 年 内 ， 随 着 贯通 省 内 外 的 川 

Br vier eC REARS ED) 和 等 铁路 的 建成 通车 , AS ERE SR LES AES ， 

DR. 化 学 等 工业 将 迅速 发 展 起 求 , 成 为 我 国 重工 业 发 达 的 省 区 之 一 ， 煤 党 及 其 他 某 些 工业 

产品 将 有 可 能 大量 支 援外 省 。 Ag Pi 

LR we 

， 焉 州 耕地 面积 为 3 136 万 奋 (1958 年 实际 利用 数字 思 ， 占 土地 总 面积 12 多 多 , 这 个 比 
牵 小 于 四 川 ,但 大 于 云南 。 a 

HER ARE NAA WE AIS IBWE, 38 50—60% » ceo 

+,” SB ARAL ER, 西北 边境 山区 ， 不 到 10% (A 29). 
全 部 耕地 面积 中 ， 水 田 占 44.7 儿 (1958' 年 , 指 实际 利用 数 ) ,比重 稍 低 于 四 川 。 省 境 东 

” 青 部 都 柳江 \ 清 水 江 流域 苗族 ,侗族 人 民 长 期 种 植 水 稻 , 比 重 最 大 ,平均 在 70% 以 上 ;其 中 

PAL JRE SARE IES 80 儿 以 上 。 北 部 饲 江 \ 赤 水 河流 域 ;, 中 小 河流 较 多 ,水源 比 较 充 
足 , 现 有 水 利 设施 壕 佳 , 除 部 分 地 方 外 ,水 田 占 耕 地 面积 40 一 70 % 不 等 。 西 部 山区 赫 旦 历 
SLES, HH Fe YD EERE MUSE , 水 田 比重 远 低 于 全 省 平均 数 , 其 中 赫 章 、 威 宁 两 县 还 不 
到 6%, 其 佘 中 部 及 西南 部 地 区 水 田 比重 一 般 在 30 一 50 多 之 间 ( 图 30)。 

本 省 耕地 中 灌 浙 面 积 过 去 很 小 , 1949 年 共 只 285 万 雷 , 占 耕地 总 面积 仅 10. 9% feb 3 

生产 经 常 受 到 干旱 威胁 。 解 放 以 后 ,水 利 建设 逐步 开展 , 1956 年 农业 合作 化 和 1957 See 

季 以 后 的 农业 生产 大 跃进 ,发 展 尤 快 ,至 1958 年 为 止 ,全 省 灌溉 面积 已 约 达 2,000 余 万 亩 ，， . 
比 1949 年 扩大 数 倍 , 占 到 全 部 耕地 面积 的 大 牢 , 不 仅 多 数 水 田 有 水 灌 浙 ,旱地 浇灌 面积 也 
扩大 很 多 (1958 年 水 浇 地 占 旱 地 面积 已 近 209 )。 在 增加 的 治 浙 面积 中 , SESE, ZIRE 
灌 浙 占 大 部 分 《解放 时 渠道 引水 占 灌 浙 面 积 欧 80 儿 ;现在 这 个 比率 已 降低 很 多 )。 在 地 区 

1) 本 省 耕地 面积 1949 年 为 2,697 Wy, 1952 年 2,827 万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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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9 ” 赏 州 耕地 上 土地 面积 百分比 图 

分 布 上 ;北部 引水 (渠道 ) 志 蔷 水 ( 壤 产 ) 灌 汀 比重 稍 小 ,南部 和 西南 部 ( 拭 水 河流 域 ) 石 亦 举 地， 
形 安 育 ;引水 灌 新 面积 比重 大 于 蔷 水 ,东南 部 地 区 二 者 相 若 。 现 在 各 项 灌 疡 发 施 抗旱 龙 力 让 
-还 不 高 ;在 广泛 实行 深耕 、 密 植 . 增 肥 的 情况 下 , 赫 地 灌 泊 所 需 水 量 比 过 去 将 大 为 增加 ,因此 ” 
在 近 一 、 二 年 内 , 除 再 扩大 一 些 灌 浙 面积 处 ,将 以 主要 力量 从 事 工程 珊 施 的 提高 改善 工作 。 
BEEN, BFR, MRIS, 而 全 省 旱地 中 坡地 占 到 80%LLL, Aut 

各 地 尤其 是 西部 旱地 比重 大 的 山区 水 土 流 失 录 常 严重 。 解 放 以 后 ， 结 合 兴 修 水 利和 植树 ， 
造林 ,一 部 分 旱地 已 改 为 水 田 , 梯 地 比率 也 有 了 提高 , 井 对 大 量 坡地 采取 了 改组 措施 , 土 壕 
:冲刷 现象 已 有 很 大 程度 减轻 ,这 一 工作 还 在 炙 绑 进行 。 而 分 散在 各 地 坡度 过 陡 的 旱地 , 随 
着 作物 单产 的 提高 ,将 逐步 退耕 , 改 为 林地 或 收 地 。 

解放 以 前 ,本 省 积 肥 、 施 肥 习 惯 很 差 ,不 少 地 区 牛 无 栏 、 猪 无 圈 , 山 青 不 加 利用 , 疗 肥 种 
葡 面 积 更 小 ;主要 作物 水 稳 栽 白 身 不 是 个 别 现象 。 在 第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全 省 农村 广泛 ， 

， 开展 了 以 安家 肥料 为 主 的 积 肥 运动 , 并 扩大 了 疾 肥 作物 的 播种 面积 (由 1952 年 的 8 万 雷 
‘mE 57 年 的 30 万 亩 ), 显 著 改变 了 过 去 不 施肥 或 施肥 不 足 的 情况 。 圣 省 平均 每 雷 料 地 
DERE SS EL ea 1952 年 的 ,也 000 斤 增 加 到 1957 年 的 5,000 斤 左右 , 1958 年 更 增 至 万 斤 以 上 ， 
对 作物 单产 提高 起 了 很 大 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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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 

BUN — fe A 25 2.07 HY, BEG Jag 1.8 亩 为 多 而 与 云南 的 2.1 HHS. 

PA ORE. BHR AO SST SEES; 西部 地 区 欠 口 较 稀 , 但 星 殖 指 
| BORE EY 2.4 备 。 各 地 农业 人 口 占 有 赫 地 亩 数 的 不 同 ， 在 吴 大 程度 上 影响 着 农业 耕作 
精 和 的 程度 。 在 畜 力 方面 , 耕 畜 (水 牛 、 黄 牛 ) 负担 耕地 雷 数 的 地 区 分 布 , 西部 与 北部 相近 
《1957 年 每 一 实际 参加 农业 劳役 的 性 畜 负担 15 亩 左右 ) ,西部 旱地 上 比重 大 , 畜 力 比较 充裕 ; 
中 部 平均 负担 耕地 亩 数 较 少 ,南部 和 东南 部 最 少 (8 一 10 亩 ), 但 水 田 比重 大 (尤其 是 东南 
部 ) ,需要 较 多 瘟 力 从 事 赫 作 。 

”贵州 耕地 利用 牵 在 解放 前 是 很 低 的 《1949 Se Abe 110%), ARHRIG, EEE 1955 

46 DUR A (EE) WRK, SEPP ARS , 1957 年 复种 指数 提高 到 150%, 
1958 HAS 蕊 0 儿 , 在 已 往 几 年 中 ,扩大 复种 面积 对 农业 增产 鲁 起 过 一 定 作用 ?5。 本 省 复种 . 
指数 较 高 的 是 北部 和 东北 部 地 区 , 除 少数 山区 县 分 外 , 一 般 在 160 一 180 和 ZB, SEX TR 
水 、 习 水 铜仁、 玉屏 等 县 均 达 180 左右 ; 南部 和 东南 部 少数 民族 聚居 的 不 少 地 区 ， 过 去 没 
有 种 植 小 毒 习 民 ， 近 几 年 虽 逐 步 有 所 改变 ， 赫 地 利用 牵 还 不 高 ， 只 130% ET IES 

- (110-120 % ; 其 他 中 部 、 西 部 广大 地 区 平均 在 130 一 150 狗 之 间 。 贵 州 耕作 制度 以 一 年 
一 芍 至 两 熟 制 为 主 (两 灼 制 占 耕 地 面积 的 50 匈 以 上 )。 一 郝 制 为 水 田 一 年 一 稻 , 旱地 一 年 
种 一 次 杂 短 ( 大 部 分 是 玉米 ); 冬 季 休闲 。 一 数 制 旱地 多 分 布 在 海拔 1.500 ROLE, BB 
陡 、 王 姜 交 薄 地 区 ,有 些 水 田 因为 水 源 不 足 ,实行 泡 冬 水 ,不 种 小 春 作物 。 一 芍 制 耕地 省 内 

怖 、 竹 又 铜仁 为 中 心 的 地 区 ,水 田 虹 行 的 是 稻谷 一 小 麦 \ 大 者 、 油 菜 、 委 豆 ， 亦 水 河流 域 及 
西南 部 谷地 少数 水 田 行 早 .晚稻 两 熟 ;旱地 两 芍 制 有 玉米 、 甘 昔 一 小 麦 、 ASE, REE, 
或 棉花 ,烤烟 一 小 麦 . 大 考 ;此 外 ,还 有 少数 耕地 行 一 年 三 制 (在 大 春 收获 后 ,小 春播 种 前 
S87 AER, FGS332 : 7. SU RRR CHEAT 灾后 给 蓝 ; 玉米 间作 黄豆 科 
Pi DF; MEEK HAE, EE), | . 

1958 eR A eT RA, 各 地 都 出 现 了 许多 大 面 
积 丰 产 困 ; 全 省 水 稻 亩 产 1,0bo FU LWA WR, FORT 1,000 斤 以 上 的 有 数 十 

万 亩 ; 殿 他 作物 也 出 现 了 不 少 高 额 丰 产 纪 录 。 有 了 单产 大 量 增长 的 经 验 , 同 时 因为 全 省 包 ; 
括 稍 数 民族 地 区 在 内 已 经 实现 了 人 民 公 霸 化 ,本 省 已 经 有 条 件 把 改 屋 赫 粗 作 、 广 种 薄 收 为 “， 
深耕 确 作 、\ 多 种 多 收 的 方针 提 到 日 程 上 来 。 从 1959 年 起 ， 一 方面 ， 充 分 利用 现 有 耕地 面 
积 ;适当 增加 一 些 晚 秋 \、 早 春 和 间作 糊 食 的 面积 。 另 一 方面 , 在 合理 安排 劳 、 冀 力 基础 上 ， 
加 强 糊 令 作 牺 的 田间 管理 ， 炎 篇 推 行 深耕 、 合 理 密 植 等 增产 技术 ,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至 于 坡 陡 、 主 清 的 一 都 旱地 ,今后 在 焰 食 大 面积 丰收 条 件 下 ,完全 可 以 缚 合 水 士 保持 ,逐步 

在 至 部 作物 播种 面积 中 LIB Sef ds 75 儿 以 上 , 其 中 以 稻谷 玉米 为 主 ; 郊 济 作物 各 
植 比重 为 西南 各 省 中 最 高 ,但 酒 茶 籽 、 棉 、 麻 等 作物 播种 面积 艳 对 数 则 远 低 于 四 川 ;其 中 有 
些 (烤烟 ` 杭 花 ) 且 略 低 于 云南 。1959 Se AI RE A 
济 作物 和 其 他 作物 ( 称 肥 、 蔬 菜 ) 比 重 略 有 提高 。 近 年 播种 面积 构成 如 下 珍 : 

1)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在 粮食 增产 总 数 中 ,估计 由 扩大 复种 面积 而 志 产 的 吉 15-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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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但 播种 面积 契 对 数 和 单位 面积 产量 却 是 逐年 提高 的 ,因此 瓶 但 产量 年 有 增长 ,历史 上 : 

叛 仿 不足 情况 早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开始 时 便 已 扭转 , 近 二 三 年 每 年 有 占 其 产 总 量 的 百 分 - 
之 天 、 七 至 百 分 之 十 左右 基 往 省 区 。 和 外调 的 狂 食 狗 一 中 为 稻米 ， 其 次 为 小 麦 、 索 豆 等 。 本 ， 
省 中 部 及 西南 部 务 调 钙 由 黔 温 公路 集中 贵阳 后 转 火 车 南 运 , 北 部 集中 箱 义 、 桐 梓 沿 公路 运 
ER BRIE TRA ALS LIS AAR RS ST PEELE . 
Sp HEE eS ARYL Bezk, WO CCUG TL AS A PE HE AR aS Tae 

IWS ARE. 

ese eens PAE A TERR ey EE ESR, HAHA, > al 

.过 甘蓝 (和 红 车 ) 和 局 给 获 ( 洋 芋 )。 

BNE arene mR RHR (1957 #) 

播 ” 种 HR 
sy 7 Crt) 《 占 全 部 作物 3 ， CF) (万 近 ) | Cosmet) 

4 Gt 3,691 vee. 285 10,509. 100.9 

Bee 1,342 28.6 501 6,720 . 63.9 
ek 1.131 24.1 197 . 3,28) 212 

pp 405 8.6 100 ” 405 3.9 

zk # 161 3.4 96 155 1.5 

He = 113 2.4 366 414 7 3.9 
Boe . 108 2.3 206 223) 2% 

5 x » 82 1.8 71 58 0.6 

=: eee 52 1.1 79 41 0.4 
Be 50 B.S ope 

其 他 212}, | 2.0.4, 
人 

HE: 类 食 合计 中 不 包括 大 豆 ; 其 他 粮食 作物 有 饭 豆 \ 烁 豆 \ 高 用 ,条 穆 、 聚 等 。 

稳 谷 在 各 县 市 均 有 裁 植 ， 主要 产 区 有 三 :(1) 以 超 义 为 中 心 的 地 区 ,* 包括 仁 怀 、 at. 
Hae TE A I SE; (2) 1S RI PB. (3) DABS, Sy 
HUAI Mae SEARED ANI PA BS ZK SA ee Se Ae 
Db, DWE EU SEC 31), 
ASMA EADS ES — EPH FREER HDR 分 

布 极为 雳 星 。 

;1i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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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 ”贵州 稻谷 占 作物 播种 面积 百分比 图 

”一季 中 稻 播种 期 自 四 月 上 旬 ( 铺 明 ) 至 四 月 下 名 或 五 月 初 (立夏 ) 不 等 ,以 四 月 中 旬 播 
PRES SMA), 比 四 川 迟 一 个 月 左右 ,中 部 地 区 海拔 000 一 1200 KR, RPA 

播种 期 在 四 月 上 、 中 旬 ; 北 部 赤水 河流 域 及 东北 部 接近 湘西 的 铜仁 地 区 ,春季 气温 较 高 , 比 
中 部 时 二 届 左 右 ;西部 山区 春季 气温 低 而 且 春 旱 比 较 严 重 , 播种 期 比 黔 中 晚 企 个 月 , 较 高 
田地 更 迟 ;东南 部 及 南部 种 植 桥 稻 地 区 ,年 仅 一 熟 , 播 种 期 最 晚 , 通 常 比 黔 中 要 推迟 二 十 天 

到 一 个 月 。 早 播 可 以 早 裁 ,延长 生育 期 ,避免 后 期 低温 ,增产 显著 ,1958 年 已 比 往年 提 是 了 

牢 个 月 。 中 稻 收 获 期 在 九 、 十 月 间 , 黔 东 \ 黔 此 地 区 最 时 〈 九 月 上 旬 )， 中 部 次 之 ,西部 双 次 
之 ,大 概 依 次 推迟 15 一 20 天 , 黔 东 南 地 区 更 延至 11-12 月 。 稻 谷 常年 产量 占 本 省 钴 食 总 

产量 65 一 70 % , 径 营 管理 比较 精 帮 ,以 中 稻 而 花 , 单 位 面积 产量 除 四 川 \. 湖 南 等 省 外 , 与 我 

国 南方 各 产 稻 省 区 不 相 上 下 , 1958 年 除 实行 星 播 早 栽 以 外 ， 卉 因 大 量 增 施 肥料 和 推行 密 

村 等 措施 ,稻谷 增产 幅度 也 很 大 (由 1957 年 的 500 斤 提高 到 近 太 \ 七 百 斤 ), 全 省 还 有 大 片 

面积 的 中 稻田 雷 产 千斤 以 上 ， 几 百 亩 至 几 千 亩 平均 雷 产 在 500 斤 左右 的 在 亦 水 、 黔 西 、 

SF 1 ON BRS ABABA, 现 正 普 训 推 行 增产 经 验 , 单产 将 有 更 大 程度 的 

eee. 省 内 各 地 中 稻 单 产 ; 已 往 一 般 情 况 为 西部 及 东北 部 山区 较 低 , 中 、 ALB Be, 
BA, eRe IK, BK, EEK, BORA IRE, 除 部 分 地 方 外 , 单产 与 ， 

“1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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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比较 所 低 不 多 ， 总 的 议 , 大 地 区 的 差别 是 不 大 的 ， 而 在 同一 地 区 之 内 ， 圳 田 与 山坡 
上 入 田 单产 高 低 相差 旭 较 大 。 ) 

| 双 季 稻 于 1954 一 1955 年 于 各 地 献 种 。 现 在 合 言 几 万 雷 ， 远 不 如 用 、 尝 两 省 种 植 面积 
Fe ED IMITATE ETEK SB ES 北 ， 

， 鼻 江 谷地 , 这 些 地 区 气候 都 较 渔 暖 。 双 季 舟 早稻 二 月 底 至 三 月 底 播种 ,七 月 中 下 旬 收 获 ， 
， 西南 部 次 江 流域 种 收 期 早 一 过 至 全 个 月 。 早 独 收 后 郎 移 栽 晚 舟 , SUA “Ue IRAE” WEA 

“SAR” FRB PROACH ACR A FP ARR Bde LE MARAT EL 
ZBL — Br BT 40—50 % 为 了 多 种 多 收 与 少 种 高 产 井 举 ; 目前 主要 分 布 区 中 气候 

条 件 适 宣 而 水 源 、 肥 料 、 劳 力 双 较 充裕 的 地 方 还 可 活 当 发 展 。 
本 省 栽种 的 稻谷 以 和 稻 为 主 , 此 外 , 还 有 糯稻 和 粳稻 。 刁 租 主要 分 布 在 东南 部 苗族 、 

侗族 聚居 区 ,以 黎平 、 裕 江 种 植 最 多 ,种 于 冬 水 田 , 行 一 年 一 琢 制 ,单位 面积 产量 较 同 类 水 ， 
Fie 15-20% , 近 几 年 集中 产 区 马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改 种 航 稻 , 现 全 省 占 舟 田 面积 不 到 10 和 。 ， 
HPA BUDE, 主要 分 布 在 比较 高 寒 的 西部 地 区 (大 方 、 普 定 以 西 )， 单产 比 秋 舟 高 ; 米 ， 
盾 也 赦 好 ,正在 全 省 各 地 推广 种 植 。 

玉米 播种 面积 和 产量 小 于 四 川 和 云南 ， AEA AR ARIE CED , 播 各 面积 占 到 yh 
30 儿 ,产量 占 到 20%DE, SHAH hse BM 90% EA. ERDAS BH de La 

CFS SE eB OG IL) EE, Ke AY 30 LL, 在 
OT SS, EK WMHALA RASC 32)。 玉 米 多 种 植 在 30 一 40" 的 坡地 , 于 三 月 
底 播种 ,七 \ 代 月 间 收 获 , 海 拔 罗 高 \ 气 温 较 低 的 地 方 ,种 收 季节 要 退 牢 为 或 一 月 。 本 省 玉米 
普通 与 黄豆 花生 、 甘 昔 等 间作 或 套种 ,与 大 豆 间 作 二 者 单产 均 高 ,正在 提倡 ;部 分 地 区 ( 主 
要 是 海拔 较 低 、 春 秋 温 蚂 的 北部 亦 水 河和 南部 河谷 地 带 ) FT OE RR, 较 种 
一 季 增 产 60% 以 上 ， 除 黔 西 册 区 处 ,全 省 各 地 均 可 种 植 ?。 as 
AERA EE SURE, I 2 BE BF FO NAA , 1958 eT OR, ER . 

AG 2e FR Rh He aE, MPR 1957 年 提高 1.5 倍 , ABA LI a! 

EK, PAS HTAR 1,150 多 斤 , 成 为 著名 的 玉米 亩 产 千 斤 县 。 
南 于 炒米 单产 大 量 提 高 的 可 能 已 为 实践 所 全 明 ， 同时 ,不 少 种 植 玉 米 的 旱地 为 陡坡 蒲 

王 , 永 琅 流失 严 重 , 因此 ,1959 年 玉米 种 植 面积 已 略 减 少 ) 但 提高 单产 灯 持 一 定 的 产量 水 
平 仍 然 是 本 省 农业 生产 的 一 个 重要 如 题 ， 这 不 仅 因为 部 分 地 区 (主要 产 区 ) 在 今后 戎 二 年 
内 玉米 仍 为 不 可 名 观 的 类 食 页 源 , 且 因 王 米 目前 是 将 来 龙 其 是 性 冀 的 精 饲料 。 

| NSA ALA A RAE Ey, ERT 30 一 40 儿 ， 解放 前 ,本 
省 耕地 委 种 比率 很 低 ,1949 年 至 省 小 麦 种 植 面积 只 86 万 亩 , 以 后 不 断 扩 天 ;1958 4H 
1949 年 的 四 ̀\ 五 倍 ,是 本 省 发 展 速 度 最 快 的 作物 ,这 一 速度 远 远 超过 西南 其 他 省 分 ,由 于 是 
AOE RS, SERENE, PEEKS, DES PR 
FD RRA BH PH He Awe ey BLT KAA I Re SH, A 
产量 最 少 ( 图 33). ANSEF A PARP SCE A PERL , PA LEY AES 
SBSH “HRS” “WEA 2419” 良 种 占 到 90% eT ee, AB A See 

1) 1958 年 因 慕 类 作物 产量 激增 ,这 一 比重 下 降 较 多 。， 
2) SCI Peak BRA YY LAN 22 亩 双 季 玉 米 ,平均 震 产 1455 帮 。 

e4A3° 



多 和 52 

AM 5 一 0 区 

lo-15% 

INN 58-20% 

\ S AN 

SHAR FORE. see 
ABM ROBES A, 7H EDUR b, Bh, MIRROR 1 1958 

4277 BRB POE: T PEE IS, 
到 万 亩 以 上 大 面积 平均 每 亩 200 FS 250 TT, PARE RADE, © 
这 谣 明 本 省 小 麦 增产 的 小 力 是 很 大 的 。 
ARGC) F695 CSE) 在 钴 产 中 的 地 位 和 云南 同样 ,不 及 四 川 重要 ;这 两 种 粗 类 
现在 种 植 面积 已 有 所 缩小 ,过 去 占用 的 圾 地 ,将 赴 出 改 种 经 济 作物 和 小 者 。 昔 类 作物 可 以 
提供 一 部 分 糊 食 ,还 可 作 乌 料 和 工业 原料 ,保持 一 部 分 面积 ;并 采取 措施 提高 单产 ,仍然 是 
WE, HBA APA ACAD UL AO, ORES. PEAR, 
FREE HARD BHHLESE HPRTHRELS, = SAMA Ake 
PEELED FL, DAU, SS Ae a 
十 二 月 收获 。 vey 

ABR MOAB KEL BD RES EME, REAR, 其 中 大 
FAAS. RRP IK ET RAL, Hie eB 

* APA He, KARA BS). RR AE 

-114° 



图 34 收 州 油茶 将 产量 分 布 图 

大 豆 播 种 面积 小 于 稻谷 、 OK, HSE ADE RFT AF ED, POH TE 5 ERI 
PENS Ai, WED AE SEK Be, WB AE KR RAI, BIC ARE, 本 -， 
BRERA, 多 用 以 制作 副食 品种 植 面积 将 适当 扩大 。 

HEUER 解放 以 来 ,贵州 经 济 作物 种 植 面积 扩大 很 多 ,由 1949 年 的 166 万 亩 ( 占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的 5.6% YE 1952 年 的 212 WHC 6.5%) 1957 年 的 567 WHC 12.1 %) 

和 1958 年 的 700 Ww AeA, 1958 年 比 1949 年 增长 狗 三 倍 , KR A EAE ， 

烤烟 ,甘蔗 、 棉 花 、 麻 类 增长 较 少 。 现 在 经 济 作物 播种 面积 以 油 某 籽 最 大 ， 其 为 烤烟 , 某 
籽 油 和 烤烟 都 有 部 分 炙 往 省 外 。 

WHA i ap a Ret eT BRAD 90% Db, RN AEAAI ASE, 芝麻 、 葛 麻 、 苏 麻 
种 植 都 很 仿 

趴 州 为 我 国 占 第 一 位 的 玉 籽 产 区 ， MME RESTA SS EAH Ra ES 
&  PRSARS PRI > (B34). WERE TAS EK EIR ES, — 

1) 1957 年 种 植 面积 231 万 亩 * 亩 产 88 Fr, 总 产量 203 万 担 ; 1958 ae, 250 FH, Hi 1004, APR: 
= W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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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径 济 作物 播种 面积 和 产量 (1957 年 ) 
= ) 

T 

BE: SENSE Hy FEE HS Abi, aS wep oH He aS | D> 

| 3 

e。 花生 每 点 代表 2 00 担 

+ 世 凤 每 点 代表 5 O 担 ， 

f ° 

图 35 FN (LAS, Se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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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H PETAL CEES RI HO JER, A A, TT ae 
GAP I—3 HE, WAT RAT REY TE ERA, 1958 ETL SEATED RE 
Pez CB EES) PA RE REAR) . SIC, 全 县 -， 

平均 再 产 186 Fr, 雁 金 阳光 公 直 和 清 锁 和 平公 入 同年 均 有 亩 产 千 斤 以 上 的 高 额 丰产 地 。 
某 籽 油 不 仅 是 未 省 人 民 的 主要 食用 油 ， 且 为 重要 外 再 物资， 油饼 可 作 农 肥 和 创 料 ; Kor 
提高 革 产 和 适当 扩大 种 丁 面积 ， 实 有 必要 ， 因 而 与 小 才 同 是 目前 本 省 重点 径 宫 的 小 春 作 

oe 

| eRe beh LIEK, 1A FROME Hew, 解放 后 用 展 也 很 快 ， 
。 广 要 产 区 为 未 部 地 区 (铜仁 所 产 最 多 ), 中 部 平 圳 \ 息 烽 、 开 阳 等 县 种 植 亦 多 (图 35)。 

RAT a, BAERS, RB eRe 
数 县 分 以 处 ， 各 县 市 都 有 分 布 , 以 中 北部 贵 定 , 蜗 里 、 福 泉 、 黄 平 、 丛 安 \ 开 阳 、 余 庆 , 町 义 , 平 

坝 等 县 为 主要 产地 (肯定 烤烟 生产 占 全 县 农业 RUUCA EA 50 %)( 图 36) 上 上 述 县 分 种 获 历 史 最 
Ey RR” ,其 他 县 市 种 获 历史 长 的 七 、 八 年 ,而 大 多 1955 年 以 后 才 种 植 ， sesh 

HARE, ME Aik BBE, OE AEB ALK. | 
SPSL 1938 fe, ROVER CE ER, FREE, PEDERI 

A3e 贵州 烤烟 产量 分 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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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ACY My SASE 1945 年 获 叶 即 开始 有 少量 运销 重庆 ,1948 年 产量 达 35 Dil, # 

-有 部 分 销 上 海 、 汉 口 广 州 等 地 。 解 放 前 一 ̀ 二 年 , 因 国民 党 反动 派 破坏 ,产量 售 一 度 减 少 ， 

1949 年 下 降 为 12 万 担 ， 自 1951 年 以 后 ,在 人 民政 府 大 力 扶助 下 , 产量 又 远 速 提高 31957 

年 增 至 .78 万 担 ;,1958 年 更 有 上 升 , 大 大 超过 了 历史 上 的 最 高 年 (1948 年 ) 产 量 。 PRT 

考 烟 有 70% DESEBI ABD iE RR RARKAR RE BR, 

烤烟 多 在 坡度 15° DA PR PAP EK A, PA, PSE 

一 ` 二 月 间 ( 早 获 ， 在 冬 开 旱地 种 植 ), 晚 获 旭 在 三 月 下 名 WAS AEROS BB A 

(BRIE AWS), Tu ARE AOR, A ae 
PARA, AEA SWORE OR ey RET ke a, DEK, 
根部 病害 。 烤 烟 为 需 肥 较 多 的 作物 ， 施 肥 量 较 早 地 送 食 作物 如 玉米 多 一 倍 到 二 倍 。 种 过 
烤烟 的 旱地 ;一般 冬 种 小 麦 ,麦收 后 种 玉米 等 旱 作 , 老 英 区 烤烟 隔年 一 裁 的 较 多 (部 分 连年 
RAHN, ASR, ey RARE). ORE MOREA ES, 

本 省 近年 烤烟 单位 面积 产量 和 国内 山东 、 河 南 等 主要 生产 省 分 比较 不 低 ,， 1958 年 革 
PRL EA ER, RE GEN RSS LMR AR Ee, BSR 

WRT BFR, Alin A ASIA BEST gion oc: 同时 ， 由 于 摘 叶 、 

BUSSE OR HE JE a BSS | 

WPS a ar LB, BARB BT BA 分 布 很 分 散 。 

本 省 棉花 产量 很 少 ,解放 后 的 发 展 速 度 也 志 慢 。 在 棉花 播种 面积 中 ， AR KE 

EARL BRE, ORK ETA A, RR 
DISSES , 黔 东 南 为 过。 土 棉 栽培 粗放 ,在 陡坡 烧 山 后 撒播 ,不 施肥 ,过 去 雷 产 只 几 斤 ， 近 年， 1 
径 初 步 疏 进 耕 作 技 术 , 亩 产 提 高 到 10 余 帮 至 20 余 厅 ,今后 将 在 现 有 基础 上 泪 征 改进 提高 ， 
Dai ESA RK. ， 

洋 棉 主要 产 于 解放 前 较 有 种 植 基础 的 东北 部 , 筷 江 流域 思 南 、 印 江 、 石 哮 和 溺水 流域 

Sas REF 黄平 等 县 及 西北 部 亦 水 河沿 岸 仁 怀 产量 亦 较 多 。 在 这 些 种 村 区 内 ， 棉 田 多 位 

.于 河谷 阶地 ,连年 种 植 的 多 ;实行 输 作 的 少 ,前 作 大 部 分 为 油 柴 ,次 为 小 麦 。 洋 棉 在 五 月 上 
名 播种 , 迟 于 邻近 省 区 ; 晚 播 易 受 秋雨 危害 , 需 后 花 较 多 ,影响 棉花 产量 和 质量 , 现 提 倡 早 
- 播 。 本 省 洋 棉 常 年 单产 虽 低 ,但 从 1958 年 印 江 全 县 平均 雷 产 五 .大 士 厅 、 黄 平 、 坦 义 部 分 
人 民 公 社 平均 罕 产 一 、 二 百 斤 看 来 ,实行 早 播 , 改 变 过 去 施肥 少 、 稀 植 和 田间 管理 不 周 的 现 
象 ,并 扩大 适合 当地 条 件 的 良种 面积 ( 泪 50-53 ， 岱 字 棉 等 )”,， 要 扭转 低产 情况 是 可 能 的 。 
1959 年 本 省 棉田 较 过 去 显著 扩大 (重点 是 已 有 基础 的 黔 东 北 \ 驭 北 地 区 ， 均 指 洋 棉 ), 以 后 
还 将 根据 条 件 再 行 发 展 ,以 逐步 提高 本 省 棉花 自 痊 率 。 

Wael PERO NIRS AO LAE, PTE a JSR TH AC RS 
MM ERER, A SRR IE I LS SS a BA 本 省 棉 产 很 

少 ,在 今后 一 个 相当 长 的 时 间 内 ,还 须 依靠 外 省 供应 ,但 按照 自然 与 经 济 条件 , 蓉 麻 以 及 西 
都 地 区 的 大 麻 , 却 可 大 量 发 展 ,这 是 一 条 解决 本 省 衣着 问题 的 重要 途径 。 

1) 据 贵 定 武 哈 , 每 雷 栽 4000 Hk Gt 2,000 Hk, 1953 年 一 般 3,000 He) 产量 为 1,T20 斤 ，6y600 多 栋 产 2,000 
Fr, 8,000 Wp 2,800 4 Jr, | 

2) 750-53 AUSF MYA AES SH ISB, RA RS Ae 465 B 50—80% DIE, 
HATH KU 26.9—29.3 Bk, WB 456 号 长 3.4 一 4.9 Hk, 1958 年 在 省 内 重点 棉 区 已 全 面 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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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耕作 业 相 关联 ， 有 上 发展 前 涂 的 纺织 原料 还 有 香炉 业 。 本 省 养 鼻 事 业已 有 200 多 年 
HSA, 1911 HREM GAT LENS 3,500 担 。 解 放 后 委 蔓 生产 水 年 增长 , 1958 年 产量 已 达 
BTW, 大 大 超过 1949 年 2,100 HAIAZE, ERB AY BRT 75%, A RTE ， 
DHT ES A. HER AAP LSE VER VE ESS, RR 
前 几 年 已 在 西南 部 罗 旬 、 兴 义 试 养 ,， 现 工 在 全 省 普 副 开展 试 养 工作 。 本 省 杆 林 分 布 很 广 ， 
估 诗 最 低 面积 有 .200 万 亩 ;而 现在 用 于 放养 杆 矢 的 还 不 到 十 分 之 一 ,只 要 解决 目前 存在 的 “ 
和 种 供应 不 足 问 题 ， 产 量 还 可 大 量 增加 。 家 香 用 枉 树 ( 茨 桑 ) 叶 蚀 养 ， 现 所 养 大 部 分 是 春 “ 
香 , 毛 气候 条 件 每 年 可 养 二 季 到 三 季 。1954 年 起 ,在 家 委 蚀 养 地 区 栽种 桑树 , RAIL 
PRES PAR, 
SARE T= BLAS 70—80 % 2-7 CEG PS SBS ALLL ERE, 

2S ZOEY EEN RICA CAT, BA 
ARM WAS, BOBBLE HEA, PURE. 
’ ARF 1958 SE SINASIE TEL /\ IL, #99 1949 年 的 一 倍 定 相 当 四 咱 

PRMSAL—, BEATEN -PEAMESLEMMOS BRMTH, HORS 
Cra 35%), KAW HR, WOES ERA AL AR PRIREBE FP ADAIR EIA ALE 

EMER RERT, TAPES Bhs HE CR SU RRA STI 

7, 1958 4EBRPS“BA’ LATO, AL EROS CRRA, REE 

运 江西 于 能 两 地 茶 厂 加 工 ,二 者 大 部 分 出 口 。 ne ac aca sigue 所 产 运 四 川 牙 

交加 工 。 青 茶 产 区 范围 最 广 , 多 销 省 内 。 

茶园 苏 布 于 和 艾 玻 , 征 、 称 茶 茶 园 比 较 成 片 ,其 他 则 雾 星 分 散 ,采摘 的 茶叶 奉 茶 占 三 分 之 “ 

二 ARG Te REA PIS? 5 FEAT KA Fi BOE A RAB 产量 和 盾 

人 ap 可 提高 。 \ 

BMRA MIE 100 SHH, LPM VBA 20 多, 模 桔 占 15% Zee BES 
还 产 少量 香 营 \ 华 果 等 。 梨 久 威 宁 为 主要 产 区 ,所 产 大 黄 梨 水 分 多 , 微 香 ， 甜 酸 笑 度 , 且 耐 
崇 藏 ,是 西南 区 著名 的 果 产 之 一 。 柑 桔 产 于 南北 盘 江 、` 竹 水 河 及 赤水 河谷 地 ,乌江 ` 清 水 江 
WAAR LAH SEA Swe EP Se ORE, 
AREAS ASTRA AKA, IE, FERGIE RATA, 
至 近 几 年 才 发 展 , 现 产 于 贵阳 、 坦 义 两 市 ,品种 有 麻 皮 、 黄 元 帅 等 ， 为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果 产 之 

—, EBB BARR SK BR 龙眼 等 热带 果 产 , 目 前 产量 甚 少 。 
未 省 果 大 豆 源 虽 极为 丰富 ,由 于 过 去 小 家 经 济 分 散 和 经营 以 及 交通 不 便 , 运 略 困 难 ， 成 

画 指 只 有 兴 义 、 惠 水 、 罗 旬 等 少数 主要 产 区 , 佘 多 就 地 产销 ,管理 粗放 ， 病 虫 咱 严 重 ， 品 质 
差 ;单产 低 ,为 本 省 果树 生产 中 最 为 严重 的 问题 ,如 罗 旬 甜 查 过 去 平均 单 株 产量 仅 20 斤 , 远 
低 于 四 川江 津 水 平 ,近年 这 种 情况 已 经 逐步 改变 , 井 正 在 不 断 扩大 果园 面积 ,按照 规划 ,在 
足 阳 附近 的 中 部 地 区 将 以 发 展 以 苹果 、 敢 、 科 为 主 ,西南 部 ̀\ 南 部 发 展 柑 桔 、 香 基 等 热带 、 亚 
区 谓 果 类 ;西部 山区 则 以 梨 为 发 展 重 点 , 工 推 广 华 果 的 种 植 。 

补 业 和 林产 品 “”， 贵 州 森林 面积 闪 狗 150 多 万 公 项 ( 2,300 SDH, ALE MOF 
° ° Se 

$k) ABBR ES 13,000 多 万 立方 米 , 蔷 积 量 中 杉 \ 松 各 占 30%, Soh ti ORE 

1) CARMEL AAG ESTA RR TERRE 6,300 Fe RAT, STE 
| PLR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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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 HE Ws 1931-1935 年 (造林 最 多 时 期 ) 造 林 面 积 的 数 十 倍 。 造 林 最 多 的 是 黑 东 南 昔 

6 或 16 年 达 33 厘米 (平均 21 厘米 ) 的 ,这 种 杉木 速生 径 验 已 经 受到 当地 普天 重 向 。 鼓 刘 造 

= 

、 区 重要 的 木材 生产 基地 。 北 部 和 东北 部 地 区 近年 造林 也 较 多 ,所 造 大 部 分 为 以 油 桐油 茶 

， 江 流域 所 产 下 运 洲 陵 ， 最 后 在 武汉 集散 。 茶 油 在 全 国 的 产量 地 位 不 及 桐油 ,地 区 分 布 天 和 致 

458, ie he Baie toes | “! oa 
主要 林 区 有 下 列 四 个 :(1) 清 水 江 与 都 柳江 林 区 : BREWS ek, BB, 

SHG SHCA REM, BART HE 500 米 左 右 的 山腰 地 带 ;其 土 为 
马尾 松林 ,再 上 为 棕 类 。 本 区 雷公 山 傈 有 成 片 原始 冰 林 , 系 温 # fd SHIRE PK, AL 
Te DAE DAR A tb & (2 HER Es EF ETL SE ELL, Bk Rk 
带 ;最 高 海拔 2,600 米 , 下 部 为 针叶树 ;, 册 腰 为 关 叶 树 ， 再 上 为 治 木 丛 ， 顶部 则 为 草地 。 木 
材 蔷 积 量 亦 较 天 ; 现 已 了 始 采 伐 试 3) 竹 水 河 林 区 :包括 南 \ 北 盘 江 水域 , 南 与 三 西西 北部 天 = 

峨 . 隆 林 等 林 区 连 成 一 片 ,树种 以 云南 松 为 主 ,分 布 于 山 春 与 山腰 ;山脚 河谷 地 带 贡 多 关 叶 
树种 。 本 区 多 原始 林 ,目前 为 全 省 仅 欢 清水 江 的 木材 采伐 区 。( 约 赤水 河 林 区 :面积 最 小 ， 
树种 以 杉 为 主 ; KANG Biko AERTHIT » Hi PIR AGT HER 成 片 种 植 , 亦 有 
小 从 与 杉木 混交 。 

本 省 森林 丢 复 率 还 很 低 ,影响 气候 导 节 和 水 士 保持 ， 同时 木材 产量 和 其 他 林产 责 源 不 
能 满足 省 内 外 生产 与 生活 日 铭 增 长 的 需要 ,因此 解放 以 来 ， 尤 其 是 1956 年 农业 合作 化 下 
后 ;各 地 广泛 开展 了 造林 、 和 终 化 工作 , 1950 一 1957 年 共 造 林 704 WH, 1958 年 进展 速度 空 ， 
前 ;一 年 中 共 造 林 三 ,四 千 万 亩 ;超过 全 省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造 林 总 赴 积 的 数 倍 ， 如 与 解 oa § 

族 ̀ \ 侗 族 自治 州 ,所 造 大 部 分 为 以 杉 为 主 的 用 材 林 ; 所 植 杉 20 ete eet A 
种 ̀ 培 根 施肥 等 技术 措施 做 得 好 的 ,有 8 年 胸 高 直径 达 22 厘米 ( 整 片 林 平 均 15 厘米 以 上 ) 

林 工 作 还 要 炎 逢 开展 ;整个 清水 江 ̀ 都 柳江 将 形成 一 个 大 林 区 ， 成 为 本 省 最 大 的 也 是 西南 

为 主 的 经 诉 林 ;其 中 铜仁 地 区 将 发 展 成 为 木 本 油料 生产 基地 。 西 部 出 地 家 林地 广 癌 ; 竺 合 ， 
水 士 保持 ,今后 将 大 力 营 造 以 华山 松 .云南 松 、 马尾 松 为 主 的 水 源 林 , 这 对 解决 咏 区 将 来 由 
“于 工矿 业 发 展 的 用 材 间 题 也 有 重要 音义 。 

,贵州 林产 品 非 常 丰富 ,比较 重要 的 是 生 漆 , 桐 油 : 茶 酒 、 柏 油 EEF BE! 
AMS HERE OHSBAE PRS EPL AD MeBSER RIPE 

A, DAR, BHT LUNE, Ho ape (Sts JL EE 

. 本 )( 图 37)。 HAI ET BAT AG BBS, SH RAK, 
7K THEATERS 所 植 以 三 年 桐 为 多 BRHF URLERwRBA, 但 在 田 边 、 
地 荐 散 生 的 也 不 少 。[ 帅 籽 出 油 率 30 多 左右 ,就 地 加 工 后 东部 沅江 各 支流 流域 下 运 常德 ,篇 

与 渔 桐 相 车 ,不 少 油茶 宁 与 油 桐 混交 , 黑 东 为 主要 产 区 ,铜仁 \ 松 桃 锦 屏 、\ 黎 平等 县 产量 最 
多 。 解 放 以 来 ,在 星 复 荡 北 油茶 林 的 同时 ,大 量 开展 了 新 林 的 营造 ， 中 耕 经 营 亦 比 以 前 精 
$1957 年 茶 籽 产量 已 超过 历史 上 最 高 华 (1939 年 ) 产 量 的 15 和 左右 。 出 油 率 为 28% 7 

品 主要 供 省 内 人 民 食 用 需要 , 亦 有 少量 供应 上 海 \ 广 州 等 地 。 油 茶 生 产 的 潘 力 还 很 大 。 估 “ 
计 全 省 从 有 70 万 亩 莞 苇 油 茶 林 (相当 解放 后 新 植 铀 茶 林 面积 的 1.5 Ee) RA, 
适宜 发 展 油茶 的 十 地 也 很 多 。 乌 柏 主要 分 布 于 黔 东北 、 黔 北 地 区 ， 以 饥 江 中 论 沿 河 、 德 ， 
江 LG , 印 江 各 县 为 最 普 台 , 除 沿 河 县 多 在 平坦 地 区 或 梯 地 或 小 片 种 植 外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散 生 在 田 边 地 和 角 。 ee Wes 33 %o , PY BEE HARE Be th) Hh A RF Hh)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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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桐油 每 点 代 夫 2 0018 

© Lue meUt# 2 0 担 

(see 图 37 SONA 4 

a Eth) BF A FEELIN) CARA ES AL EO ,部 分 运销 武汉 、 重 “ 
庆 、 上 海 等 地 五 格子 产量 居 全 国之 首 ， 与 生 洪 、 桐 油 同 是 本 省 外 销 林产 品 。 上 
(五 稿子 树 ) 在 各 处 山地 都 有 分 布 ,在 北部 \ 东 部 五 格子 主要 产 区 有 人 工 栽培 ,由 于 产量 
拟 在 笨 叉 建立 单 宁 酸 厂 。 银 耳 产 量 仅 次 于 四 川 ， 现 主要 产地 是 潭 义 、 湄 潭 、 绥 阳 、 桐梓 、 
REL, PAE EB SMI 

FHL ， 趴 州 性 畜 头 数 在 西南 区 各 省 中 最 少 ,西部 山区 有 较为 广 关 的 牧 地 , 硬 众 有 
“放牧 习 避 , 但 仍 为 农业 副业 性 质 。 饲养 较 记 的 威 字 和 北部 罗阳 ， BTR IA A a 
的 25—30% 

现在 天 性 关头 数 约 当 小 性 瘟 的 定数 ， eft Be Ae 70% ZAG KA 25% , 余 为 局 
ARR, PHRETEAVRAS, DPE PARR, Bub 
LAA) SH MERA, RMEA, BER WO RES, HAAR 
型 小 ;平均 体高 117 厘米 ,负载 力 弱 , 关 岭 牛 则 品种 优良 2。 APBD, ERASE 
其 佘 地 区 水 田 密集 的 山 间 平原 及 河谷 。 忆 分 布 在 西部 和 中 部 地 区 ， Ree eS 
FER, 分 布 在 西部 的 除 充 运力 外 ,还 有 很 大 数量 用 于 赫 作 (图 38)。 

1) 关 怜 黄牛 ( 乔 牛 ) 体 高 126 厘米 ,胸围 170.9 BOK, fe Ri 383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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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黄牛 每 点 代表 2 .0OOR 1 A ee 3 

e 水 咎 每 点 代表 2 , 0 0 0 58 

图 33 ”贵州 大 性 着 分 布 图 nA 

3 Pe hE RICH, IS RET 1 IME PS, Licensees 本 省 
生猪 年 有 诗 供 省 外 和 出 口 , 随 着 养 猪 事业 的 发 展 ,将 在 坦 义 等 地 建立 一 些 闪 浆 、 乓 头 加 工 

工业 ,此 外 , 猪 紧 、 肠 衣 亦 为 运销 上 海 \ 北 京 、 天 津 \ 广 州 等 地 的 重要 畜产 。 贵 州 优良 种 猪 不 ， 
多 , 仅 关 岭 , 威 宁 所 养 体型 较 大 ,后 者 为 酸 肉 型 ,所 产 火 腿 融 名 国内 外 。 此 外 ， 现 已 引进 狗 
克 夏 及 四 川 荣 昌 猪 种 进行 杂交 改良 。 炉 羊 \ 山 羊 均 以 西部 为 主要 乌 养 区 ， ii 
正 引进 新 疆 和 细毛 粮 羊 及 考 力 代 羊 繁殖 推广 。 

”本 省 山区 有 天 然 草原 , 宣 收 地 很 多 ; 仅 就 目 前 饲料 责 源 炒 看 ， Fy Beara Hs, 
今后 畏 合 水 士 保持 ， 可 以 开辟 更 多 饲料 基地 ， PTGS ULAR AT RARE 

2. al alk 

贵州 工业 目前 以 贵阳 EN ie, 两 地 工业 以 钢铁 .机 器 制造 和 食品 、 巧 粮 为 主 (图 
39)7 Cb a FA Hace PS JT, 云南 简单 ,重工 业已 占 主导 地 位 ，1958 年 工业 (包括 手工 业 ) 冲 

产值 中 , 生产 关 料 生产 狗 占 57%。 这 是 近 几 年 来 钢铁 ,煤炭 、 金 属 加 工 和 化 学 工业 得 到 比 

较 沁 速 发 展 的 结果 。 食 品 、 息 徐 .造纸 等 轻工业 部 门 的 相对 地 位 已 较 解 放 初 降低 。 
钢铁 工业 ”是 省 内 最 近 才 运 速 发 展 起 来 的 工业 部 门 , 1958 年 攀 占 全 区 生铁 产量 的 

2 



EON we BPA eR ( % ) 

ME aS 1952 年 比重 1257 年 比重 

合 St 100.0 \ 100.0 ! 

黑色 人 金属 2 全 人 
“有色 金 属 4.5 ret 
金属 加 工 5i0:i + 1024 
燃料 采 搁 2.5 2.3 

电力 0.4 0.7 
化 学 | ‘0.3 3.4 

森林 7.4 4.6 { 
品 25.1 P 33.7 

oT 25.3 10.1 
rd 1.9 . 2.1 
Pea 25.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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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贵 州 工 业 分 布 示意 图 

人 1 入, 次 于 四 川 多 于 云南 , 钢 产量 占 全 区 的 9 狼 ; 次 于 四 川 \ 云 南 。 
贵州 是 西南 区 钢铁 工业 原料 和 燃料 最 丰富 的 省 份 , 铁 矿 主 要 分 布 在 遵 义 地 区 及 水 城 、 

未 章 , 都 匀 、 独 山 \ 贵 阳 、 清 锁 等 地 , 其 中 递 义 铁 矿 储量 朗 达 数 十 亿 吨 , 同时 附近 低 矿 、 煤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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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RERRO EEURAE 5 75 APPLET BE ACNBUBLA LI,  ARRE ET A A | 
7 oe Se TORE RAREA TWO, 但 在 解放 前 ，， 

a 

NGOS IDR LZ AIR, SB hE AE BE : 
Me RCE, Bo AP AST REARS OWE ASEM, 近 几 年 
来 除 对 原 有 十 法 炼 铁 业 进行 收 造 、 扩 建 以 外 , 并 已 在 水 域 、 桐 梓 、 BH CMLR) 
义 等 地 建立 了 千 机 械 化 的 少 型 炼 铁 厂 。 

本 省 钢铁 工业 目前 以 手工 炼 铁 丘 主要 , 水 城 , 桐 梓 、 盘 县 、 都 与 . 坦 义 等 地 为 生 忽 主要 
产 区 , 1958 年 全 省 生铁 产量 已 达 五 .六 十 万 吨 , 所 用 燃料 已 由 木 效 逐渐 改 用 煤炭 

已 经 或 将 要 动工 兴建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以 贵阳 、 坦 义 , 水城 .咸宁 、\ 都 与 规模 坟 天 , 击 泉 、， 
SERS TERE SEX ,都 匀 各 厂 不 但 接近 原 燃料 产地 ,而 且 位 于 人 口 较 多 、 钢 
铁 消 费 量 较 大 的 工业 地 区 和 川 黑 ( 郎 将 修成 ) EE LRA RED RST 

_ kas 威 宁 钢铁 厂 正在 筹建 ， TARA Ae RTS, 内 昆 、 成 昆 铁 路 通车 后 还 可 

“ 自 四 川 盐 边 地 区 供 欠 , 燃 料 可 就 近 直 水 城 运 来 ， CRRA 
业 中 心 。 

有 色 爹 属 工业 贵州 有 色 人 金属 资源 种 类 之 多 及 储量 之 富 Rae 有 色 爹 属 
人 矿 以 未 、 什 .全 .罗锅 等 占 主 要 ,其 中 除 示 矿 采 炼 历史 较 久 外 ,其 他 多 在 解放 后 才 开 始 开发。 

贵州 是 目前 我 国 示 矿 储量 最 多 的 地 区 之 一 ， 货 \ 鲜 矿产 资源 亦 富 , BR 
的 开发 利用 ,可 以 相应 建立 有 关 治 炼 工业 。 

贵州 的 铝 矿 储量 很 是 丰富 ,分布 于 贵州 中 部 。 
? 

贵阳 不 但 地 近 铝 矿产 地 ,而 且 附近 将 兴建 乌江 滤 、 SPM SAH, 电力 供应 充 是， Be 

展 炼 铝 工业 的 条 件 优越 。 在 其 他 水 力 资源 较 多 的 矿区 ， 也 将 兴 《 建 适当 规模 的 炼 铝 企 业 。 趴 
州 铜 矿 主 要 分 布 在 黔 西北 ,该 地 远 在 百年 前 ， ene" Stem a 
JERR 

机 器 制造 业 足 州 机 器 制造 业 基础 较 四 川 \ 云 南 更 为 薄弱 ， HERES 
陋 、 规 模 很 小 的 修配 厂 和 仅 能 制造 零件 的 机 械 厂 。 径 过 解放 后 的 发 展 ， 现 已 拥有 矿山 机 械 、 

汽车 配件 .新式 农 具 、 排 灌 屋 备 等 多 种 部 门 的 机 器 制造 业 ， UB ic 其 中 矿山 
机 械 还 支援 云南 。 、 

足 州 机 器 制造 业 目前 以 矿山 机 械 、 交 通 运 输 机 械 . 农 具 制 造 为 主 ， REBAR, 其 他 
分 布 于 毕节 者 义 、 都 匀 、 正 安 、 习 水 、 铜 仁 、 剑 河 、 独 山 等 地。 趴 阳 矿 山 机 器 厂 和 交通 机 械 
修配 厂 是 规模 最 大 的 机 器 制造 企业 ,前 者 产品 以 小 型 破碎 屋 备 和 银 纤 机 、 挫 揭 机 、 运 壤 机 、， 
钻探 机 为 主 ,后 者 专门 制造 汽车 配件 主要 供应 本 省 需要 ，, 其 中 键 答 质 量 较 高 字 供 应 全 国 各 
地 。 

.设备 为 发 展 重点 。1958 年 起 ,上 述 各 种 机 器 制造 业已 在 这 里 兴建 或 扩建 ,一 些 为 农业 服务 

的 农具 ̀ 化 肥 屋 备 制 造 也 正在 河 义 、 都 匀 、 安 顺 等 十 建立 。 现 趴 阳 CE ie TA 

BL ELBA SASK RR Ee , ST GEL Mb Be RA FS BE 

煤炭 工业 SOT Ae, Ge ero, 仅 安顺 、 aa. AAR MAE TB, 

ny a ia HE Ga SAS ET eZ EF -4 POSEURM ER AML BER WE SETT. BPA UE a 

AFP BAR ERI, 1957 年 全 省 煤 产 量 才 达 '100 多 万 吨 ，1958 年 生产 大 跃进 后 , 激 : 

“124 。 

依据 工农 业 发 展 的 需要 ,今后 足 州 的 机 器 制造 业 将 以 冶炼 屋 备 .矿山 机 械 .发 电 与 化 肥 ， 



Be Es: 4-71 uN Oe 
ELBURN ED BaP AAA LAY BEACH AS SPIE ACR AT 

TMS, 生产 过 程 已 部 分 机 械 化 。 ELM I WT ER OLE AES 
“手工 小 矿 

。 为 了 适应 钢铁 \ 机 器 制造 \ 电 力 等 工业 的 发 展 ， 贵州 煤炭 资源 有 必要 进行 较 天 规模 的 
ie FATA, AR MISRAT HRTT 2 RV SORA Me hE 

行 技术 改造 外 ,已 开始 重点 开发 水 城 、 郎 售 、 都 镁 矿区 ,使 成 为 省 内 煤炭 基地 。 
0 不 但 储量 大 , 而 且 煤 质 优良 ,天 部 含 硫 分 在 1 多 
DF, HE) | Aah eRe BITRE, 煤层 厚度 在 3 米 以 上 ， 便于 开采, EMH 

不 仅 为 足 州 工业 用 煤 开 辟 广 关 源 泉 , 将 来 还 将 成 为 四 川 、 云南 及 华南 部 份 地 区 工业 用 煤 的 

小西 柳州 塌 铁路 发 迁 各 地 , 竹 水 河 所 产 流 先 焉 天 红 用 汽车 运往 南 丹 ,东北 部 和 北部 所 产 木 

od SL, ARS MEA BR ANS, 其 中 以 清水 江 流 迁 量 最 多 。 省 内 消费 木 

BEYER Bo 

电力 工业 ， 本 省 不 仅 煤 痰 资源 丰富 ， KARR, 但 FBTR HA RE SEAR, 

ME DLER ABE. 目前 本 省 电力 工业 以 火力 发 电 为 主 ， 集中 分 布 于 贵阳 。 为 

了 和 节 狗 煤 痰 为 工业 提供 廉价 动力 , 现 已 着 手 建屋 位 于 贵阳 、 VRP DOVES MM SICA 

TR SBT FU Ke EAS OS NT AOE TEC, 贵阳 、 SS. SRL WREATH 
大 量 副产品 作为 化 工 原料 ,化 学 工业 的 发 展 条 件 极为 有 利 。 由 于 目前 本 省 钢 然 、 有 色 金 
属 、 机 械 等 工业 的 迅速 发 展 稻 农 业 生 产 的 跃进 要 求 化 学 工业 特别 是 基本 化 学 工业 随 之 跟 ， 

_ 上 ,壮阳 \ 利 又 、 都 匀 等 地 正在 兴建 这 一 部 门 的 企业 ， EET ARR EE SHEL IO Ct 
应 省 内 外 需要 。 

森林 工业 SNR OUR 13,000 多 万 立方 米 , 木 材 采 伐 量 150 多 万 立方 米 ， 其 中 

商品 材 96 方 祭 立 方 米 ; 均 交 于 四 川 及 云南 , 但 所 产 杉木 ( 占 采伐 量 70 务 ) 觅 名 国内 各 地 , 除 
供 省 两 需要 处 ,和 狗 有 一 中 数量 支援 长 江 中 下 游 各 省 。 清 水 江 、 都 柳江 流域 是 目前 主要 采伐 
区 ( 以 采伐 棚 未 为 主 ), 红 水 河 次 之 (以 云南 松 、 局 尾 松 为 主 )， KAR RA BARS 
工业 方式 , 租 伐 森 运 炉 工具 已 较 过 去 有 很 大 改进 。 木 材 经 砍伐 后 ,运销 省 外 的 大 部 分 靠 河 
访 流 途 。 财 东 所 产 木 材 由 清水 江 和 经 湖南 洪江 、 BLT a PERI SL, AL TA ACH it 

和 材 除 靠 河流 流 泛 外 ,多 由 汽车 或 经 铁路 运 到 贵阳 ABS] SHB 

木材 加 工 工业 分 布 在 主要 木材 集散 中 心 和 木 材 采 伐 地 区 , 以 都 久 规 模 最 大 , HATS 

BSE) SR BRA. 7 f 
本 省 森林 资源 还 有 很 多 未 经 开发 ,为 了 支援 国家 建屋 用 材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将 

天 力 在 竹 水 河流 域 及 黑 辜 出 等 林 区 进行 采伐 ,人 芽 将 综合 利用 各 种 林产 资源 ， 人 

你 我 国 较 天 的 软木 厂 外 , 还 拟 于 遵义 和 主要 林 区 发展 小 型 林 副 产品 加 工业 。 

"125。 

SEDANS, 井 正在 贵阳 新 建 规模 较 大 的 火力 发 电厂 ， 扩建 得 又 火电 厂 , 以 便 将 来 租 成 ， 
RA SEM MSS AR ; | 

以 大 型 电站 为 骨干 ， 普 尖 建立 中 小 型 电站 也 是 本 省 虽 力 工业 安 展 的 方针 之 一。 现在 
-铜仁 ̀  候 岂 6 害 泉 ) 真 丰 、 威 宁 草 海 \ 花 次 等 地 和 广大 农村 均 已 兴建 中 小 型 水 电站 ,预料 本 

， 省 长 期 存在 的 电 方 不 足 状况 朗 将 逐步 得 到 改善 。 
BT ARE NESSES “Lube ， 储 量 数 以 亿 吨 计 的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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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食品 工业 是 在 本 省 丰富 的 家 林产 品 基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 包 括 灯 草 、 榨 
oh Gah et bana HEPA and ee ee 4 

ANMOLVEER ADRS, RA) me, 
“利用 牵 常 不 足 牢 数 D, SPEDE OA. MERU PRR BA SK BET 
改建 以 外 ,还 在 烟叶 主要 产 区 的 足 定 新 建 了 规模 很 大 的 复 烤 厂 ,烤烟 和 捧 烟 前 产量 和 质量 
大 大 提高 ,并 有 很 大 数量 疆 出 省 其 ,其 中 烤烟 输出 量 尤 大 。 

烤烟 厂 除 贵 定 外 , 趴 阳 也 说 有 复 烤 厂 ， 得 义 复 烧 厂 也 将 建成 ,这 玫 个 复 烤 厂 分 别 位 于 时 
ASSURED L, 原料 取 欠 非 常 方便 ,烤烟 质量 虽 不 及 云南 、 河 南 \ 而 东 , 但 
锁 往 省 所 和 出 口 的 数量 占 到 产量 的 70 儿 ,其 余 30 CREA EAI PE 、 
烟 厂 所 产 捧 烟 以 中 胡 烟 占 上 比重 最 大 ,高 级 烟 占 少数 。 中 级 推 烟 除 少数 供 省 内 需要 外 ; 葛 有 ， 
60 匈 外 销 四 川 ,广西 及 武汉 ̀ 上 海 \ 北 京 等 地 ,高 级 捧 烟 已 供出 口 。 ae 
ANGEL PEA HRS, RE, CRAP mA EN SE SE a 

ACURA) Si ees HBAK ALAS EMR DRESS, SHA 
高 粱 、 小 麦 为 原料 ,目前 年 产 三 百 吨 左右 ， Jot OREO, 由 于 国际 : 
市 场 需 要 量 大 ,今后 计划 扩大 生产 。 

未 省 梭 油 工业 以 食用 油 生 产 为 主 .1958 年 全 省 植物 油 产 量 中 ,食用 油 占 到 近 70 % 
用 油 大 部 分 供 省 内 , PET LEP 2 90% DL EA, EP ERAS 
npr, DAP S LW KBE, —ARPE TREE OR IE, HRs 32-33%, A 

| BEEP AAE SERS. DER Ee 
REN AY, SPE ENS SE A PRE Re 
KS, EME) BUSRE TVA RED, BRA eA 5 

DMEF WAL ETF AILE BOUL, 在 网 仁 已 建 | 
机 榨 油 厂 ， FRY HAT RACER NER EH EL 

直 于 过 去 本 省 交通 不 便 ， 机 榨 油 工业 原料 供应 经 常 不 足 ;. aie aa 

.60 一 70 细 ,这 种 情况 将 随 着 油料 产 区 交通 条 件 的 不 断 改 善 而 消除 。 

AML OWVARKAE. 由 于 近 几 年 糊 食 年 年 丰收 、 剑 钴 源源 外 调 以 及 省 内 工业 

“和 城市 大 米 需 要 量 的 增长 ， 这 项 工业 发 展 迅 速 , 1957 年 公 省 胡 米 工业 总 产量 已 达 20 万 ， 
I MEK PBR ABR, DTK EIR EA SR, SS 

EIR BAP BURAK, BOTT FORKRREE A TBA, Boh. ARKO 

PURREAZE, BARTER APP ERSEMLIMC, BA ZE, AERO 

ME ASAET “FET IBA, GSK TSE SL BB SES OL IV SEK tr 

”面粉 工业 主要 分 布 于 邻近 小 麦 主要 产 区 的 贵阳 遵义 和 铜仁 ,其 中 贵阳 "贵州 面粉 三” 

产量 占 了 全 省 机 制 面粉 产量 的 三 分 之 二 ,各 地 所 产 面粉 除 供 省 内 消费 外 ,还 运销 广 BRK 

他 省 份 。 

食品 工业 除 上 述 久 外 ,解放 后 还 在 黔 西 南 甘蔗 产 区 oi AAT OORT, 下 

Ba 72 Se oe WL AAR RSE PEK, A FAK RLM Ro 

wie Te Re EE, SE A LL lo 

1) 据 “ 十 第 内 贵州 经 济 建 设 ”, 何 辑 五 镶 , 1947 年 。 

ed126。 



SM ULE ESAT, RR RB IEA , ETE 200 余年 前 ， UF 
MUSA BRS LEA, TRALEE. SERA 
Riks SARAH L, 32 CHU BR aE, 1955 年 新 建 了 一 座 拥 有 条 ， 

$e SL RL, 鼓 厂 所 用 原料 大 部 取 自 当地 , 少 部 取 之 于 云南 上 昭 通 地 区 ， 
产品 久 梓 竺 、 杆 网 为 主 ， 所 产 梓 网 质量 较 高 ， 一 部 分 运销 云南 、 湖 南 等 地 ,并 供应 出 口 。 

”小 义 地 区 具有 发 展 委 桑 业 的 条 件 ， 随 着 这 种 生产 湾 力 的 发 挥 和 人 民 对 义 粮 品 需要 量 的 二 
OK, a 的 规 模 还 将 扩大 。 TER JE SARE BL, Da ESE AT 

BRE 
HLL 目前 不 占 重要 地 位 ， 但 由 于 省 内 人 民 胡 着 需要 和 原料 的 还 步 增产 ， 这 两 

APMOIVELLE WEP] BY RM LEER a Re 
UTE TERA SERRA 0 PIAL, RRS BS PRE, 
原料 须 靠 华中 地 区 补充 外 , 麻 息 原料 (芝麻 ) 省 内 供应 充足 ,不 需 外 求 。 
SED LAAT POMERAT RE RT. ARE RR, 
SRR S FOS OV RARS SEE CR ARES 
BS, UFRRNSROSURHS. MAR SHFAR KNB MS Sib, DST 

| EMTALA) BU. RRA, SEM, Hise eR AK 
纸 为 主 。 目 前 全 省 抵 产 量 还 不 能 满足 省 内 需要 ,手工 和 机 制 纸 工 业 都 可 进一步 发 展 。 

ae 3. 30 3 GE Re 

STE LAE I 9 He BLA ER AIRS HERES, 虽然 陆 德 修 
筑 了 玫 条 肥 路 , 但 工程 质量 低 ,和 线路 坡度 和 弯 度 大 , 运 考 衣 力 极 差 。 抗战 期 问 建筑 的 黔 桂 
铁路 ,在 未 省 境内 只 完成 一 小 段 , 而 且 不 久 即 行 拆 除 , 解放 后 还 速 修复 了 国民 党 反动 派 撤 
退 时 所 破坏 的 许多 公路 ,修复 了 轩 桂 铁路 的 上 日 有 和 线段， HER TAIRA T 
BMS ZSPN T BE OHE”. 
BES ES IS GAARA, Sy i Fe SAR FSS EEE 

在 基本 正 马 为 铁路 所 代替 ， 重 要 性 已 远 不 如 以 前 ), 其 他 公路 及 航道 为 补助 线 ( 图 40)。 目 
”前 本 省 交通 运 考 网 的 地 区 分 布 还 不 平衡 ,中 部 地 区 有 较 密 的 公路 干线 和 支 丰 , 且 与 铁路 束 
“接客 货运 过 比较 便利 ,周围 广大 地 区 特别 是 西部 山区 ， 不 仅 公路 很 少 , 因 居 河流 上 游 ,水 
运 亦 极 不 便 , 不 少 呈 分 的 物 责 交流 依 顿 人 冀 力 运输 。 交通 运 略 是 促进 本 省 工农 业 生产 发 
展 欧 重要 一 环 ,许多 地 方 因 交通 困难 ,大 量 农 、 林 , 履 ̀ 副 产品 无 法 外 运 ,农民 所 需 生 产 、 生 活 
责 料 运费 高 昂 ;而 埋藏 地 下 的 丰富 煤 、 铁 、 有 色 金 属 矿产 的 开采 与 有 关 工 业 的 发 展 更 受到 

1) RSME REE CA: AB)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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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 A, 从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以 后 ， 国家 便 将 本 省 列 为 交通 过 设 主要 吕 詹 路 建 二 的 

重点 地 区 ， 除 已 经 完成 团 桂 铁路 的 未 成 线段 外 ， 通达 重庆 、 Kid IB wes eS 

ee ee eee eA EH SI RACH IRR MD REA 
从 而 可 大 大 改变 本 省 交通 的 现 有 面貌 。 

ie 

Tx BRIER ii: FLRISE A, Sy HF ERS OS BP CREED 但 因 公 路 展 延 区 

aw, WA Se MBE, 由 于 解放 以 后 公路 建屋 的 发 展 ， 通车 里 程 有 很 大 增长 ， 
| 1958 年 各 县 均 已 有 公路 可 通 ， 侍 省 平均 每 百 方 公里 有 公路 750 公 星 ,公路 密度 在 西南 各 省 

nea 公路 质量 也 有 很 大 改善 ,目前 一 般 路 面 寅 度 均 已 扩大 到 6 米 ， PEE LD) 10° 以 

TF, 70% AEM GE HR a REE CKROD RS lg Sa, 因而 行 了 车 密度 有 了 

显著 的 提高 (为 1952 年 的 一 、 二 十 倍 )o 解放 后 公路 建设 的 另 一 特点 是 重 向 了 少数 民族 居 

人 和 住 区 和 偏 休 册 区 新 线 的 修筑 ， 因 而 对 这 些 地 区 物资 的 交流 和 和 经 济 的 繁荣 起 了 有 力 的 促进 

作用 。、 、 
在 现 有 公路 中 ， 比 较 重 要 的 计 有 黔 桂 ̀  黔 误 \ 川 黔 \ 湘 黔 , 册 三 \ 清 华 \, 进 铜 . 贵 肥 等 八 

巷 , 前 四 线 并 为 本 省 主要 省 际 干线。 办 桂 线 在 1959 HOB EBA DI, CR 
AE Sa Eee EE CEE, MARR EMO, HF 
PERRAGSS WS HRB WMAARADA RRR wa, At, 
运 量 却 为 所 有 公路 入 中 最 大 。 黯 桂 铁路 通车 至 贵阳 以 后 ， RELATED BB | 

, RRR 

SE a PA 向 西 ， 故 安 嘎 . 普 安 , 盘 县 等 地 至 云南 江 僵 ， 与 沾 舍 至 昆明 的 铁路 相 楼 ,全 

长 462 公里 ;为 本 省 与 云南 联系 的 主要 干线 ,线路 穿 经 不 少 崎 虐 山岭 ,解放 前 工程 质量 差 ， 

1954 一 1955 年 便 进 行 改 建 ;基本 上 达到 大 航路 的 标准 ,从 而 提高 了 行车 密度 , 给 短 了 行车 

MNP, amma BAH AT UE, ERICEIRA AA eR 
FWER AMI RRS RTH AHS ROLE EMRERT h 
及 其 制品 \ 矿 建材 料 、 纱 布 . 日 用 百货 等 , 东 运 运 量 略 大 于 西 运 运 量 , 现 因 满 越 铁路 修复 省 
车 ,云南 过 境 物 责 已 形 减 少 。 

NMEA REARS SO MEISE, BM) SR MEE MRR 
4— BRAS LS BRIN RAM, AM NMEK AILBEK, SK 4874 

EL, PI 310 FE, EA Re EAL I LL WL, FR LTS ak EH PRES 
H, Mia AMI T Bie CRT RS THRASH. KARAM 
PUB ACHEEE , BAG RAEN) Ne, CRESS EAD. iB 

FER DACA NK Si, Be ES EK RK, SAK 

RO BARA ORR WEST BERRA, MEE a th 
BD EERD), EAU BRE 副产品 的 外 调和 工业 品 的 内 运 , 大 部 分 经 幢 阳 取道 

对 桂 铁路 。 川 败 公 路 邻 省 过 境 物 痪 主要 是 四 川 运往 云南 的 钢铁 及 其 他 工业 器 材 ， 直 云南 
运往 四 川 的 农 副产品 ,在 全 部 运 量 中 所 占 比 重 不 大 。 SUN ERIE EE AR, ABS 
下 日 釜 织 短 , 几 年 内 汽车 运输 的 霹 史 任务 即将 完成 。 
贯穿 咱 、 黔 、 演 三 省 的 交 SPR ERB AA RR BRT Hey I 

- ° 

， 2) 1953 年 与 1956 年 比较 ,平均 每 天 通过 车 数 增加 了 好 几 售 ， 往返 所 需 时 间 直 7 一 8 天 缩短 为 4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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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eT 内 长 358 AE), ese SE Aa RS Be 
HBL ZAM, 由 沪 州 运 回 各 项 工业 品 。 

湘 岑 线 是 贵州 \ 湖 南 二 省 的 交通 要 道 ， 古 是 本 省 中 部 通 往 风 4 东南 少数 民族 地 区 和 财 东 
AME MRT, REAM, MAE RE MERA Ek ET 
而 达 长 沙 ,全 长 602 公里 ， BHK376RE, PRSLHEMNLRRS, REN RAD 

路 通 往 都 匀 外 ,人 淋 有 通 往 答 安 、 余 失 、 剑 河 ̀\ 铜 仁 等 地 的 公路 。 轻 湘 黔 线 东 运 的 物 关 有 贵阳 
”的 日 用 品 、 由 都 匀 中 转运 往 黄 平 锁 远 一 带 的 食盐 百货 以 及 由 锁 远 ,铜仁 运往 湖南 的 然 食 、 
KRESHH, 西 运 的 是 长 沙 \ 安 江 运往 铜仁 、 锁 远 的 纱布 、 RSF Sema 黄 
平 、 施 秉 运 往 足 阳 的 钴 食 等 ,向 西 运 量 大 于 向 东 运 量 。 

清 毕 线 自 清 久 经 黔 西 \ 大 方 至 毕节 ,全 长 216 RE, BRAD AMARA 
系 线 , 黔 西 送 食 及 其 余 农 副产品 和 经 此 和 线 东 运 贵阳 ， 由 贵阳 运 回 工业 器 材 、 日 用 品 , 大 定 以 西 
家 副产品 及 食盐 、 布 正 百货 的 幸 出 大 则 轻 鞋 区 通 过 川北 东 路 在 泸州 转运 。 

BAGEAA SIR SREB SRRILS SRE, HURL B 
江口 至 铜仁 ,全 其 401 BE, SRW OS, eh BSE 1955 Hee, 
BADE SEAR Ae BP REO PS (9 JSS ES HE Eh IS BS 
WB), By Wi A cw ATE; Be I A 
产品 ; 运 回 的 是 生产 资料 和 日 用 品 。 

贵 罗 线 自足 阳 轻 惠 水 讨 罗 多 ;长 166 公里 ,其 中 惠 罗 段 系 解放 后 新 建 。 由 足 罗 线 供 应 
“贵阳 的 物资 为 适 食 及 矿 易 性 建筑 材料 ， 回程 物资 以 食 扑 及 生产 资料 为 主 " 构 跨 省 境 南部 册 | 
SSSA Sy A OEM MORE 

PH=EQRES A WSR e( eA KRSBEE, sey a ee 
SP a) ZB = MAF 1958 EE IBS) SK 351 RE MBBARE KK 
may Bah NKR, KET hh PSR ouReere 
阳 的 不 便 状 况 , MEH AOA BRIT" A CLL SE SS, EP 
黔 南 地 区 经 济 起 了 很 大 作用 。 

解放 以 来 ,本 省 公路 运输 虽 有 显著 发 展 ， ARTRENR REO, 1 
AML REM LS BRAS BORAT wm 

“是 广大 山区 的 交通 ,还 有 顿 于 更 多 公路 新 线 的 修筑 ， 其 中 意义 较 天 的 如 桐梓 至 赤水 、 沿 河 
至 桐 样 \ 开 阳 至 石 陡 \ 息 烽 至 金沙 、 ThE EIB, HS i rE MATL AE TEES AND | 
建 。 

BES He SATE ARG BARE RAY SEDER EME SERS, CCR ORBLE RAE 
sz AISI, pa ZRdE Ad AER AE ES KR ORS BES RA HER 

WRBE BAO Ah IE A RK BSB SALE RRA 
$e AT A 40 一 50' %, KAGE SE LY, ED 
LEBER, oe eee ee 
术 改造 。 

VB ah = es ce 91, tb He a sav SE RT 
ALE Bio JIS SRR AL HES JSR ILE LISI a HE, ETT 5 RB EL) , MOET SE 
息 . 烽 至 贵阳 ,长 狗 320 公里 ;进入 省 境 后 北 段 多 穿行 在 丛 山 峻 岭 中 ,有 60 9% 以 上 的 线路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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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uuene, OY Ds BABS 高 江天 险 ,工程 艰 互 : Be eek Dak EL, 未 成 部 分 正 - 
在 加 紧 施 工 。 汀 黔 铁路 由 湖南 株 州 起 ,经 湘潭 、 安 化 及 本 省 锁 远 至 都 匀 , 与 黔 桂 铁路 相 接 。 
Bh ERE AL REI RE, SS IRE, ORS SEB 
“” 汐 将 于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建 成 。 

黔 桂 JJ 咱 黔 、 湘 黔 . 黔 温 铁 路 堆栈 全 省 ,不 仅 将 有 利于 本 省 农林 牧 业 的 发 展 以 及 工矿 企 
” 业 的 建 届 , 从 扩大 省 区 的 交通 联系 来 说 ,意义 亦 极 互 大 , 黔 桂 、 川 黔 两 线 通车 后 ， 北 段 接 成 

国 。 浴 宝 成 两 路 可 连接 阶 海 路 ,南端 接 湘 桂 , 黎 浇 铁 路 可 通 湛江 港 ,它们 将 成 为 我 国 西北 经 西南 
量 ”至 华南 铁路 故 贯 线 的 组 成 部 份 : 湘 黔 . 黔 混 铁 路 通车 后 ,西端 接 计划 修筑 的 温 町 铁路 , 东 端 
| 接 浙 镇 铁 路 可 通 江浙 ,连接 正在 修建 的 酒 订 、 国 闽 铁路 可 通 讶 站 ,七 们 将 成 为 连接 西南 \ 华 

中 、 华 东 铁 路 横贯 线 的 组 成 部 份 。 
”内河 航运 内 河 航运 在 本 省 交通 运 坟 方面 的 地 位 远 不 如 公路 和 然 路 运输 重要 ， 航 

MEAP RAFI ARB EAA TS, ARLE EK RS HE IE, 
时 * SW AA EAA MA eS REI ERE. Bin, AC 

| SURREAL TNE, ETT T Ma ETE KET ROO, UES 
里程 已 较 解 放 时 增加 一 倍 以 上 ,内 河 运 量 有 更 大 的 增长 。 

现 有 航道 中 以 遍 江 、\ 赤 水 河 航运 较为 发 达 。 饲 江 是 本 省 最 大 河流 ， FR BIE 
oh FL MSCRIES EN 212 DBM Be, 由 思 南 以 上 至 水 口 ( 余 庆 境内 ) 
出 可 航行 12 一 40 吨 的 木船 。 水 口 以 上 河道 , 因 河床 窗 ， 滩 险 多 ， 只 有 个 别 地 段 可 以 通航 
LOMA PAA. 乌江 货运 量 在 全 省 次 于 赤水 河 * 下 运 四 川 的 以 类 食 为 大 宗 , 余 为 桐油 等 “ 
林 副 产 , 上 运 物 春 现在 还 很 少 , 稳 大 部 分 是 食盐 。 

赤水 河 是 本 省 西北 隅 仁 怀 赤水 、 习 水 货运 要 道 , 经 解放 后 的 航道 整治 ; VASE Cos 
， 挤 ) 至 二 部 滩 ( 赤 水 境 ) 之 间 可 通 3 一 8 吨 木 船 , 二 郎 滩 以 下 ,50 吨 木船 及 浅水 拖 翰 可 直达 四 

_ 咱 含 江 。 赤 水 河北 运 四 川 的 物资 为 类 食 煤炭、 二 特产 ， 上 运 的 主要 是 食盐 、 纱布 和 百货 。 
货运 量 向 居 各 河 首位 , 占 全 省 内 河 总 运 量 的 40% 左右 。 

TES}, BIBRA Oe, SHIT. BRIT, RTL ADOT AC ARG ERE BIS ATER 
LA. YezK aE IN RAEI) BEARS (ERIS) TAC LR, ES AL 
前 ,往来 物资 颇 多 。 近 年 对 较 大 滩 险 ( 族 葛 河 ) 进 行 了 整治 , 旧 州 至 锁 运 木船 已 可 通行 无 阻 。 : 
现 运 量 居 全 省 的 第 三 位 。 下 运 物 查 为 类 食 、 植 物 油 及 土 特 产 . 上 运 的 是 食盐 \ 百 货 、 钢 铁 制 
品 。 江 口 、 铜 仁 地 区 锦江 \ 松 桃 河 的 通航 河 段 运 量 及 上 下 行 物资 ,大 致 与 沽 水 相近 。 清 水 江 
横贯 黔 东南 苗族 侗族 自治 州 北部 ,通航 里 程 居 全 省 之 冠 ,只 是 河床 狭 窗 , 滩 险 多 ,只 在 锦 屏 
BSI RAE, BNA AL) AAT 5 一 30 Wt, SER ATER ASL 5 吨 久 下 小 木 
船 , 运 量 不 大 ,下 运 的 以 类 食 ,桐油 为 主 , 因 押 轻 的 锦 屏 、 天 杜 为 重要 林 区 ,每 年 流放 沅 江 的 
林 材 为 量 很 大 。 清 水 江 向 西 伟 展 的 距离 较 长 ， 轻 过 整治 后 ， 可 在 都 匀 与 铁路 实行 水 陆 联 

; 兰 。 都 柳江 现在 货运 量 也 很 小 ,主要 为 向 柳州 流放 木材 。 

(五 ) 省 内 分 区 概述 
HS BRA DAM, BX. BS, WE, HOR TE, ORES ETE 

《图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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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cay Tie | LER E 

pes AECL T AINA EG) CLARE (Fert BRIER TEAC, VA MEA ER) ,安顺 两 个 市 
MBL BA RE AA ME TATE | 
RELI S ah a EM , ae rt eee 

| ROWS, SETAE EE WARE AEA, A FE AE 
| ” 鸥 天 于 其 他 各 区 , 是 带动 公 省 工业 发 展 的 一 支 核心 力量 。 BIA ew 
fe, 产值 占 公 区 工业 总 产值 的 60 匈 ,其 中 以 机 器 制造 业 所 占 比 重 较 大 , FE EAT 
ETON, BOSE HALLE, KOLAR, BRE RSE 

HBA DWM SASH b, REE IB 
AEP AMADA LS BV STARA, SKIN BA 

_'- KG, BRMETF ARISE, HAO eRe 
AS A AK SW MTEL BEADAE MMS APRA 
| AES, SPALL REA RR, OE ES 

ABP AO HEAR E, BLTE A POBRANO oY ANSI TR ESET 
EIS Pate LAS , ILE PORE SEB, BS ICVESE TK RARER, 将 为 磷肥 等 工业 提 : 
BERG RPE, bs SK PAS PR Se RW (BSE LH 
ALES BE APH IST EE, RAT DR EA 

BRSTAR BY BARE DLA, Pe Bb, BLE Re Se 
| BES AR REAT ALT 

| 本 区 且 为 贵州 重要 的 耕作 业 区 ， 烤烟 产量 物 占 他 省 40%, 油 药 籽 和 稻谷 ,小麦 的 产 
仅 或 于 汀 义 地 区 烤烟 在 本 区 栽培 历史 已 有 一 十 多 年 , 现 全 区 各 县 均 有 烤烟 种 植 ， ee. 
Be FR EG RA, SEA ELAR ARS, Uae POET 
PEE ANHETT T HAT a MTA RAK, AEM OS De 
WERE AME 2S, SHIRE RA EIA A 
各 地 和 并 有 部 分 出 口 ,由 于 复 烤 技术 的 不 断 划 新 ， 站 

” 烟 标准 ;本 区 制 和 鞍 的 部 份 高 级 挫 烟 亦 已 行销 国内 外 。 
AK WARE PF BH, SRA th AF He Be ey VEE LI shoe eee By 

| S25, AMAKHREMTLAR PMR EKA, RSME 
i TRERGR URSA AMEN EKA BREE RAVE, BA AYR 
机 粹 油 厂 , 足 定 榨 油 厂 规模 为 全 省 最 大 。 

稻谷 和 小 考 为 林 区 最 重要 的 詹 食 作物 ， 贵 阳 、 安 顺 、 趴 定 , 平 址 各 地 为 稻 麦 集散 中 心 ， 
均 拥 有 闪 模 较 犬 的 研 米 工业 ,贵阳 并 有 咎 粉 厂 。 符 厂 加 工 制 成 的 大 米 除 供 区 内 城市 和 工矿 
区 灸 外 ,还 有 部 份 构 黔 桂 铁路 调运 党 外 ;北部 各 县 稻田 耕作 精 组 ,水 利 条件 较 好 ,水 稻 音 产 -， 
与 洒 义 地 区 相似 , 舟 米 外 调 数量 最 大 。 

贵阳 地 区 是 全 省 交通 干线 汇聚 的 中 心 , 革 桂 铁路 自 南 而 北 伸 久 本 区 ; SJE RS 
交接 于 贵阳 , 自 此 并 有 公路 东经 凯 里 地 区 通 湖南 ， 贵 阳 还 与 区 内 处 的 修文 .毕节 、 罗 甸 、 

Oe JER. SREWHARRR, DLS SIRI RT DUR AER 
; A ARES MET, ERRRASHERS BRS REE DEB AR, 0 

8)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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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EY LES. Ah hE Ee A LAE SERED, SE RG AS BR 
AK PEE Sh BRS IIE A TB SES a Fer AE EE PS A Be 
国内 各 地 的 物资 亦 有 一 部 份 经 黔 桂 铁 路 通过 本 区 转运 。 近 几 年 内 川 黔 、 湘 黔 、 Sr ES 
Fy ER, KAS RAG SHE AE Te 位 于 这 些 铁路 交叉 点 的 贵阳 ， 将 成 
为 西南 地 区 陆 上 交通 的 枢 考 。 

中 了 是 西南 区 炊 于 重庆 、 成 都 .昆明 的 第 四 天城 ， 为 全 省 政治 、 REDE ASCHER HR LD, Bl 

在 市 区 范围 包括 周围 几 个 县 。 时 在 一 千 多 年 前 ， FRI Sa DRI 

. 压 妃 少数 民族 最 大 的 据点 ,直到 解放 时 , 仍 是 一 个 以 政治 为 主 的 消费 性 城市 ， 由 于 贵州 经 
薪 落 后 和 交通 不 便 , 因 此 解放 前 贵阳 连 商 业 活 动 也 很 微弱 ,工厂 企业 更 是 寥寥 无 几 。， 

这 个 城市 回 到 了 人 民 手 里 以 后 , 才 把 它 带 上 活 勃 发 展 的 道路 ， 多 过 不 断 建设 , 现 已 拥 
Aa BS URS LT VER AE RR SEE EES BPA, EEO 
值 占 到 工业 总 产值 的 75 %DE(1957 年 ), 工 业 产 值 占 人 至 省 锡 三 分 之 一 ， 成 为 至 省 工业 建 
发 的 主要 支柱 ,但 这 仅仅 是 开始 ， 以 重工 业 为 主 并 有 若干 轻工业 的 大 规模 建屋 正在 展开 ， 
不 上 几 年 , 便 将 成 为 具有 更 为 给 大 的 钢铁 冶炼 ,机械 制 造 ( 除 工矿 用 机 械 外 ,有 上 发展 前 途 的 
还 有 铁路 车 辆 修造 外 化 学 (以 化 肥 为 主 ) 等 部 门 的 工业 城市 。 

安顺 是 本 区 第 二 个 经济 中 心 ,已 于 1958 ERT AOS 万 ,位 于 贵阳 至 昆明 公 
路 上 , 另 有 公路 通 往 粮 金 、 望 谍 等 地 ,周围 儿 县 农 副产品 在 此 集散 。 目 前 工业 还 不 发 达 , 仅 
有 未 型 炼 铁 ̀  农 具 制 造 棒 油 、 傅 米 等 工业 ， 随 着 附近 地 区 地 下 责 源 的 开发 ， 将 成 为 区 内 仅 

- 允 于 贵阳 的 煤炭 、 炼 油 、 钢 铁 、 化 学 等 工业 城市 。 

2 遵义 地 区 

位 于 本 省 北部 ,包括 南 起 坦 义 、 北 达 省 界 \ 西 起 金沙 仁 怀 \ 东 止 于 沿 河 印 江 范围 内 的 地 

区 。 数 山 山 脉 横 互 于 本 区 中 北部 ,赤水 河和 筷 江 支流 分 别 展 布 于 西部 和 东部 ,境内 铁 、 低 、 

煤 、 黄 铁 矿 、 磷 等 矿产 资源 丰富 ,其 中 铁 、. 低 、 黄 铁 矿 储量 均 居 全 省 首位 ， 具 备 发 展 以 钢铁 、 

\ 化 学 工业 为 中 心 的 重工 业 条 件 。 川 黔 铁路 的 修建 ,将 会 加 速 本 区 矿产 资源 的 大 规模 开 履 ， 

目前 是 全 省 第 二 个 工业 发 达 的 地 区 ;由 于 人 口 密集 ， 径 济 开发 历史 较 早 ， 农业 也 很 发 达 ， 为 

贵州 棉花 、 委 和 糙 的 主要 产 区 和 少食 外 调 最 多 的 地 区 。 

更 有 重工 业 以 狼 \ 磷 \ 黄 铁 矿 的 开采 和 化 学 工业 为 主 。 本 区 是 西南 区 重要 的 婚 矿 产地 ， ， 
BN FREEBIE RAE Th, NE ERAS Se 
EEAMBE SAE IME, RAT AR SS BS, Pe LR BPRS 
Khe IWeET RAE SNR HAT SRREML, HPN SSS 
He AR ES, ER Pe Bir Ae 
| Wit 4 ORTH ES LEE, A AS EN PP 
A Ala & PU a ee a FSR ACHE BB ik SE He TM aS Be 5 TC BESS 

ZEB TS ENE ARE RD BG HOF DLA Pg 

ALAA RENE TE LW EISELE BIS, JIS REDE UEN TAEL AE O 
SRA ARD , be RISE TILME, 远景 储量 狗 百 亿 吨 2， 为 西南 区 最 大 詹 矿 之 一 。 矿 区 

\ 

1) AR AR, 1958 4e 11 F 2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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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EKOWVE , 川 黔 铁 路 通车 后 ,一 方面 便于 供应 重庆 钢铁 工业 以 原料 ， 同 时 可 以 取得 

重庆 的 技术 摇 助 ， 现 在 已 在 霜 义 建成 小 型 钢铁 厂 ， 将 来 逐步 扩大 成 为 较 大 的 钢铁 联合 企 “ 

，。 池 。 本 区 机 器 制造 业 目前 基础 仍 很 薄弱 ， 仅 在 坦 义 ,正安 、 习 水 等 地 届 有 小 型 机 器 修配 和 
溉 具 制 造 等 厂 。 随 着 钢铁 、 化 学 等 工业 的 发 展 ， 要 求 冶金、 本 而 等 机 械 工业 与 之 作 相应 的 

本 区 是 贵州 养 委 和 入 和 绫 业 最 发 达 的 区 域 , 委 蔓 产 量 占 全 省 90 多 以 上 , Da IG 

_ «-RAS, SERA LER Y 70%, KRKLEN PER BY ke 
等 县 ,在 青 枉 树 上 放养 ,年 可 放养 二 季 。 第 一 季 在 四 月 放 委 ,六 月 收 茧 ;第 二 季 于 八 月 放 委 ， 

AA. MRR OPER, TRS, ARS, BRR RE aT OP 
EEN BT AAA MMOS, ART ELRRAT“ ARON EK SS 

Fh BRSARAH `\ 湖 南 等 地 ， 其 中 部 分 高 级 炎 笛 还 供出 口 。 惟 目前 本 区 委 蔓 原料 
还 不 能 完全 油 足 炎 炽 工业 需要 ， 需 从 云南 昭通 地 区 运 大 生 煌 补充。 在 发 展 杆 委 蚀 养 的 同 
时 ,多 阳 、 桐 梯 、\ 坦 义 、 正 安 等 地 已 开始 了 去 香 的 试 养 工作 ,每 年 养 居 三 季 已 经 试验 成 功 , 桑 

eC ee eae ee nae Cee ede 
| NHR EAA EAM MEr BARKS SEG ES i MEERA TR 

ARTA AD RTL APR HE , DUR VS FLATS OF Se BARISTA IE 

RLS EN CS FEMALES B eA iS BS BT 

| SE ian UP FEET a LE NR TY EST RET, Fei BEY 

Bh EG AES IL AAR FD ERR AR A REE RAE 
PUB RBIS IES Ro 

© FRR RRNA -BRERE AH EDIE, 1958 3G % Ate A ii 

J; oa 青 麻 、 答 草 \ 棉 杆 皮 、 ea FR AB , BUD. 
RRA. 

XWERAT RM —AELASE I, FERPA BE NAA, 
SEP GSM Va APA AE AKIRA RS. PRADREREEE MAGA 

Re AFRO LES, THERM ARP WS BR BS, PK BH 

高 ;1958 年 赤水 已 为 水 稻 震 产 千 斤 县 。 稻 田 在 水 舟 收 获 后 , 西部 各 县 种 植 小 麦 ,东部 种 植 
,局 给 昔 、 油 某 等 作物 , 仅 有 35 匈 左右 的 稻田 蔷 水 冬 开 。 人 小 麦 除 在 水 田中 种 植 外 ,也 是 亦 水 、_、 
在 秆 、 习 水 等 县 河谷 或 山坡 旱地 最 为 普通 的 冬季 作物 , BARES 
他 各 区 。 

| ARP RS IL LSS SARA NERA EAR RG 
FA 

JN EA OIAR ABIL PATTER EER, RBZ 
BHOSLE SWRRERARBLA, KSRAG SY ORAL, BTS 
BRA ET SoHE Pa BIKES AR RRS, IME EK; 
PED TRA HRA IRA OK SWEAR ERTS, CORY PSA, K 
内 南北 部 之 间 交 通 方 便 ,东西 部 之 间 径 济 联系 仅 靠 遵义 至 思 南 的 公路 ， 交通 还 感 困难 , 因 
ZEEE IN TABS RS ALS FAA AY TEE Rok) AE) TEE SE 
西 公 路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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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QH RATA MOB, MEME, BEA EA 
bh ,1935 46 1 AS Tt LAREN, CRT MRT RSM, Bae Toe 
fe Wa EE RB LAL IE PY OLS, HERES IGT TST TES RB. A 
BOSE — 7 eH RII SRR ET ES) 
EE 1020 eR EK BUSS. 1958 ELI, MEE RAT CHIE, 
钢铁 ,机 器 制造 ,化 学 等 工业 正在 不 断 兴 建 与 扩建 ,人口 由 原来 15 万 增 到 20 多 万 ， NE 
不 久 通 车 后 ,这 个 城市 的 轰 济 将 进一步 繁荣 。 ， 

BRIE LOL, HARE BR DSK RK, FRCS REE, aH 
Be he SE AT RAIS — ABLE SWI, WR EME 
区 烤烟 ` 荣 籽 \ 木 耳 等 农业 产品 的 集散 地 , 松 坎 是 川 黔 公路 重要 的 中 途 站 ， TARE TEA Be 

aid Gi. scale FAUT A BE PA 

3. 都 与 ,地 区 . 

本 区 位 于 省 境 南部 杠 水 河流 域 ,包括 黔 南 布依 族 苗族 自治 州 的 大 部 分 和 兴 仁 、 兴 又 等 

县 ;是 本 省 地 势 最 低 、 气 候 最 为 温暖 的 一 区 ， 安 龙 、 望 谎 、 罗 旬 、 兴 仁 、 WE PARES 

气候 特色 ， HA HB AR aR RSET sit 

”都 匀 地 区 是 布依 族 ,苗族 聚居 的 地 方 ; 全 区 总 人 口中 ， 布依 雍和 苗族 占 个 数 左右 。 由 

FBG CE AER DBR RI EM RS 村， 使 本 区 各 济 长 期 处 于 落后 状态 ， THERE 

$5 DIBA AR SORE MO DEED Re, RIRED ILE SL, pa ERI, Se 

工业 具有 明显 的 自给 自足 性 质 。 PELE EME onl Ra 本 区 工农 
业 和 交通 运 壤 业 的 落后 面貌 才 得 到 改变 。 

本 区 过 去 改 业 生产 自给 自足 的 特点 卖 现 于 各 种 作 均 产量 和 页 品 率 的 低下 、 农 作 肠 种 
类 繁多 而 分 布 雾 散 等 方面 。 解 放 后 在 党 的 癸 导 下 ,布依 族 ̀ 苗 族 和 其 他 各 族人 民 对 耕作 技 、 
术 进 行 了 不 断 的 改革 ,各 种 作物 产量 随 之 提高 , 早 在 几 年 以 前 ， 都 匀 ， DL BRE ROH SA 
就 已 有 稻米 ,玉米 ,芝麻 、 烤 烟 等 产品 外 调 。 

”稻谷 在 作物 播种 面积 中 所 占 比 重 仅 次 于 轩 东 南 地 区 ， 独 山 、 安 龙 等 县 谷地 多 ， 水 田 比 
“重大 , 赫 作 较 精 租 , 是 水 稻 的 主要 产 区 。 过 去 稻田 大 部 份 一 年 一 熟 , 现 因 兴 修 水 利 \ 积 肥 以 ” 
及 将 生育 期 长 的 糯稻 改 种 为 和 稻 ,稻田 种 植 油菜 \ 小 考 等 冬 作物 的 面积 年 有 很 大 扩展 。 

玉米 狗 占 本 区 凑 食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20 % ,以 西南 部 安 龙 \ 罗 旬 、 望 庶 种 植 最 多 ,大 多 与 
KOM, HR SEA, DB CER AEE AIDE, , SIR Ie 
义 、 罗 名 等 县 河谷 地 带 近年 种 了 一 部 份 双 季 斑 米 。 为 了 在 南部 边 场地 区 发 展 亚热带 作物 
(甘蔗 、 柑 桔 等 ) 以 及 一 部 份 陡坡 旱地 的 退 在 ,玉米 种 植 面积 现 有 短 小 趋势 。 

本 区 轻 济 作物 占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比重 不 高 ,但 种 植 的 种 类 却 很 多 , 除 甘 蔗 苏 ， 还 有 学 
Wik EAR WERE EIR WERE SOBER ERE PR, EMA EP 
a) oh LL SE ELIS Ta pe BEE , A EI 2k > BON OI, VES Re A BT 
AAT" tk, ERNE BARREL EMDR T MEG), BEIM, HAAG SEAS 
BA yt WEBS, BoP He eH Ss El A, HA RS AE BA RB I LE AO 
AAO EET HOME > Be RE 48 nT PUR AY ED Lik, ROL PSE BAAD 
A) LR Ai tL Re ARR AST , LES AAR UE ISHE eT E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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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lit saat alin 甘蔗 产量 占 全 省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以 西南 部 
屋 “ 望 该 、 册 部 、 安 龙 、 兴 仁 、 兴 义 种 植 最 多 ,于 三 月 上 旬 放 种 ,次 年 二 月 收获 ， 一 般 宿根 两 年 后 

PARR ED AFH VER OHA, aR SLR PRM ROU C4 7 ), 
时 ANS IBEGR ER BRR PRHES”, FRIEZE ACSEARLE 
> BP. 为 与 原料 增产 后 的 加 工 相 适 应 ;并 已 在 兴 义 建立 了 机 榨 糖 厂 。 亚热带 水 果 生 产 以 

APSE, EP ARR ER, 柑 桔 栽培 还 大 有 发 展 前 途 。 此 外 , 南部 河 
谷地 区 还 有 发展 咖啡 、 橡 胶 、 木 棉 、 香 笃 等 生产 的 条 件 , 有 必要 作 坛 验 和 栽 堵 。， 

秆 水 河流 域 是 本 省 第 二 个 重要 林 区 ,其 中 已 经 成 林 而 有 待 采伐 的 森林 狗 占 一 全 , 现 安 
“ 索 、 罗 和 旬 等 地 天 然 林 已 开始 开发 ,所 伐木 材 部 分 由 类 水 河和 经 广西 流 迁 ， 一 部 分 运 都 匀 制 材 

” 厂 加 工 供 省 内 需要 。 SUKI TE TERE ,运输 条件 改善 后 ,这 _ 林 区 将 作 进步 刊 用 。 除 现 
有 林地 处 :本 区 还 有 很 多 荒山 可 以 迁 林 ,林产 将 一 直 是 本 区 释 济 的 一 个 重要 租 成 部 分 。， 
解放 前 ,会 区 只 有 都 匀 \ 独 山 、 三 都 等 几 县 通行 汽车 ， 中 西部 交通 异常 不 便 。 解 放 后 ， 

为 了 繁 业 这 一 少数 民族 地 区 的 和 经济, 已 先后 新 修了 安顺 至 望 席 ， 惠 水 ( 北 通 贵阳 ) 至 罗 负 ， 

区 的 交通 面貌 ,目前 区 闪 东 西 间 、 北 面 与 贵阳 、 霜 义 间 \ 西 与 云南 和 南 与 广西 间 的 交通 已 很 
方便 。 区 内 东部 和 中 部 进出 物资 在 黔 桂 铁路 沿线 各 地 集散 ， 西 部 的 在 黔 淇 公路 或 广西 百 
. BT PRE MK SRAM HED, 

ASAT HRT Lh, AR EORA AUR HE , LED AAKAMRABNARS 
员 会 所 在 地 。 ioe 
EOI LLTA BARE EB —BSAO NR, EROS FBSA aE 

| AMA MMW RE, KERR T ESO HEART A, BER WHA 8 DAD. 
SPOOLS EIA AE ATT, SEE AB PH ISK, WLR, BR, MENT, SE. 
RE 建筑 材料 等 ,其 中 钢铁 厂 规模 较 大 ,是 本 省 重点 建设 工程 之 一 ,三 \ 四 年 内 全 部 建 
| 成 后 ,将 成 为 一 个 较 大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 都 匀 还 将 是 贵州 的 铁路 枢 契 站 之 一 ,正在 建 瑟 的 

WARS SRE He ik ESSERE RE, 因而 在 交通 上 的 地 位 也 很 重要 。. 
。 独 山 位 于 都 与 南面 不 远 的 黔 桂 路 上 ,有 公路 西 通 罗 旬 \ 册 享 , 东 通 三 都 ,都 匀 以 南 的 猴 
食 ̀ 植 物 油 \ 煤 \ 铁 等 农 矿产 品 多 在 此 集中 外 运 , 农 产品 加 工 \ 钢 铁 \ 化 肥 等 地 方 性 工业 有 发 
展 前 途 。 

4.51 B ih & 

本 区 位 于 省 境 东 部 ， 属 沈 江 上 流 清水 江 及 沅江 支流 涤 水 锦江 、 松 攀 河 流域 ,东南 部 属 
.西江 支流 都 柳江 流域 ,包括 黔 东 南 苗族 侗族 自治 州 全 部 及 铜仁 \ 松 桃 \ 石 卫 等 县 ,为 少数 民 

DBR, Bark fh RRA RBA AEA SSM, SEA 
a eee 
DARA NOH NDR, AEN SEAGATE SE, AER APS ES, 
URES 

PATEL CE EU HP By Be ED Fa A GSH ER CP 
河谷 平原 及 谷地 两 侧 的 梯田 ,中 、 北 部 各 县 以 种 植 币 租 为 主 ， 南 部 都 柳江 流域 未 有 种 植 祷 
称 习惯 , 糯 特 生长 期 长 达 180 天 左右 ,年 仅 一 束 ， 在 五 月 播 定 ， 十 一 月 收获 ， 雷 产 低 于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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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 剖 ( 西 通 昆明 ) 和 经 望 谎 、 罗 多 至 黔 桂 铁 路 上 的 独 山 以 达 三 都 等 公路 绕 , 因 而 大 大 改变 了 本 ，、 



稻 15—20% oy THERA HEA OEY APPA, SS 
:区 已 天 量 改 种 和 稻 ， 如 榕 江 糖 稻 占 和 稻田 面积 比重 已 由 1957 4 AS 80% BES 1958 年 

的 30 匈 ; 部 份 地 区 改 种 和 稻 后 ， 由 于 畦 合 改进 了 灌 浙 施肥 、 中 圭 等 技术 ， 单 产 比 原 求 种 
植 的 糯稻 增产 20 一 30 狼 ,过 去 冬 开 的 大批 水 田 ， 现 已 种 上 了 小 麦 、 酒 全 等 作物 。1958 年 

本 区 关 食 产量 比 1957 年 增长 很 多 ,改制 是 一 个 重要 因素 。 
经 济 作物 中 ,商品 意义 较 大 的 是 棉花 和 烤烟 。 
棉花 分 布地 区 颇 广 ,北部 石 际 ,铜仁 \ 松 桃 等 县 河谷 地 带 是 本 省 洋 棉 种 植 较 集中 的 地 区 

之 一 ,中 南部 各 县 都 有 士 棉 圾 星 栽培 ,解放 后 在 谷地 士 层 深厚 的 旱地 发 展 了 少量 洋 太 ， 现 
正大 力 扩大 洋 棉 种植 面积 ， 适 当 缩 小 过 于 分 散 的 士 棉 的 面积 ， 以 提高 棉田 单产 和 禄 花 盾 
量 ,若干 年 后 ,本 区 将 与 遵义 地 区 同 为 全 省 棉 产 基 地 ,在 铜仁 、 奸 里 计划 先 建立 小 型 粮 熏 容 
厂 , 从 事 纱 布 生产 。 烤 烟 以 黄平 、 凯 里 产量 较 多 ,产品 西 运 贵 定 复 烤 厂 进行 加 工 。 

林业 是 本 区 极为 重要 的 乡村 轻 济 部 门 ， 主 要 林 区 锦 屏 县 林业 收入 占 芯 县 总 收 大 
的 50 多 左右 。 全 区 85% 的 二 地 为 山地 或 丘陵 地 ， 森林 面积 狗 占 全 省 的 50% ,木材 著 积 量 

i SBA 65% 。 林 区 主要 分 布 在 清水 江 、 都 柳江 流域 各 县 , 油 桐 、 油茶 经 济 林 分 布 在 清 
水 江 流域 及 北部 各 县 ,为 本 省 这 两 种 木 本 油料 的 主要 产 区 ， 近 几 年 泪 桐 林 和 泪 荣 秋 的 营造 x 
有 更 天 发 展 。 

_ 清 水 江 和 都 柳江 用 材 林 区 树种 以 杉 为 主 ( 占 木 材 蔷 积 量 的 70 多 ) ,杉林 林 天 部 份 为 人 
工 植 造 ,分 布 于 低 山 坡度 30 一 40" 和 士 层 较 厚 的 凸 腰 , 以 锦 屏 ,黎平 两 县 最 为 集中 。 杉 林 多 
为 成 片 和 纯 林 , 苗 、 侗 族人 民有 丰富 的 植 杉 径 验 ,一 般 在 土地 开明 后 ， 先 种 玉米 \ 豆 类 等 烘 食 
作 帕 二 、 三 年 ,然后 栽 杉 ,管理 精 罗 ; 幼 树 成 活 这 高达 90% DLE: BARAK, AA 
少 种 植 后 18 年 朗 可 成 材 ， 称 为 “十 作 杉 ”， 近 年 由 于 采取 精 硒 整地、 选择 良种 、 培 青 壮 苗 、 

_ 中 赫 施 肥 等 技术 措施 ， 杉 木 生长 速度 更 快 ， 锦 屏 县 已 有 植 后 八 年 达到 国家 采伐 标准 的 杉 
树 。 3 

清 、 都 二 江 流 域 为 目前 贵州 木材 主要 采伐 区 ， 区 内 俩 有 巫 江 下 、 章 华 案 等 佬 森 。， 
场 , 1958 年 木材 采伐 量 超过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总 采伐 量 的 近 70 多 ,所 伐木 材 除 清水 江 
PEAS SEP BAIS A SL SEHR OLE eR) RRA RRA, HA 
PTET ILUESA WS re AIS NLA Ne Are HE ME 
ERASMAS Ae SLIE ATH UE Veoh MFA 
FARRER SE Stee Db, © | 

nT MARA, SOS ADRES ICE IE EAE E, 1958 年 
仅 在 用 材 林 区 造林 面积 朗 超 过 解放 八 年 来 总 和 的 数 倍 。 

本 区 锦 屏 等 县 的 铁 矿 正 计划 开 求 ,煤炭 资源 虽然 不 多 ,但 清水 江 及 北部 邻近 本 区 的 饲 ， 
江水 力 资源 开发 后 仍 可 提供 大 量 动力 。 现 有 工业 除 著 干 采矿 工业 以 外 ,以 榨 油 和 遍 里 、 锅 “ 
屏 的 木材 加 工 、 造 纸 为 主 。 此 处 还 正在 凯 里 、 锦 屏 、 铜 仁 等 地 建设 规模 较 大 的 是 铜 詹 , 机 器 “ 
制造 、 森 林 化 学 等 工业 部 门 。 

湘 蕉 公路 和 清水 江 ̀ 都 柳江 航道 是 本 区 交通 运 坟 的 主干 ， 湘 对 公 路 横 穿 本 区 北部 ,从 

覆 江 经 黎平 、 锦 屏 至 锁 远 ,从 江口 经 铜仁 至 外 急 铺 均 有 公路 与 之 相连 和 辕 。 清 水 江 : 都 柳江 、 

夷 水 为 区 内 且 为 省 内 航运 比较 发 达 的 河流 , 自 西 而 东瀛 芮 广大 山区 和 林 区 , FH. A 

格 江 等 地 分 别 与 公路 相 接 , 租 成 了 区 内 水 陆 联 运 网 。 水 运 对 本 区 物资 外 居 方 面 起 着 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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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E KAS RR Mi, RAST PW PO) B ARE eh SE Bae 
PLS AS 9 TL , ZB IS NS EE, PL Li BFS IB koa YA SS 
BA, HEMCARMORERRERER, ERE DE AZ MMR, Bae 
未 区 与 省 内 、 省 外 的 联系 ,无 帮会 对 本 区 工业 和 农业 生产 的 发 展 起 很 大 作用 。- 

时 里 位 于 清水 江上 流 重 安江 南岸 ,为 黔 东 南 苗族 侗族 自治 州 的 首府 ,是 一 个 解放 后 新 
兴 的 城 针 ,这 里 正在 建立 钢铁 厂 ,规模 较 大 的 机 制 材 厂 \ 软 木 加 工厂 \ 以 产 新 闻 猎 为 主 的 造 

。 狄 厂 和 水 电站 ,也 已 动工 兴 
铜仁 位于 锅 江 北岸 ,为 进 ( 勾 ) 铀 ( 仁 ) 肥 路 的 糙 点 站 ,是 本 区 北部 水 陆运 边 和 上 特产 入 

上 散 中 心 , 并 与 湖南 麻 阳 、 沉 陵 、 常 德 等 地 有 较 密 切 的 经 济 联系 。 解 放 后 现代 工业 有 了 发 展 ， 
二 ”更 已 拥有 电力 \ 榨 油 、 磷 肥 、 农 具 等 工业 部 门 。 钢 铁 、 机 械 、 铠 缕 等 工业 部 门 亦 将 一 一 建 
本 3X 

Se me 

AKASH MSU NHR ASCE, BANDE EAE IE eS 
RL AR ERR, DAE ESS ， 
ROSA NT EB HE 

| AR PEEL Ree AE PL 4 oh ER ek, REL 

地 外 ,; 晓 而 伐 林 、 进 行 小 晨 的 情况 已 极 严重 ,地 面 植 彼 人 缺乏 ,不 合理 的 开明 导致 了 剧烈 的 水 

SEMPRA PKR, Dae TURE, Ase, We Be Bo AAR Fh 

Hiro 1956 年 农业 合作 化 和 1958 ERAT AGKHES, GORD TG ELM, 2B 1957 年 全 

IRATE 1949 年 增加 70% UL, AKFERE ARMAS, 1958 年 以 后 , 赫 地 中 

丰 一 定 比重 "的 陡坡 旱地 已 开始 逐步 停 耕 还 林 还 牧 等 措施 ,进一步 改变 历史 上 得 留 下 来 的 

ABCC St. | 
HAG ALT EE TAS GSE EAL, AEE DUDE ARIE 
MUN HRSA, EARS MSE. WE 
PPAR. FPS AK A 9 7 AE 海拔 高 的 山地 如 西部 

BUT IBS , FSS AE FPS TRB LR PhD — Ae Ss FR SE 

RHE, Li PRES , 而 玉米 和 油菜 、 小 麦 种 植 比重 相对 增加 ; 东部 地 势 更 低 的 黑 

西 、 积 金 一 带 , 稻 谷 种 植 较 多 ,耕地 以 一 年 二 熟 为 主 , 冬 种 油菜 .小麦 的 更 多 。 

毛 米 产量 占 全 省 的 40% 左右 ,产量 最 多 的 是 毕节 大方. 黔 西 、 威 宁 \ 水域 等 县 ， 播 种 

| 面 积 占 侍 区 作物 的 40 多 SURAT 50% ,山岭 、 山 腰 和 谷地 都 有 栽培 。 品 种 因 地 形 、 
轩 ”气候 、 土 启 条 件 而 异 ,海拔 高 的 山地 霜 期 早 而 断 霜 迟 , 土 层 较 薄 , 多 种 抗 寨 . 而 这、 植株 钱 小 

的 磁石 型 品种 , 较 低 山地 多 种 植株 中 等 、 适 应 性 较 强 、 对 土壤 和 播种 期 要 求 不 严 的 中 元 磁 

4 ALA TOA TS RAS A GSI BRE HARI ACG OH 

1) ARCHIE BRI) Fe GR 1,120 2 BGT 1,511 米 , 威 宁 2,230 米 )， 比 贵阳 一 带 高 出 200—240 米 不 
等 。 夏 季 不 明显 ,最 热 月 〈 七 月 ) 平均 气温 在 18 一 24"C Zi CMT 18.6°C 毕节 12.9°C, BRP 
渡 季 节 雯 长 ， 中 西部 各 县 自 十 一 月 至 克 年 三 月 的 5 个 月 中 ， 月 均 气 温 都 不 到 10"0， 最 洽 月 《一 月 ) BHA 

-3.5 人 .5"0， 无 霜 期 较 短 ， 一 般 十 月 底 和 霜 ， SAP aie >» 但 因 地 势 起 伏 剧烈 《山岭 与 谷地 相对 高 差 Des 
200—500 7K), “iS a AH RK. 

2) Ms that 1957 年 全 区 旱地 坡度 在 50” LIER 20% , 25—50° HoH 50% , 15—25° Hoey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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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GB FERAL ARE A RAS SONS , Fh at Bh A i DB a, AP INAH ER, He 
获 期 随 高 度 和 气温 变化 而 不 同 ?。 威 宁 、 赫 章 海拔 2,000 米 左 右 的 玉米 地 , —2¢ RHA IR 
部 河谷 平 圾 种 植 的 玉米 , RAB, SUR ESE AEN SAM 80%, 
RSE SAD MEH ERA REDE) ,因此 大 豆 的 区 域 分 布 与 玉米 基本 一 致 ,在 
SoS OC LE OSE, USE DERE, BEMIS. 
EE Eh PLLA, AS I CR, 

PEO EH 40% MEK ELM SSE—P, BASRA, RT EL 
部 分 加 工 为 淀粉 销 国内 外。 荞麦 单产 不 高 ， 食 用 价值 较 低 。 因 此 近年 已 在 养 麦 地 哉 种 陆 - 
稻 。 水 稻 散 布 于 河流 次 沟 两 岸 和 山 问 盆地 ,各 人 金 . 黯 西 , 大 方 \` 毕 节 产 量 最 多 ， 前 两 县 地 势 ， 

. 多数 在 1,400 及 以 下 ,气候 较为 温 瞬 ,以 栽种 和 稻 为 主 ,是 本 区 稻米 的 主要 外 调 县 分 ; 后 二 
ARPES MAHESH AS HE 1,500 KYL, KAU, 夏季 昼夜 温差 天 ,大 部 份 种 业 : 
稻 , 这 几 县 是 足 州 也 是 西南 各 省 粳稻 的 集中 产 区 ,粳稻 栽 培 烃 验 丰富 ,1958 年 由 于 推行 早 _ 
播 早 插 、 早 耕 深耕 等 技 示 措 施 ,不 少 雷 产 达 到 500 斤 以 上 ,并 出 现 了 亩 产 一 二 千斤 的 丰产 
记录 ,有 条 件 进一步 发 展 粳稻 生产 。 酒 荣 播种 面积 占 释 济 作物 总 面积 的 70 区 .主要 产地 为 
AP MS AD GSE, REREAD RA, BROS, 4 
ALE RE AR A ELE RA BOE IRS EEA 

| HBSS BIS , 1957 Esy PLS AAT 30% DLL, BoE ASE 
冀 业 产值 比重 更 高 。 闵 羊毛 \ 山 羊 板 皮 、 羊 肠衣 、 忆 紧 等 畜产 品 都 是 本 区 重要 的 胃口 和 两 
销 物 硒 , 出 羊 、 马 、 黄 牛 和 生猪 也 年 有 一 部 调 往 区 人 外。 现在 收 草 利用 这 还 不 高 ,并 有 广 关 的 
CER, PUNE RR, SR, He ， 

WM, PEEL AR BD RAE ANE) 9 LEY PD ER BEAT a 
PEEL, Bole taP tke Re Ene RAE EOE 按照 本 区 工矿 业 i 

HERA BIR IR A 09 EE OE AS BA, ESE AT REREAD BBB Be 
FB oA BOREL RK AS WREST MAE, BASH ， 

| ABEL PHD FREE IME, ARATE BOL, BT 
PKA ASE REKAZ AM BBO RE, LH APART EA ， 
AF AA Sse EMILE DE FT OR, 
Filo oN | : iene 

AK De TEs PUL, BRT BR EE HP SEE 
矿 都 是 解放 后 建立 的 。 1958 ERIE ER Kee ESS TSS fe 
1957 年 增加 了 数 倍 。 现 有 工业 企业 中 , 上 比较 重要 的 是 水 城 铁 厂 ;水 城 , 威 宁 等 县 的 主 法 炼 
铁 业 和 毕节 软木 厂 , 其 中 水 城 铁 厂 于 1955 年 新 建 ,位 于 县 境 东 南 ， 厂 址 附近 有 煤 , 玖 矿 取 
粉 于 附近 的 观 香山 ， 生铁 供 中 阳 及 毕节 农具 三 : 上 毕节 软木 厂 利 用 当地 及 威 宁 一 带 原料 竺 产 
的 软木 还 供应 上 海 等 地 。 

水 城 , 赫 章 境内 的 铁 矿 有 扩大 和 采 冶 价值 ,矿区 附近 煤炭 资源 充足 ,正在 建设 的 内 昆 黑 瀑 
铁路 将 通 绝 矿区 附近 ,今后 钢铁 联合 企业 和 其 他 冶炼 企业 均 将 在 水 城 、 基 章 水 一 建立 ,机 
器 制造 业 的 发 展 也 具备 了 充足 条 件 。 预 料 本 区 将 成 为 贵州 的 重要 工业 基地 之 一 ， 在 改变 

1) 以 中 熟 种 为 例 , 播 种 期 均 为 四 月 中 名 ,但 内 西海 拔 1,320 AAA Me, ALP 130 多 天 ;毕节 1,500 米 处 无 
月 中 收 , 生 育 期 140 多 天 ; 夫 章 1,800 Kb Ws ALA 150 多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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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 FREER RAE ee 
(AR SARA RAIS RA A 产品 加 工 工业 也 天 ， 
下 ”有 上 发展 前 途 。 
a “da PN FRO AO JL RAT Fw GIDE CH) AEB BR 
_ REFR,EAAMUAA MMS BELLS EAA EE ESR, JI 
| RRB Het EL RS SR A TE eA IE IE 
是” 佘 各 县 天 部 分 农 、 冀 产品 都 经 此 路 北 运 泸州 ,并 由 那里 运 回 工业 器 材 、 食 盐 \ 布 正 \ 百 货 等 。 
量 ”: 随 着 几 年 内 将 要 通过 本 区 的 省 黔 . 内 昆 铁 路 的 建成 ,以 这 二 线 为 骨干 ， 精 之 以 用 多 新 的 公 
_ ”路 稚 的 陆 模 修筑 ,本 区 交通 情况 将 根本 改观 。 

”共和 首 向 为 趴 州 西部 轻 济 中 心 , 1929 年 和 1933 年 清 毕 和 川 溃 公 路 先后 筑 成 后 , 径 济 开 
茹 妆 展 ,但 在 解放 前 的 20 年 间 , 妇 欧 是 一 个 单纯 以 土 特产 交易 为 主 的 小 商业 城 镶 ， 人 口 只 
三 三 万 。 现 在 由 于 周围 地 区 生产 的 发 展 ,集中 到 这 里 经 泸 州 外 运 另 一 部 分 运 趴 阳 和 人 外 省 

| 的 猴 食 、 全 和 籽 油 、 生 漆 、 藉 材 , 皮 张 、 性 畜 和 运 回 的 各 项 工业 品 数量 大 为 增加 ， 商 业 更 见 繁 
。 到 ;工业 随 之 兴起 ， 现 在 已 经 建立 了 电力 、 农 具 \ 坎 木 、 毛 麻 息 织 \ 皮 革 、 肉 类 加 工 . 鲜 头 . 酸 
| 笨 、 蛋 粉 等 州 多 工厂 ;人 口 增 至 5 HD, Se ROL, RA, (EE Mee 

BRAT) HEL, ATR SAR MESA, IEC EE RR 
DERE GES ei, BATRA, UT LR ES 
FARRAR Pee, ERR TARR IST URS 
th, TUS BE A IL EHS PS HBT “工业 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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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云南 省 

云南 位 于 我 国 西南 边 苞 , KERR RR Pe, 西北 接 青 藏 高 原 , RAS 

川 盆地 相 邻 ， 西 接 伊 治 天 底 江平 原 ， 南 邻 中 印 全 昌 的 北部 低 绥 丘陵 地 区 。 全 省 面积 狗 

436,200 方 公 里 ,包括 玉 滩 曲靖 上 昭通、 思 芭 、 临 洽 、 丽江 等 五 个 专区 ， PER AR, ALIA 

JERR EERIRAR RRA KARR, FEA EE 

等 从 个 自治 州 , 共 125 县 及 昆明 个旧、 东 川 、 下 关 四 个 市 图 42). ， 

(一 ) 自然 条 件 

本 省 属 云贵 高 原 , 元 江 以 东 为 温 东 高 原 区 ,以西 为 泪 西 横断 山地 或 高 山峡 谷 区 。 全 省 

WIG SSR A Sin, 地 势 的 差异 很 大 。 西 北部 高 黎 页 山 最 高 海拔 5,000 及 以- 上， 东 

南 的 河口 平原 最 低 海拔 仅 数 十 米 。 根 据 地 形 类 型 的 不 同 ; 全 省 可 分 为 下 烈 几 种 地 形 区 : 

1. BRAKSERE 

包括 车 洪江 (北部 ) 和 瀑 越 铁路 (南部 ) 以 东 地 区 及 石 屏 、 建 水 、 个 旧 等 地 。 REWER 
AAAS, PIR 2,000 KA, 除 南 盘 江 河谷 下 切 部 分 旦 峡谷 地 形 外 ,高原 “ 
BADGE, IRAE ,喀斯特 地 形 仅 发 育 到 中 等 程度 ,地 势 起 伏 不 天。 南部 喀 
斯 特地 形 已 充分 发 育 , REBORN AREA EAT PR 20 一 30 KASS ARSE IEE, HS 
成 阶 状 起 伏地 形 。 山 间 侈 地 多 为 宝 谷 或 盘 谷 ,四周 为 矮小 的 窜 林 。 水 系 不 完整， RYE BR 
达 , 平 时 地 面 苦 旱 ,再 季 苦 渡 , 为 应 加 大 力 兴修 水 利 的 地 区 。 

2. 涯 中 高 原 区 

包括 点 车 出 以 东 昆明 以 西 的 云南 中 部 地 区 ， 海 拔 2.000 米 上 下 。 本 区 高 原 地 形 保存 “ 
最 为 完整 ,大 部 分 由 抵抗 风化 侵 凶 较 弱 的 柴 色 砂 页 岩 所 构成 ,目前 均 已 发 育成 为 淹 贺 丘陵 
和 低 山 。 地 面 寅 平和 和 组, 多 数 地 区 宜 于 机 耕 。 局 部 地 方 有 石灰 岩山 岭 或 石林 地 形 ,对 农业 
耕作 不 很 适宜 。 高 原 丘陵 之 间 构 造 湖 盆 地 比较 发 过， 如 省 池 、 洱 海 、 拘 仙 湖 :; 想 芒 湖 、 阳 宗 
海陆 良 海 、 志 林 海 等 湖 盆地 以 及 原 有 湖泊 业已 于 酒 或 者 将 近 于 润 的 楚雄 、 云 南 导 、 和 祥云 : 
ERS MARES, PO RK, BARA Me 
ROH, BRR LRLEAAMRE NR, SWIM Ke LUAU ME 
也 颇 为 发 育 。 

3. 金 沙 江 峡谷 区 

SHE ABA, BOK eB SRE A OE BREW LSE LEB 
北 ;, 为 金沙 江 强 烈 下 切 的 高 山峡 谷地 区 ， 境 内 高 山海 拔 3,000 一 4,000 米 ， 以 巧 家 为 最 高 
(5,400 米 )。 人 金沙 江 各 支流 上 游 谷 地 一 般 在 1,500—2,000 KEA, WHR WHS 

面 上 局 部 地 区 分 布 着 低 丘 和 瀛 盆地 。 河 流 裂 点 以 下 ， 流 水 湖 源 侵 急 纺 烈 ， 常 形成 瀑布 下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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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由 于 谷 深 坡 陡 , 对 交通 影响 很 大 。 金沙 江 谷底 阶地 发 育 ， 96. 70—100 2K, 土地 肥沃 

REFRAIN, LARS Re, ie ees EAC Ho RT conten 

形成 分 布 广 泛 的 溶 触 健 地 和 洼地 。 

4. 横断 山地 峡谷 区 

高 黎贡山 脉 . 英 罗 雪 山 山脉 ̀  云 岭 山 脉 等 高 大 而 狭窄 的 山体 与 深 灾 的 伊 洛 无 底 江 多 
江 ̀ 澜 洽 江 、 人 金沙 江 等 自 康 藏 高 原平 行 南下 ， 形 成 这 一 世界 著名 的 互 大 峡谷 区 。 峡 谷 往往 
延长 达 百 里 以 上 , 两 岸 高 出 谷底 常 超过 1,000 米 ; 岸 壁 陡 睦 异常 ， 为 省 内 东西 向 交通 带 未 
境 寺 困难 。 谷 底 有 时 有 狭小 平原 和 阶地 成 为 重要 的 农业 地 带 。 两 河 之 间 ， AB 仅 金 

” 沙 江 与 澜 洽 江 之 间 稍 袖 。 

5. 横断 由 地 高 原 区 

保山 、 MDP RESEDA WG 测 险 江 以 西 的 大 部 地 区 ， Huds halt ETM, 除 少数 山 汐 高 

达 3,000 KYLA, AH 2,500 米 上 下 ,各 山脉 之 间 的 距离 向 南 汲 步 变 宽 , 成 为 广 天 

ee ee ee 

NTA, ICRA”, 除 部 分 地 区 外 ,喀斯特 地 形 不 安达 SILO 
流 发 达 ,下 切 有 旺盛, 河谷 多 旦 峡谷 形态 ， 写 们 和 干流 一 样 ;， 峡谷 底部 均 有 亚热带 性 质 的 平 
原 。 高 原 常 胶 大 的 盆地 ， 位 于 支流 最 上 游 ， 如 保 也 SAT GE SAE, 是 机 区 最 大 的 政 
治 径 济 中 心 。 

8. 横断 山 地 东南 低 山陵 区 
油 洽 江 和 秆 河 之 间 的 三 角形 地 区 以 由 西北 向 东南 的 无 量 山脉 和 嘉 牢 山脉 为 春生 ;分 

。 布 着 广大 的 丘陵 地 带 , 这 些 山地 和 丘陵 ; 基本 上 由 紫色 础 页 岩 所 构成 , 轴 崔 走向 直 画 北 到 
东南 地形 狭长 , 若干 地 方 还 保存 着 高 原址 玉 。 油 洽 江 和 元 江 支 流 比 轧 发 达 , 丘陵 地 面 备 

受 切割 ;各 支流 下 游 河谷 袖 广 ,地 势 低 平 ,农业 角 盛 ,是 本 省 发 展 热带 亚热带 作物 有 希 塑 的 
地 区 Pia 

Y 4 

“了 宰 断 山地 西南 低 贞 下 原 区 
及 冲 以 南 及 西南 ,山地 由 南北 向 改 为 东北 西南 向 ,地 势 低 降 , 河 谷 开展 ;成 为 低 丰 于 诬 。 
平原 拔 海 仅 1;000 米 左右 ,其 中 卫 川 平原 最 大 , EAMETS, MERC, AT SL SAR I 
热带 农业 发 展 地 带 。 

云南 位 于 北 回 归 线 两 倒 ， 属于 亚热带 和 热带 高 原 季风 气候 类 弄 。 以 亚热带 气候 分 布 “ 

地 区 较 广 ， 热 带 气候 仅 限 于 西双版纳 傣族 自治 州 的 南部 和 德 次 傣族 景 师 族 自治 州 的 西南 

部 。 冬 季 受 寒潮 势力 影响 不 大 ,影响 气 伐 最 主要 的 因素 是 热带 大 陆 气 团 和 赤道 季风 气 团 。 

这 两 种 气 团 在 季节 .上 的 相互 更 替 , 就 造成 云南 省 全 年 分 为 干 湿 两 季 气 候 的 特点 。 

从 十 月 到 欢 年 四 月 7 热带 大 陆 气 团 南 移 , 云南 高 原 秆 于 燥 而 温暖 的 西风 气流 所 浴 制 ， 

整个 高 原 便 进 入 了 干 季 。 四 月 以 后 ,热带 天 陆 气 困 北 移 , 来 自 印度 的 西南 季风 气 团 和 来 自 ， 
太平 洋 的 东南 季风 气 团 分 别 深 制 了 高 原 的 东西 两 部 分 , 带 来 了 丰沛 的 雨量 ;此 朗 云 南 的 十， 

当 王 季 时 ,全 省 的 云 量 和 雨量 都 很 少 , 日 照 强 , 气温 高 , 湿度 小 。 内 西北 高 山地 区 外 ， 



ALABCALME 25 EDL) A APIS IB ETE 4*C 以 上 ,南部 ( 北 各 25 度 以 南 ) 在 10%C 以 上 。 在 
SSR, 红河 河谷 临 洽 专 区 和 德 密 自治 州 的 西南 边境 , 以 及 东 轻 102° 以 东 的 金沙 江河 从 
SEA LICH, 降雪 的 地 区 大 致 也 以 北 粮 25。 以 北 的 地 区 为 限 。 西 北部 横断 山地 雪 日 最 多 ， 
HRS 30 天 久 上 。 昆 明 保山 偶然 有 雪 , 腾 冲 则 极为 稀少 ,昆明 、 保 山 \ 腾 串 一 艇 以 南 , 除 高 册 
地 区 处 ， 基 本 :上 无 雪 。 作 物 生长 期 很 长 ， 对 发 展台 季 稍 有利。 南部 更 宜 于 栽 塔 热带 村 

Be 

ING A aie, 全 省 各 地 先后 进入 雨季 ， ARO RIE ATO 为 最 早 , 四 月 间 雨 量 

DCE. ALS I ES INE), EEA 
BAER He SHE SSE ON), NAMES I KS ANRE CA. BS 

| KAA SRT, DUS EDA AD EK, , 
年 十 量 太 西部 最 多 , 达 1,500 毫米 以 上 (腾冲 历年 平均 为 1,578 BK) PABA 

300 一 1.000 毫米 (昆明 972.4 毫米 ), 中 部 最 少 ,在 800 毫米 以 下 , 永 仁 \ 盐 不 等 地 为 干旱 中 

. 4 

ilo 

雨季 中 全 省 雨量 均 称 丰沛 , 可 以 保证 水 稻 生 长 期 的 需要 , BERR EER RK, 对 于 

崩 业 有 利 。 但 雨季 的 早 迟 和 长 短 各 地 不 同 。 当 雨季 来 临 HRN, wma Zt 

BRGAE ZMK, 雨季 过 长 ， UE iat BSE 棉花 水 稻 不 Pike Bho {h—fKKSE » 

两 量 丰 富 而 可 靠 。 

| 由 于 悉 度 地形 的 影响 ， 云南 气候 的 地 区 差异 很 大 。 西北 部 高 山地 区 ，, 为 全 省 气候 最 

© PPE, HAHA OC 上 下 , 有 3 一 7 FAARWARETINA, MK, HAST 
柑 昌 现 于 十 月 中 旬 ， 效 霜 最 迟 可 至 五 月 上 名, 年 降水 量 400 一 800 毫米 ,五 一 七 月 间 而 有 
TE RSW BERET ALL, SEO PMS SAMAK RK 
PRIMATE OA. CASE EDUC ROSIE) 气候 亦 ， 
© ee 78 im 140 上 下 ， 十 月 以 后 ;气温 下 降 较 快 , AOE 5 7 AOR EDK 
和 点。 霸 期 自 十 月 中 名 至 五 月 上 名 , 年 降水 量 移 1.000 毫米 , SURE, 对 农业 生产 有 - 定 的 

有 束 响 。 中 部 高 原 气候 温和 ,年 平均 气温 在 18 一 20"C 之 间 , 有 "四季 无 寒暑 "之 蓄 , 是 目前 本 
害 主 要 的 家 业 生 产 区 。 南 部 的 河口 \ 西 双 版 纳 、 澜 洽 及 德 密 傣 族 景 顺 族 自治 州 的 西南 部 ， 

上 除 一 二 月 平均 气温 低 于 18%C 外 ,全 年 平均 气温 为 18% 以 上 ,雨量 充沛 ,年 雨量 在 1,600 一 

2;000 毫米 左右 ,多 年 无 霜 , 干 季 时 多 雾 , 相 对 湿度 大 ,是 发 展 热带 、 亚 热带 经 济 作物 理想 地 
EK, HS, 未 省 各 大 河川 如 元 江 、 测 洽 江 , 把 边 江 怒江、 金沙 江 的 河谷 地 区 , 年 均 气 温 大 

| B#e 21°C L, 最 准 月 的 平均 气温 大 于 15°C, 然 雨 量 较 少 , 年 雨量 一 般 都 小 于 1500 毫 米 | 

《金水 江 仅 800 毫米 ,机 河 峡谷 为 1;000 毫米 ) ,是 发 展 棉花 ,甘蔗 等 作物 的 理想 地 区 。 
BAW SWI WIL ICL WAL ILA PARI ARR, BTR 

弹 和 印度 洋 两 个 水 系 。 所 有 各 河 的 水 量 , 基 本 .上 都 由 降雨 补 输 。 源 出 本 省 的 河流 ,其 逐 流 
的 变化 完全 受降 十 的 支配 ,而 源 鳃 西藏 高 原 的 河流 ,其 水 量 也 仅 一 部 分 受 融 水 的 影响 。 单 

: 独 直 融 水 造成 的 春 讯 工 不 显著 。 滤 西 地 区 河流 每 年 自 五 月 起 先后 进入 汛期 ， 滤 东 地 区 则 

- 授 至 天 月 间 开 始 , 由 于 各 地 河床 及 地 下 水 的 著 积 经 过 长 期 宣 泪 之 后 BRR ERK eI 

稍 ; 加 以 春 汛 期 的 四 、 五 月 间 , 气 温 上 升 很 快 ,降水 少 , ARE aR. 故 河流 流量 极为 微弱 , TEI 

东 的 喀斯特 地 区 , 则 河床 早已 枯竭, 在 讯 期 前 的 春 种 期 间 要 求 依靠 河流 自流 灌 新 ; 一 般 比 

“ 讨 困 难 。 而 在 各 支流 的 适当 地 点 修筑 水 库 拦 昔 前 一 年 的 洪水 ， 就 成 为 各 地 在 农业 生产 方 

ane 



面 的 当务之急 。 

云南 是 我 国 构造 湖 和 深 蚀 湖 特别 发 达 的 地 区 。 构 造 湖 一 般 作 长 形 , 湖 水 志 深 ; 狗 在 6 

KDE Cao) ,最 深 达 30 余 米 (如 宜良 县 的 阳 宗 海 )。 湖 面 最 大 340 SHAE Gi), 

最 小 公 数 方 公里 。 著 水 量 一 般 较 丰 ( 洱 海 最 多 狗 36 亿 立 方 米 ), 无 异 是 天 然 蔷 水 库 。 各 湖 

均 有 出 水 口 , 冬季 由 于 河流 的 排 屿 , 水 位 降低 狗 2 一 3 米 , 但 四 季 均 可 利用 湖水 发 展 治 浙 ， 

如 泪 池 周围 提 水 灌 浙 面积 朗 达 30 万 亩 。 洲 急 湖 由 喀斯特 作用 所 造成 , 形状 不 一 , 湖水 较 ， 

澈 ,一 般 仅 深 1 一 2 米 左右 , 蔷 水 量 不 大 。 此 种 湖泊 多 为 小 型 ,以 党 明 嘉 丽 泽 、\ 石 屏 异 才 湖 、 
PRM, SMACHAO, BSW KR, 冬季 由 于 湖水 渗入 地 下 或 由 薪水 洞 流失 ， 
多 数 干 酒 ,只 有 夏季 拦 蔷 洪 水 ,才能 消灭 水 患 , 发 展 灌 浙 。 

i SEB A II LLL RE, 占 全 国 水 力 基 藏 量 的 21% , LA 
河流 (云南 境内 ) 的 水 力 , 邵 达 黄河 整个 水 系 昔 藏 量 的 86 儿 ， 是 世界 上 水 力 资源 最 丰富 的 
河流 之 一 。 云 南 水 力 开发 的 自然 条 件 也 很 有 利 , 河流 落差 大 而 集中 , 河流 密度 大 ， 修建 水 
电站 工程 量 小 ,造价 低 。 并 可 采用 跨 河流 的 开发 方式 来 给 短 引水 道 的 长 度 ， TOWEL 

拘 介 湖 等 天 然 高 原 湖 泊 落 差 集中 ,更 便于 修筑 水 库 。 
云南 土 壕 以 红壤 分 布 较 广 , 蒙 自 、 思 攻 、 沦 源 一 线 以 南 以 铁 导 征 色 砖 各 盐 为 主 ,以 北 太 

砖 笨 玉 化 土壤 为 主 。 垂 直 分 布 差 异 很 大 ,在 平原 和 盆地 的 底部 尝 红 褐 十、 湖 积 二 和 河流 冲 
| BRA, FEM 1;000 KAPHA RA HE AB, 1,500KD PARA, 1,500KD 
上 为 一 地 竹 塘 山地 红 棕 壕 、 山 地 棕 壤 。 在 滤 西 横断 山地 和 省 东北 高 山地 区 ， 除 海拔 3,200 : 

米 以 下 的 土壤 垂直 分 布 和 上 迹 相似 外 ,3)200 米 以 上 为 山地 灰 棕 款 、 山地 灰 化 十 和 山地 泥 迪 
化 证; 4,000—4,200 Ky Wy Hees ye, 
SPREE BE a, DEKE HRA HEL, Be LHR IS HE . 

MER. WE AA RAS A, 分 为 柔 质 型 水 稻 士 , BAW, SA 

， 作 士 , 坚 质 性 耕作 十 ,过渡 性 水 称 士 五 种 类 型 。 柔 质 型 水 稻 士 分 布 于 湖滨 平原 和 河流 冲积 
平原 , 土质 肥沃 ,， SHR, HAS; 重 质 型 水 稻 土 分 布 于 本 省 北 纺 25° MER BAIL 
Be Sk ZB UA HES: AK a Hh, PAW, Ade, Hae AE, eR 
多 实行 挖 田 晒 焦 的 制度 ,所 费 劳 力 较 多 ,土质 肥力 中 等 ,在 经 过 长 久 的 耕作 和 施肥 之 后 ,可 
以 改变 为 柔 盾 型 水 稻 土 ; 轻 质 性 耕作 士 , 土 质 疏 松 , 主 要 分 布 于 距 河流 较 远 处 及 面世 梯田 ， 
一 般 士 质 较 肥 , 圭 复 容 易 , 为 重要 的 旱 作 士 , 也 有 一 部 分 为 水 称 士 ; 坚 质 性 耕作 十 分 布 于 和 约 - 
坡 丘陵 地 带 , 淋 洗 作用 砧 , 酸性 强 , 受 雨 水 冲刷 影响 , I REE EPL AT ， 
于 地 势 低洼 .排水 不 良 之 地 ,土质 肥 癣 不 等 。 
云南 的 盾 物 种 类 繁多 , 包括 由 热带 到 宕 带 的 各 种 植物 七 . 八 千 种 ， $905 RAH 

W=SA2L—-BOAL—, MRP PRE RA BS GBR BR 
ER PK, “FORA HASLER RA, FEL, 
[Ly AEE DLs HS RRA PR ZR SHH TLC Hk DE BRK ZS BE IE 
类 、 灌 木 所 代替 。 在 山地 棕 壤 及 山地 次 棕 韦 地 带 ， 划 由 针 阅 叶 混交 林 变 为 针 叶 及 杜 胸 、 fie 
营 等 植物 。 

, 植物 资源 中 对 国民 经济 意义 最 大 的 是 森林 。 云 南 是 我 国 主要 林 区 之 一 ， 全 省 森 本 而 
积 占 土地 总 面积 的 20.5 % ,主要 分 布 在 海拔 3,000 一 4;000 米 以 下 的 山地 ,以 丽江 云 岭 耻 肪 
ERA. SE. WARS, BARAK SSH OH PO A 

+ 146+ 

“es 4 



. 3655. 

ME HEAR IMS RMS MELAS A ee, WIR aA HR SE: 王 
Pa ER AIZR EBS RAO Fs RIM BK, LIRR ERA, EH AAR AS 
A BJS, RP A RES ERE RRA DAR 

ARMM CERES OKRA, WRI. UF 
蔬 、 花 皮 胶 茧 、 芳 香 植物 等 多 至 100 Ah HPSS KES SLES. BRS. 
锌 维 植物 中 的 剑 麻 和 龙 天 兰 , 油料 植物 中 的 椰子 和 油 棕 , 策 用 植物 中 的 金鸡 纳 等 也 都 有 广 
泛 的 分 布 。 

云南 矿产 资源 种 类 繁多 ， eee es eee 在 40 RAND T=, AGES SE SA. 
A BST MRD ES, HUST HER, TEX PoRE SE 
岗 岩 接触 带 中 ,分 砂 矿 和 脉 矿 两 种 , ES, 且 因 多 分 布 于 丘陵 地 表面 ， 可 云天 开采 ， ee 
济 价值 很 大 。 
货色 矿 分 布 甚 广 ， 大 和 致 从 东 向 西 可 分 为 东北 中 部 \ 省 西边 境 三 个 矿 带 。 本 省 铀 矿 想 - 

， 藏 丰富 ;分 布 于 至 省 很 多 县 分 。 

铁 矿 分 布 在 全 省 许多 个 县 ， ee tes 5 亿 多 吨 ， 铁 矿 品位 多 数 达 40%. 

让 于 1958 年 在 楚雄 琴 族 自治 州 所 发 现 的 大 铁 矿 ene eed 

OW REA ARAEM, 
ee Ee ee ee ee ee See ae 

储量 855 匈 左右 。 温 越 铁路 西 便 的 开 远 小 龙潭 煤田 是 全 国 较 大 的 褐 煤田, HE 8 (LAM, 

最 厚 的 煤层 达 200 多 米 , 附 近 交 通 方 便 ,， 又 可 以 露天 开采 , 能 供 发 展 人 造 石 油 工业 和 化 学 
TW. RAO So TBA LARISA TRA EMR EMAAR 
BG mAALSH BMA, 永 仁 煤矿 也 是 极 有 希望 的 煤 可 ， FORAY FE BE A 

铁路 通车 后 ,可 以 大 量 开采 。 
磷 矿 主要 分 布 在 中 部 昆 阳 、 呈 页 、 激 江 等 地 。 其 中 昆 阳 磷 矿 为 我 国 储量 最 大 的 磷 矿 之 

一 ;是 本 省 发 展 化 肥 工 业 的 重要 原料 。 

HHS ET Beth ARSE. USSR He RSL Ee 
谷 等 地 。 

(a) Fa ks leet 

BEE a DCB FT (ZAC RD TEC 6)» WAR ea REE TEL, Re 

也 有 了 禾 谷 ,并 且 还 有 了 以 桐 华 \ 麻 、 疆 、 毛 为 原料 的 手工 芒 纵 业 。 但 是 各 地 区 轻 谤 的 发 展 

极 不 平衡 ,当时 云南 西北 部 今天 理 \ 邓 川 \ 剑 川 等 地 则 仍 为 " 随 畜 迁徙 无 常 处 的 游牧 部 落 ， 

西南 部 今 西双版纳 一 带 , 还 是 森林 茂密 很 少 开发 的 地 方 。 

两 汉 时 云南 和 川 黔 的 交通 往来 已 经 趋 于 频繁 ， 其 中 最 重要 的 一 条 是 由 今 昆明 一 带 向 

北 ; 轻 趴 州 西部 (这 一 段 大 致 和 今川 滤 东 路 所 经 地 区 咎 和 佛 ) 沿 横江 谷地 至 宜宾 ;再 循 岷江 向 

北 至 西南 克 济 中 心 成 都 ,同时 ,汉代 为 了 经 营 省 西 ， 并 全 修筑 通 往 油 痊 江上 以 西 的 大 路 。 由 

于 交通 的 发 展 , 云 南 和 内 地 在 经 济 \ 妇 化 上 的 联系 就 日 釜 审 切 起 来 。 

唐 代 中 叶 ( 公 元 8 TRE) ,洱海 地 区 的 经 济 和 妇 化 有 了 迅速 发 展 , 以 此 为 中 心 ， 租 成 了 

一 个 包括 整个 云南 和 邻近 大 片 地 方 的 南 刘 封 建 王 国 ， 使 原来 分 散 的 部 落 变 成 了 入 一 的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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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这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对 生产 力 的 发 展 起 了 推动 的 作用 。 这 时 候 , 农 业已 相当 上 发 达 ， 发 作物 
如 稻 , 麦 、. 栗 、 乏 、 麻 ; 韭 、 蒜 之 类 都 有 , 今 中 部 景 东 一 带 并 开始 种 茶 。 此 外 ,重要 矿产 如 盐 在 
SEE SRL BS SE RS OMAR 有 盐 SHARE, SR BEET 

Ro SM ANT” WA SESE 为 手工 业 和 城市 提供 了 有 利 的 发 展 条 件 ， BB XB I, 盐 源 、 姚 安 

等 二 二 多 个 城市 相 炎 兴起 ， 对 内 商业 趋 感 ， 与 邻近 国家 的 商业 往来 也 远 感 于 往昔 

往 后 大 理 灭 南 训 ,元 置 云南 省 ,为 国内 十 一 个 行政 半 位 之 一 。 从 此 云南 与 肉 地 的 关 
RED T), REBAR AT ES , RUBS JIN, (Bek SSRECRAR- SON 

BESLBE ASL, SE IE RET IAF BC Ie AR Be WASH) DG BUN EES ) Ok ER AAS 
南 问 西北 通 青海 的 道路 。 TARR DH, TUS DAUR HEARS EB Bic. 14 HE 

AY RAR TH AES ERR MRE AG BEE ATR, 
Des AC Fl seh ED ED , BLT Be IE ACL, 在 整个 明代 合计 移 太 云南 的 男 、 妇 在 30 Ad. 

Lk, SRSA EEO DTH EAA LORE BN, Ete RT 

一 定 的 促进 作用 。 迁 入 的 入口 ， 汉 族 较 多 ,至 16 HHS (MA ee MRA BBS 

境内 总 人 口 的 件数 ,但 外 来 人 口 fe A ee 使 云南 

形成 了 我 国 的 一 个 多 种 民族 居住 的 地 区 。 

at 6 Whee Rbk — Zen RS8 BM) 

2 es 七 分 之 一 :云南 钢 矿 更 是 全 国 范围 内 的 主要 产地 。 其 做 

:如 普洱 的 茶叶 以 及 大 理 石 白蜡 等 ;都 是 这 时 对 外 贯 易 的 主要 商品 。 

18 世 和 所 初叶 ( 清 代 初期) 以 后 , 银 矿 和 铜 矿 的 采 冶 更 有 发 展 ， 银 矿 大 都 集中 于 东北 部 、 

“的 会 泽 \ 巧 家 \ 永 善 和 西北 部 的 丽江 \ 中 旬 及 西部 的 路 冲 、 耿 马 、 洽 源 、 澜 沧 ， 至 于 东南 部 的 
个 旧 、 沈 江 一 带 旭 以 乾 隆 嘉庆 时 代 (1736 一 1820 年 ) 为 最 盛 ,咸丰 同治 时 代 (1851 一 1874 年 ) 

HERO, MT MFR, LIT RAMEE, MRS else IT AR 
AO SPAR AA SS PW 1H NK , ERIK) TG RS ER, DEIN 
TRAE Tame PNABA Se Sb, Kah Se 70 多 以 上 , 运 京 铜 砂 , 大 都 

要 靠 此 供应 ;2. 滤 西区 ,包括 丽江 \ 云 龙 \ 保 山 \ 顺 守 ( 今 临 瀹 ) 等 地 ,以 顺 宁 最 盛 HE, 

PMA Ls 205 SS EB SRE Bt ee JS 前 者 从 东 川 陆 ， 

EGG a) WBS, AK, AERA, AR JG BZ OO JIU CBEUE PAIN 0 — Be az 

32); SEARLE PMS KAT SEDAN SH NBS MAIO 

F26N, BbtS AREA SES RHE, PE Ae 最 高 额 售 达 一 

F=—.=BAr(1764—1773 ). 

i) RELIG, hl ARS PUR SMEARS LO, OE 
起 义 , 如 19 EERE AY [BRM (1858—1872 4) WHBSARTFSA MERA, 由 

F RBG KORE, RACRS, KT SA PLE RIE BRR. BZ. 
Fy Wik PATS BE I DB, Fs HELE LWA, 1885 年 法 占 越南 ,1886 ESE Mf), DENT 
NE LMS, Ue Se eT SAA PSE Ey ERR 
(TOW RRA ET RO EO RE, A, A RACE, 

1) BK: SRAHaM, 1940 年 ,的 正中 书局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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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会 穷困 ， ee eee TT ee en 
1910 年 ， DATE ES LIED FE A9 RET HE ML, YEAR FS Ae , 法 帝国 主义 的 经 济 侵略 魔 : 

瓜 更 由 此 而 汲 步 深信 内 地 。 法 、 英 、 美 日 等 国 的 煤油 、 布 正和 其 他 工业 品 以 及 越南 钴 食 、 
煤炭 和 猎 这 一 铁路 大 量 涌 入 ,本 省 的 锡 、 皮 张 和 各 种 山货 源源 外 流 。 英 帝 国 主义 并 鲁 企图 由 
fi fo) EBL SEH , 通过 昆明 直达 长 江上 游 的 四 川 ,和 法 帝国 主义 划分 势力 范围 ， 虽 以 种 种 关 
FX ALM RAAT AMT A DARA, AT 
OAR ene AO ee ARS ARTE RE HD A ERE, FRR A 
省 西 ,法 、 英 希 国 主 义 均 以 不 平等 关税 特权 进行 进出 口 物资 的 不 等 价 交 换 ， 因 而 进口 货 的 ” 
MGAABET HO, BEEK R SORES, SHMRSE OR SALES ae 
4% 15 42(1889 4) 38 A FERED) 1937 年 为 止 ,平均 每 年 送 超 达 216 万 多 关 平 两 之 多 ， 
因而 使 本 省 白银 大 量 外 流 而 处 于 经 济 枯 章 的 状态 2。 

BREE LS, RARER TD LOM See, Pere ee oo 
SHRI GHEPML. meee Anke) (LABS Pk), RO 
厂 和 迁 币 厂 , MASA AAAS HSE, BASES MAN TES 
时 兴建 ,但 是 , Hh bP HAE VLRMEMMSAAE, 另 一 方面 国内 和 省 内 的 战 
等 频繁 , 乍 半 地 主 阶 航 的 加 紧 出 创 , 民 穷 财 尽 ,因此 新 兴 的 工业 将 于 走向 衰落 ,本 世纪 三 十 
年 代 以 后 虽 建 立 一 些 五 金 器 具 制 造 , 电 气 制 铜 、 棉 熏 短 等 工业 ， 规模 都 不 大 ， 比较 值得 称 壕 : 
的 为 个 旧名 矿 的 开采 业 。 

“个 旧 锡 矿 位 于 建 水 与 蒙 自 之 间 ， fe SATS UNA DR ERE. 18 HCA AIF 
RGR, BHI , FERRE RES AT 8 HE, Sv eS MSR OE 
10GAL, Awe LUE . ERO FEA Be nT Lee, Se 
AR HAIM(1929 年 达 1.1 万 余 吨 ), 占 公国 锡 产 量 的 90% 以 上 ， 平 均 每 年 出 口 量 占 公国 锡 矿 
Hi BBY} 93.6 9, 最 高 时 便 达 97.8 % (1942 45) Bar HH fi es a SH EMILY 80 % , 占 云 : 

南 对 外 贸易 的 第 一 位 。 但 因 这 一 企业 操 锥 在 帝国 主义 者 与 官僚 资本 的 手中 ， 同 时 由 于 政 : 

Ass, AGT Ce RAT KR RR, 另 一 方面 由 于 对 工人 的 盛 酷 闽 创 SEF. 

亦 大 大 影响 生产 的 发 展 。 加 以 官僚 前 本 和 帝国 主义 串通 一 气 ， 建 矿 目的 只 是 为 了 僵 利 撤 

“ 夺 , 因 此 生产 过 程 机 械 化 程度 不 高 ,冶炼 技术 不 佳 ,质量 不 纯 , 产品 必须 先 运 香港 重 炼 ， 始 . 
”能 外 销 , 这 些 都 大 大 影响 了 它 的 发 展 。 

云南 开 远 、 广 南 、 Wii 2 3C PSH AS, SPAIN, 1908 年 开始 开采 ， 但 因 锁 价 低 

A, 很 少 发 展 。 欧 战 时 ,国外 需要 增加 , 锁 矿 采掘 佛 获 得 一 时 的 繁 药 , 产 量 达 千 咕 以 上 ,但 欧 

si 

| REE, EYE, 1936 FRB RK SHO SR, SMR, See 
司 在 广 南 、 局 关 开 采 , 1937 FEF“ 500 Me, SHAM, iA ATB, ra Be BSE et 
SA, 

Fa if BSE RBM Re BT is Ds A A apa WEEE: RIM FEB. 

AIAG, FBT RBS EB, AAAS EET eK, IOZIBAT IZ 

种 植 ; 占 去 了 大片 耕地 ， ‘aligns 1934 年 ARR AIRE pe ceaeek i 
efits 

1) Fri: SRE SY BRACE), 165, 1946 年 ,昆明 云南 从 书社 出 版 
2) ANE RAT e NAR, 1940 4, PIE HB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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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i 

ti te tt SH, FER AEP A a SLA Re BE WEE , Fo ee A 

FIA938 3 GREE NR LRT ZS 5) SF REE ZS), BEC Mk Bh VY is BE) Sal IS. 

VE BRIE Pi EM RHO, Fe eR, Pk SE, AL AT FC TY 

PUEMhA—-ERE, SRBHMREMBEM, NRA INA MARS oe 
SHRWREPRUR SMHS ABI ESE, we A CR AEE, 
与 此 相对 照 , 战 时 本 省 农业 旭 为 另 一 种 情况 ,农民 长 期 以 来 在 四 天 、 官 僚 、 地 主 玖 酷 的 压榨 
之 下 ,生活 本 已 十 分 困苦 ,由 于 战 时 国民 党 反动 派 和 官僚 资本 的 加 重 压迫 和 闽 创 ， 安 村 狼 
谤 更 为 薄 条 ,许多 农产品 产量 低 于 战 前 。 抗 战 千 束 后 ,工业 、 交 通 运 输 事 业 和 家 业 同 样 , 也 

BEAT BBE Ho 

oe. SR 
”云南 人 口 数量 略 多 于 贵州 ， 人 口 密度 则 远 低 于 川 、 黔 二 省 , 1957 年 至 省 共有 人 口 

1,910 万 ， 相当 四 川 的 四 分 之 一 ,人 口 平均 密度 每 方 公里 44 人 ,不 及 足 州 的 一 富 。 

云南 是 一 个 居住 着 多 种 民族 的 省 份 ， 侍 省 少数 民族 占 总 人 口 SA2Z—-YE, SRE 

族人 口中 ， W=AL— EK, HAW AEE BK KK OK, 3 

| TRA, BTR RR RR BIKER BERS. REAATRGIRBS 

东部 广大 地 区 ， 北 部 金沙 江 流域 及 南部 元 江 流域 为 聚居 区 。 白 族 主要 分 布 在 洱海 盆地 及 

”其 周围 ,以 大 理 , 凤 仪 , 剑 川 ,和 葡 庆 最 为 集中 。 傣 族 主 要 分 布 在 本 省 西南 部 和 西部 , 尤 集中 于 

其 中 的 平原 地 区 。 哈 尼 族 居住 在 南部 元 江 及 其 相 邻 河流 流域 。 全 族 和 苗族 主要 分 布 在 本 : 

省 东部 地 区 。 人 和 传 但 族 分布 在 西南 部 山区 ， 乌 西 盟 最 为 集中 。 便 傈 族 主要 居住 在 西北 部 舟 

江 流域 高 耳 区 。 回 族 分 布 区 域 广 关 , 主 要 居住 在 各 地 城镇 。 纳西 族 以 居住 在 北部 金沙 江 流 
RES, HIS RAILCAR, ETE eA Se 
1, 瑞丽 等 县 。 其 余 兄弟 民族 以 居住 在 北部 和 西北 部 地 区 的 较 多 (图 43)。 由 于 过 去 长期 
的 反动 巧 治 ,解放 前 不 少 兄 弟 民 族 的 入 会 制度 和 生产 、 技 术 相当 落后 ， 采 用 刀 耕 火种 的 

生产 方法 ,部 分 少数 民族 且 过 着 原始 的 采集 生活 。 解 放 后 在 党 的 民族 政策 的 光辉 照 友 下 ， 

各 民族 纷纷 建立 了 自己 的 政权 ,进行 了 土地 改革 ， 井 经 过 农业 合作 化 阶段 租 成 了 人 民 公 

入, 生产 力 远 速 向 前 发 展 , 几 千年 来 从 没有 种 过 水 稻 的 传 但 族 庆 住 区 ， 已 经 开辟 了 大 量 水 

田 。 过 去 没有 或 很 少 水 利 屋 施 的 亿 庆 藏族 自治 州 和 楚雄 东 族 自治 州 境内 的 兄弟 民族 居住 
区 ,现在 已 经 广泛 开展 了 农田 水 利 的 建 役 。 剑 族 、 景 贤 族 、 傈 倒 族 、 水 族 等 现在 也 已 改变 了 

不 施肥 料 的 习惯 。 党 对 少数 民族 的 文化 教育 也 答 予 了 极 大 的 关怀 ,帮助 苗 、 傈 傈 ̀ 拉 知 、 景 

旺 、 伟 伍 等 民族 创立 了 文字 ,并 在 少数 民族 分 布 区 兴办 了 大 批 学 校 。 
占 公 省 人 口 大 部 分 的 汉族 居民 , 除 南 部 热带 亚热带 地 区 及 西北 部 高 寒山 区 部 分 地 方 

外 ;至 省 各 地 均 有 分 布 。 解 放 以 来 ,各 民族 之 间 消 除了 历史 上 的 隔 关 ， 在 各 个 生产 成 线 上 

共同 劳动 ,彼此 千 成 了 深厚 的 友 府 。 

全 省 各 族人 口中 ,光村 人 口 占 90 多 左右 。 除 少数 城市 和 工矿 区 外 ， 人 口 较 稠密 的 主 

要 是 农业 发 达 的 沿 湖 平 原 或 部 分 山 问 盆地 ,例如 土地 利用 比较 集 狗 ,平原 面积 较 大 的 曲 笃 、 

1) 全 省 先后 建立 了 及 个 民族 自治 州 , 即 :西双版纳 傣族 自治 州 , 狂 河 哈尼 族 束 族 自治 州 ,文山 舍 族 苗族 自治 州 ， 楚 
雄 吾 族 自 治 州 ,大 理 白族 自治 州 , 迪 庆 藏族 自治 州 ,怒江 傈 傈 族 自治 州 , 德 宏 傣族 景颇 族 自治 州 。 另 外 还 建立 了 
许多 民族 自治 县 和 自治 多 。 

as 了 50。 

fe 







很 稀少 ,如 思 工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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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人 口 也 2 量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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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人 口 大 > 

云南 人 口 密度 和 城 针 分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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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量 后 民 便 和 纷纷 出 国 谋生 ,因此 华侨 数量 很 多 ,估计 全 省 狗 有 IRDA. PRUE 

前 鼠疫 

UN 

— 4+. 

| BARS, BAIR HK ADB Se (ER PY A IR 

云南 

带 ̀ 亚 热带 河谷 平原 则 人 口 较 少 ,前 者 水 源 缺 乏 ,耕作 粗放 ,每 方 公里 人 口 密度 不 到 70 人 ， 

后 者 解放 

晋 字 、 宜 良平 均 每 方 公里 达 200—300 A, III, ER, ARE, BES 10 余 县 达 100 一 

200 人 ,其余 大 部 分 县 份 不 足 100 A, 而 以 西北 部 高 山地 带 人 口 密度 最 稀 ， 如 中 旬 、 华 坪 、 

永 胜 、 蕉 西 、 福 页 、 丽 江 、 德 钦 、 员 山 等 县 平均 每 方 公里 都 在 10, 人 以 下 (图 44)。 

BARBERS 人 ，, 耿 马 傣 族 传 伍 族 自治 县 和 瑞丽 县 均 13 人 ,西双版纳 15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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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RPORS AWM lt RR BERK, HERA 307, MASE 
-在 御 甸 北部 ,其 次 在 越南 和 泰国 北部 和 印度 北部 ， SEATS = 次 为 景 烦 族 
和 傣族 ,多 轻 营 工商 业 ; 在 越南 的 主要 是 汉族 ,其 次 是 全 族 和 哈尼 族 、 瑞 族 和 苗族 ， Sse 
MY 3 AEBS EBAY BLE We EI, SSE. PEED EAL AR ER SE 
WK HREM 42 6, MAS LARS BS mites VER, . 

云南 城市 人 口 占 公 部 人 口 的 10 多 左右 。 全 省 现 有 三 个 省 辖 市 ; OB, AIBA 
川 ,以 昆明 市 最 大 ,1957 年 计 有 88 DA, WEBB RO CL a, MISE 19 BA, 
东 川 1 万 人 以 上 , REL WR, KEM A OWHS Aw AC A 40%, Sa ， 
RRA 1 DUE 130 多 个 ,其 中 五 个 在 2 万 人 以 上 ; 15 个 在 1 一 2 DAZ 
鹏 明 云 南 的 城 钱 还 不 够 发 达 ,但 是 它们 的 经 济 特征 已 经 和 解放 前 有 了 很 大 的 不 同 5 | 
不 再 是 消费 性 的 城市 ,而 是 日 金 以 工业 装备 起 来 ,转变 为 生产 性 的 城镇 居民 点 。 
全 (四 ) #8 oF 

$2 JLAh SE FO EH ia), I AEH AAS MSO 
川 ; 却 略 高 于 贵州 。 

Sg EDI, Zee ET, Fai BE PERRIN AEE RE, Tse AMT | 
的 成 就 。 在 农业 方面 , 1957 年 与 1949 ER RAT RIK EE, HEIL HE 
增长 更 多 ,造林 和 性 冀 馈 养 业 也 有 很 大 发 展 。 en Pa 

ELKCTA), 
| a ok ee 

造林 面积 

Ore) 
= tt 

fo FR Ort 
Be |r Z| HH ve ia [ve [woe] at | 

“+ BINT Rea 19311937 年 平均 估计 数 。 

本 省 猴 食 年 有 少量 运 出 ， 而 家 产品 外 调 较 重要 的 则 是 烤烟 茶叶 、 食 用 漂 脂 及 四 区 宁 
副 产 和 畜产 品 。 根据 省 内 各 地 自然 条 件 的 多 样 性 及 按照 本 省 和 国内 和 外 需要 ,将 着 重 发 展 

” 棉花 甘蔗、 茶叶 ̀、 委 竺 、 热 带 和 亚热带 作物 的 生产 ,山区 林 牧 业 也 有 条 件 作 进一步 的 发 展 。 
全 省 工业 产值 早 在 1952 年 就 超过 1949 年 的 一 倍 以 上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赴 划 期 间 , 由于 

秋 征 对 原 有 企业 的 改建 与 扩建 ,新 | 建 了 若干 大 型 企业 ;广泛 开展 了 地 方 性 中 水 型 工业 的 新 
| 建 ,工业 发 展 速度 无 快 ,各 项 主要 产品 产量 指标 增长 如 下 表 ( 以 1952 年 为 基数 )。 

= | en | me [a Dene ol 
"1952 100 100° 100. | is |. 100 100 109 

1957 464 912 ve 122 385 809 

1958 年 工业 有 更 大 发 展 , 5 1957 exe BF DIL): 70%, 

原煤 、 生 詹 、 钢 3 一 4 倍 ,机 器 制造 业 发 展 也 很 快 ,例如 人 金属 切 创 机 床 增 长 三 倍 左 右 , 消 费 资 

= 1L327。 



| RF REE EHC REE , PHA IME 35% 5 
由 于 有 色 人 金属 储量 特 富 , 铁 、 煤 、 水 力 等 藏 量 也 颇 丰 富 ， REAM BSH R, 有 

色 冶 金 、 机 器 制造 与 化 学 工业 将 成 为 本 省 未 来 工业 的 主导 部 站 。 

LR wh 

Sf EAR RI RE Re A EPS ME 
| FES Fe LASER, EM SERIES, BOR BIA AK, BS lipo 

» ODL PRR SH PEK SERA A BE AOR, SEP Pa ES, FEAL ARTI 
AAS RA ELA. AAA ABER. EPA 
| «FEAR LER ATURE, RUE ELE ARS ae 

. 云南 农业 生产 的 地 带 性 比较 明显 ， FEALRE 24"( 和 东部) 或 25"( 西 部 ) 以 南 ,海拔 低 , 气 候 
. 温 热潮 湿 ， 安 和 作物 以 水 称 、 茶 叶 为 主 , 灵 为 甘蔗 、 花 生 和 棉花 ; 水 牛 和 猪 的 饲养 较 感 , 劳力 

” 步 ,热带 亚热带 的 农林 作物 最 有 发 展 前 途 。 在 北 炉 24° 或 25" 以 北 至 26" 左 右 ,为 云南 高 原 
“主要 部 分 7 气候 温 油 ,以 水 舟 为 主 , 水 麦 及 其 他 糊 食 作物 生产 也 比较 发 达 ; 棉花 、 甘 蔗 、 is 
#8 Hae Fy eR Pe, PEE: HEBER ES, 
SAH HZ , WR SF OGRA. Abie 26° DAB 29° ZA, BUARSB eh, 高 原 区 

AUBAYL APE ey BE , TEENS, ERE, Wy RBIE AE , EPS EE WR AEE ， 
ES AE, HASHES REWE. | 

LASER 62,400 Arie, 收场 所 占 面积 最 天 ， 包括 东北 部 和 西北 部 大 片 的 高 
册 收 刀 和 中 北部 高 原 地 带 农 业 区 中 (从 东 面 的 曲靖 专区 到 西 面 的 德 坎 傣族 景 顺 族 自治 州 ) 

“局 部 的 收场 ; 共 狗 19,000 万 亩 ; 占 款 地 总 面积 30.5%。 其 砍 是 森林 ， 面积 12;800 万 雷 , 占 

2 5%, 分 布 在 全 省 各 地 ， TELE LB HE 耕地 面积 共 4110 多 万 亩 , 占 土地 ， 
6.7% (1958 年 )。 
从 1549 年 以 来 , 云南 省 的 耕地 已 经 有 了 很 大 的 扩充 ,1958 年 全 省 耕地 面积 比 1949 

年 增加 了 21.2% ,今后 除 在 南部 午 晨 一 定数 量 荡 地 上 发展 热带 和 亚热带 作物 外 , 现 有 部 分 条 
件 差 的 旱地 (陡坡 薄 士 ), 随 着 作物 单产 的 提高 ， 远 期 将 略 合 水 士 保持 还 步 实现 退耕 ， 其 中 
翰 鞭 地 为 首先 退耕 的 对 象 。 

目前 耕地 分 布 以 东部 中 央 高 原 一 带 最 密 , 西 北 高 山地 区 最 稀 (图 45)。 
公 省 耕地 面积 中 水 田 锡 占 40 多 (这 个 比率 较 川 . 黯 二 省 为 小 ), 余 为 旱地 。 水 田 通 布 全 

省 :但 较 集 中 于 平 圾 和 低 绥 山地 ,二 者 金 各 占 45 儿 ;高 山地 区 最 少 。 若 以 水 田 占 耕地 面积 的 
凡 比率 计算 , 则 以 德 密 傣 族 景颇 族 自治 州 的 瑞丽 、 陪 川 、 僵 江 、 遵 出 \ 大 理 白族 自治 州 的 大 理 
上 等 县 为 最 高 , 达 80% 以 上 ,是 本 省 产 米 最 多 地 区 。 其 次 是 德 凑 傣族 景 贤 族 ,大 理 白族 自 党 
州 其 佘 地 区 和 楚雄 茵 族 自治 州 、 扩 滩 专 区 的 大 部 从 地 区 曲靖 专区 和 氏 河 哈尼 族 耕 族 自治 

: 州 的 一 部 分 地 区 , 60% 以 上 (图 46)。 瀑 越 铁 路 以 东 ,包括 曲靖 专区 的 大 部 , 短 河 哈尼 族 
SIREN, SCY EET HE BINED , PS A OTE HK, HOTT LEREAP IR 7c 

> ALS PEAT BAY 40—60 9, ARAL A 20-40%, UT IR AN Aa 
KARA ELS , SHES AIALI WS JERK B48 NA — 2D, 7K BA 40—60 GE 
右 。 至 于 东北 部 昭通 专区 和 西北 部 过 庆 藏族 自治 州 , 怒 江 傈 傈 族 自 治 州 , 均 属 高 山高 原 地 
区 ,地 高 天 塞 ,水田 主 要 分 布 于 轧 低 的 山沟 和 河谷 地 带 , 很 少 超过 海拔 2,400 KELL,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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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去 南 耕 地 占 王 地 面积 百分比 图 

地 面积 均 在 20% UF. 

云南 省 坪 量 丰 富 ; 而 且 多 集中 在 水 和 生长 季节 ,对 于 需 水 最 多 的 水 舟 来 斌 , 自 属 适宜 。 
* 而 且 每 年 雨量 变 这 不 大 ,就 全 省 来 说 ,很 少 有 大 规模 的 水 兴 和 早秋 。 但 由 于 每 年 雨水 来 临 

时 间 常 常 延 退 , SOMME RIS IER, 有 时 甚至 有 插 不 上 秧 的 情况 , 近年 提倡 时 种 

早 收 ,更 非 有 保证 灌溉 的 二 施 不 可 。 至 于 个 别 地 区 , 如 怒江 、 澜 洽 江 、 人 金沙 江 、` 簿 河 等 大 河 

峡谷 和 以 宾 川 .祥云 为 中 心 的 中 北部 高 原 , 雨量 都 较 少 , 是 本 省 的 干旱 地 区 。 尝 越 铁路 以 

东 ,包括 南部 蒙 自 ` 个 旧 在 内 的 全 部 南 盘 江 流域 和 北部 牛 栏 江 流域 ， 均 系 广大 石灰 岩 谥 甬 

地 形 分 布 区 ,其 中 多 数 地 方 ,夏季 依靠 落水 洞 排水 不 及 , 常 成 流 伙 ,冬季 雨量 和 地 面 逐 流 极 

少 ; 士 壤 过 于 干燥 ,作物 则 易 受 旱 。 以 上 都 足以 证 明 云南 的 水 利 问题 还 是 比较 重要 的 。 在 

历史 上 , 云南 的 水 利 以 水 渠 和 堰 塘 灌 新 为 主 , 如 昆明 市 郊 的 金 关 河和 银 计 河 ̀ 宜 良 的 文公 

BATE, 都 是 有 名 的 灌 激 工程 , 其 他 多 数 县 份 的 沿 河 平原 地 区 , 也 都 有 劳动 人 民 在 长 

期 历史 中 所 建设 的 大 小 渠道 。 堰 墙 是 山区 主要 灌 浙 方 式 ,由 于 工程 小 ,因此 在 过 去 小 农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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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去 南 水 田 占 耕 地 面积 百分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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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E PERE AR HEETR, WER, A BREAK BBP 
BRERA C, HWA AN SRE EA AIRE PRR, 8 1935 年 

a2 PEC IL, STE A SS EE KM FA RASA EEK 
AA AYE PEL , SPREE 92 Fr BSE RIL SE 14 万 亩 弱 。 
PRB, 2B EEK BN IER T AE, RID ， 

方式 ; 仅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邹 兴建 大 、 中 、 小 型 工程 .21 Wh IME MAR 623 D- 

寺 , 其 中 小 型 工程 增加 517 万 亩 ,中 型 工程 增加 95 万 亩 ;大 型 工程 增加 于 万 亩 。 、 

1957 年 冬季 掀起 水 利 建 融 高 讲 以 后 ,至 1958 年 底 双 增加 治 浙 面 积 狗 数 百 万 调 ， 现在 

AERA TR ELA ZHI, ARIS 400 多 万 亩 雷 响 田 (没有 治 浙 疏 施 的 永田 ; 占 1949. 年 - 
水 田 面 积 的 32%) 已 天 部 消灭 ,与 此 同时 ,由 于 灌 浙 屋 施 的 改善 , 水 田 的 抗旱 能 力也 比 过 : 

去 大 为 提高 ; 占 耕 地 面积 60 多 的 旱地 ， 已 往 很 少 进行 灌 浙 , 1958 年 全 省 水 活 地 面积 也 已 
占 旱 地 的 .15 9 

解放 碎 来 兴修 的 水 利 工程 ,以 大 中 小 型 水 妾 、 堰 塘 蔷 水 工程 为 主 ;其 次 为 水 汇 , 在 各 个 
治 潮 平 原 地 区 抽水 机 治 浙 亦 有 很 大 发 展 。 

云南 小 面积 的 水 只 也 还 不 少 ,主要 由 于 多 出 地 区 夏季 洪水 来 势 猛 ,易于 冲 毁 田地 房屋 。 
伤害 人 畜 , 昆 明天 理 和 其 他 和 平 袁 都 有 水 伙 , 伙 区 面积 虽 沙 ,但 分 布 很 广 。 其 次 在 南 盘 江上 : 

游 石灰 晨 盆 地 依靠 落水 洞 排 水 的 地 区 ;也 常 易 造成 流 和 ,影响 作物 的 收成 。 德 安 傣 族 景 贤 
族 自 治 州 的 大 公 江 流域 , 因 水 士 流失 严重 ,河流 含 沙 量 高 ,在 河谷 平 吉大 量 洪 积 , 古 易 引起 : 
河水 改道 ,证 妈 田 地 。 解 放 以 前 ， 国 民 党 炳 治 者 对 于 这 些 水 炎 根 本 未 加 洛 理 ; 天 天 影响 家 
业 生 产 和 劳动 农民 的 生活 。 解 放 以 后 ,各 地 大 力 兴 修 水 库 , 拦 蔷 诬 水 ， 同 时 在 各 河流 中 下 
WEN HOHE MEAT BE AAMT SRB, ERR, mR TH 
LEHR, PRARAKCE 75 TL SEBS , (MTT, AER RAL ELT SRE, BER AET Ze 
作物 的 收获 。， 

由 于 民族 历史 发 展 的 不 平衡 ,过 去 各 地 农业 技术 存在 着 很 大 的 差异 ， 解放 以 后 在 帝 的 
什 导 下 ,这 种 差异 正在 日 釜 和 缩小 ,边远 地 区 使 用 木 称 、 木 鲍 的 时 代 已 绝 一 去 不 复 返 了 ,至 省 
各 地 都 已 使 用 铁 质 农具 进行 耕作 , 1952 年 开始 ,还 推广 了 大 量 新 式 农具 ,此 外 ， 各 专区 和 
自治 州 面积 过 大 的 平 坝 , 并 部 分 地 开始 机 械 化 的 耕作 ,由 于 外 省 运 来 的 新 式 农具 常 感 供 不 

成 功 了 以 燕 气 为 动力 的 拖拉 机 ,足以 启 示 云 南 农业 发 展 的 光 明 前 途 。 

~ 了 人 ete 

， 应 求 ， 因 此 各 地 衍 制 新 式 农具 的 工厂 大 为 发 展 , 1958 HER FR Nesbit cs) 8s | 

解放 以 前 , 杰 省 天 部 分 地 区 一 年 一 熟 , 1938 年 耕地 复种 指数 仅 106% , Weare : 
FBG Be SEP AREA BE EAL 24° DAR BE PP, FT BB EB AE 

fi 23° 以 南 ,海拔 仅 380 米 的 金平 部 分 谷地 , 复种 指数 已 由 1949 年 的 119 BHR 1957 年 
137 多 和 1958 年 的 140 多 以 上 。 由 于 本 省 气候 比较 温暖 ,南部 地 区 双 季 稻 \ 双 季 玉 米 以 至 双 

季 棉 生长 都 很 好 , 而 和 别 的 省 区 比较 , 现在 耕地 利用 达 仍 不 高 , 尤其 是 冬季 , 1958 RPT 
作 物 的 只 占 全 部 耕地 的 三 分 之 一 ,有 条 件 而 不 种 小 春 的 水 田 . 旱 地 还 很 多 ,这 对 平衡 至 和 车 
劳力 ̀ 肥 料 以 致 灌 浙 水 源 的 使 用 还 存在 不 很 合理 的 情况 ,因此 本 省 今后 再 扩大 一 些小 春 面 
积 仍然 是 必要 的 。 不 同 地 区 的 水 田 、. 旱 地 实行 何 种 比较 合理 的 耕作 制度 ,以 便 对 复种 指数 

1) 例如 西 双 版 册 有些 复种 条 件 很 好 的 坝 区 耕地 ,因为 冬 开 ,每 年 只 利用 了 五 个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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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 族 自治 州 一 带 , 除 近来 有 小 部 分 地 区 种 小 春 作物 外 , KMPMEB—H-A, 而 且 年 年 
PIA, 高 原水 稻 地 区 则 以 水 稻 和 豆 类 换 荐 为 主 , 一 年 两 熟 。 STR PMV IRAE 
， 原 和 北 纺 24* 以 南 的 大 部 丘陵 低 山 地 带 , 划 以 玉米 一 水 稻 一 豆 , 卖 或 获 叶 一 水 舟 一 豆 、 考 的 
一 年 三 蔽 制 为 主 。 在 以 早 作 为 主 的 丘陵 和 山地 ,作物 换 荐 、 翰 作 方式 比 较 复杂 ;一般 一 年 二 
A HS—-HER, SUP RK, Me eS 
SMSO RA Pia POTS EBT AINA eT i, MUP E 

， 贵州 但 高 于 四 川 , Here RR AS) SR, RAE ASSL, 本 
:省 常年 每 人 有 泛 数 量 比 川 3 黔 二 省 都 多 一 些 ( 如 1957 SEIN 622 Fr, 四 川 637 77, MAG 

则 为 654 斤 ), 但 因 羚 食 外 调运 距 长 ;运输 工具 不 便 ,出 省 的 较 少 。 烃 济 作 物 中 种 植 较 多 的 
So WHA FEAR BREET AAI LLB) iM Bt FT Seas UE 近年 
Pe Rea Te: 

PRACE BR SAGAS, ERR RES ARH AAMT, HESRE 
— Be yA EAE EIDE BS 0 dik Je EE SR RE fe, DE 
多 的 产品 支援 国家, TARA. MMR BASRA ORE, 应 为 本 省 作物 种 
. 植 面积 安排 的 主要 方向 ,今后 经 济 作物 种 植 面积 将 比 往年 逐步 增加 ， 即 占 作 物 总 播种 面积 
HEEFT 15% 以 上 , 枉 作 面积 糖 小 ,相对 比重 将 减 至 80 % 左右 。 

matey 凡 20 祭 种 ;其 中 播种 面积 在 百 万 亩 以 上 者 ,大 春 作物 有 稍 谷 、 玉 米 、 IE 

FIG SI CEE) , ARR, RE .REAKE, 

ke! SRP Levene eas hee (1957 年 ) 

Hg 播种 HH R % Fe 7 总 天 量 
作 Oa Seger aE] REST SUD <a SMS PB -一 一 

wR | 十 全 部 作 易 % OF) (万 8) | ERR EBN% 
合 at | 4,955 85.0 | 252 12,500 100.0 

称 谷 1,593 3 . 447 7 ,124- 57.0 
yp ‘3s 501 tithe 6 123 617 4.9 
“3 x | 1,388 23.8 193 2,672 24.4 
3s a 312 5.4 92 283... 2.3 

+ ae 4 WO2S 247 117 ~ 20,9 
Be & "230 3.9)° 4 243 565 4.5 

ME 347 6.0 143 497 4.0 
Bi os 195 Eve 82 159 | 1:8 
其 他 342 5.9 136 | 466 | 3.7 

Oe I fle 



稻谷 是 主要 的 谷类 作物 ,也 是 大 部 地 区 的 主要 糊 食 HH AT Ra SR ey 
的 30 多 和 60 和 上 下 (图 和 5)。 本 省 播种 的 稻谷 有 92 多 为 水 舟 , 余 为 旱 ( 陆 ) 稻 。 本 省 水 稻 单 
产 显著 高 于 其 他 作物 ,在 西南 各 省 中 ,单产 水 平 狗 同 贵州 而 低 于 四 川 。 本 省 各 地 单产 有 很 
大 的 差异 ,在 亚热带 地 区 ,由 于 历史 原因 , 复 破 、 施 肥 及 其 他 技术 较 差 , 不 及 其 他 地 区 水 稻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 在 北 引 24 一 26" 高 原 地 区 , 耕作 比较 精细 , 常年 单产 比 亚 热 带 地 区 高 
出 25-35%, 本 省 稻谷 单产 提高 是 有 很 大 洲 力 的 , 1958 + RBBB +e RRA 
旱 , 单 产 增 长 速度 不 及 其 他 省 份 ,但 因 兴 修了 水 利 ,实行 了 密植 和 增 施 肥料 ,增产 幅度 仍 是 
空前 的 ,而 且 不 仅 昆 明 \ 大 理 周 围 出 现 了 和合 宁 、 激 江 \ 宜 良 . 富 民 \ 邓 川 等 舟 谷 雷 产 千斤 上 下 ， 
-的 县 ,南部 氏 河 \ 元 阳 等 县 舟 谷 平均 雷 产 也 达 千 斤 左右 ,足以 说 明 这 一 点 。 

云南 气候 对 水 稻 是 适宜 的 ， _ 般 年 份 在 水 稻 生 长 期 间 雨 量 丰富 而 稳定 ， 产 量 比 较 可 
靠 ,同时 由 于 雨季 中 气温 才 不 过 高 ( 月 平均 气温 一 般 仅 20%C 左 右 ), 因此 水 称 生 长 期 较 长 ， 
早稻 移 栽 后 100—120 天 成 熟 ,晚稻 180 一 200 天 成 训 , 生 长 期 过 长 带 来 两 种 不 同 的 影响 ,其 
一 是 稻米 质量 好 ,营养 价值 高 ,是 其 有 利 的 方面 ;其 二 是 收获 期 过 迟 ,妨碍 小 春 作物 的 适时 - 
种 收 ,是 其 不 利 的 方面 。 
AOR ATER, 双 季 稻 种 植 面 积 很 小 ( 1958 年 共 47 万 亩 , 占 稻田 

面积 不 到 3%) ,主要 分 布 在 省 内 澜 洽 江 下 游 . 元 江 中 下 游 及 盘 龙 江海 拔 1400 RU PAH 
区 ;两 熟 产量 比 一 季 稻 增 加 50.% 左 右 ( 早 稻 狗 600 斤 , 晚 稻 狗 30077). MAMA PE 

“不 仅 春 秋 气 温 高 ， 而 且 称 田 冬 开 比重 大 ， 有 条 件 再 扩展 一 部 分 双 季 夭 的 种 植 面积 ( 1959 
“年 全 省 计划 发 展 到 100 万 亩 左右 )。 本 省 中 稻 播 种 、 移 栽 期 在 中 部 昆明 一 带 和 足 州 中 北部 
贵阳 钵 义 地 区 相 若 ,四 月 上 中 旬 播 种 ,五 月 上 中 旬 移 裁 , 比 四 川 一 般 地 区 迟 , 浊 南 较 此 早 全 
个 月 , 北部 较 此 迟 牛 个 月 。 早 稻 则 比 川 、 黔 两 省 栽种 早 一 个 月 左右 ， 晚稻 栽种 时 间 相 差 不 
大 ,但 收获 期 较 这 两 省 迟 牢 个 月 至 二 个 月 。 近 年 提倡 舟 谷 适当 早 栽 早 收 ,实践 起 明 这 是 提 
高 单产 的 重要 措施 。， 

劳动 人 民 对 于 利用 和 改造 自然 来 进行 水 稻 生 产 有 丰 宣 的 经 验 ; 中 部 高 原 地 带 ， eve 
分 布 广泛 ;, 常 在 秋收 以 后 进行 控 焦 上 晒 焦 ,让 物理 性 、 化 学 性 都 很 差 的 重 精 士 ( 即 胶 泥土 ) 在 
经 过 反复 暴晒 以 后 ,改变 土壤 原来 的 性 质 , 获 得 比较 高 额 的 产量 。 和 祥云 \ 弥 渡 、 谨 山 等 县 是 、 
全 省 雨量 较 少 或 春雨 较 迟 的 地 区 , 则 采取 旱 直 播 随后 放水 的 办 法 ,因而 培 青 出 了 天 量 的 旱 
直播 品种 。 在 省 池 、 洱 海 、 插 仙 湖 沿 湖 平 原 ,为 适应 夏季 涨 水 的 特殊 情 况 , 常 有 深水 稻 的 种 
植 。 

EMBRAEAM , 为 了 适应 各 地 自然 特点 ， ERR RUE. mene, xt 
PRS ABH AAAS, ES EU AS, A A Sa SA, 
二 者 目前 地 区 分 布 大 致 是 1700 KEA FW AUFAK , 1,700—2,000 米 为 和 、 粳 交错 区 ，2;000: 

米 以 上 为 粳稻 区 ,今后 13700 米 以 上 地 区 水 步 实现 “ 炸 稻 化 ", 这 对 本 省 稻谷 增产 将 起 一 定 
作用 。 . 

云南 是 我 国 旱 稻 种 植 较 多 的 地 区 ， 播 种 面积 占 舟 谷 总 面积 8 多 左右 ， 主 要 分 布 在 文 : 
由、 红河 \ 西 双 版 纳 、 德 宏 等 自治 州 和 临 洽 专 区 即 北 引 24"( 西 部 ) 或 25"( 东 部 ) 以 南 高 温 多 
雨 的 地 区 ,现在 经 营 粗放 ,全 省 平均 亩 产 150 一 200 斤 ,耕作 比较 精 租 的 ,每 调 可 达 400 一 500， 
斤 。 旱 地 上 比重 较 大 的 山区 ,这 是 一 个 值得 注意 的 钴 食 生 产 方向 。 

种 植 面积 和 产量 仅 软 于 稻谷 的 糊 食 作物 是 玉米 ， 玉 米 对 气候 的 适应 性 很 球 ， 生 长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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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一 120 K , HEL 2,700 3KIA FAS ZE SR ALLL EAB APA , (.DI2,0009K DIF y AFUE 
Ze dt 24° 或 25。 以 南 可 以 种 植 双 季 舟 的 地 区 ,并 可 种 植 双 季 玉米 ,热带 地 区 如 临 瀹 专区 

_ 隐 马 县 的 备 定 吉 和 西双版纳 地 区 ,多 年 都 可 种 植 玉米 。 本 省 玉米 主要 产 区 为 东 、 东北 和 

北部 (图 48), 主要 自然 炎 害 为 春季 的 于 旱 , 播种 期 的 迟早 常 随 降雨 情况 而 定 , PLAYER 

件 改善 ， 不 少 玉 米 种 植 区 已 有 条 件 实 行 早 播 ， 提 前 于 稻谷 移 栽 前 播种 可 以 使 劳力 娄 排 错 

“ 开 , 同 时 也 能 增产 。 玉米 为 北部 山区 人 民 的 主 詹 ， 目前 单产 还 不 高 ， Baers 实 

行 密植 等 措施 以 提高 产量 , 甚 为 重要 。 

小 麦 播种 面积 和 产量 占 詹 食 作 物 第 三 位 , 在 西南 三 省 中 ， 产量 多 于 贵州 ， 但 远 少 于 四 

Wo BADER BW MEA, BE ZED HT He 1,800—2,700 KATHE 

区 ;而 以 2;,400 米 以 下 的 地 区 为 主要 产 区 。 在 1,500 OAT Ae 在 1500 KYA 

冬 性 品种 ,至 海拔 2.700 一 3,000 KUL LA BTREE, 

解放 前 小 麦 的 水 平分 布局 限于 北 纺 24° 或 25" 以 北 的 高 原 区 域 ; 在 亚热带 地 区 种 植 

小 麦 认为 是 不 可 能 的 。 现在 小 麦 不 但 已 经 种 在 德 宕 傣族 景颇 族 自 治 州 各 县 的 亚热带 至 
原 ， 而 且 最 南 的 分 布 界限 已 经 达到 了 北 稼 2 23° AMG 75 BAGO IRE 380 米 的 地 方 
(P49). 

Fr REA HE PPR OL, SAE HEA Ss PE, — $3 DIE Ee 

时 不 能 及 时 种 植 稻谷 ,玉米 田地 的 补 种 作物 ,种 植 面 积 不 稳定 ,但 在 高 出 地 区 ， Fe eH Ws i 

BETA , fs AR Sp SE EE HE b] RIE. 

I Ze A FEA 1,500—3,300 米 的 地 区 ,大 部 分 产 于 2， 000—2, 500 米 的 山地 ， 东北 和 

西北 山地 产量 最 多 。 西 北 高 山区 还 有 少许 青 称 的 分 布 。 
薯 类 作物 中 占 主要 地 位 的 是 马 欠 暮 ,甘草 . 芋 头 种 植 面积 都 不 大 。 

aa 

马 给 募 (HSE) 分 布 范围 较 其 他 暮 类 为 广 , 为 山地 高 产 作物 之 一 , 一 年 可 收 二 季 到 三 
季 , 因此 在 山区 亦 为 重要 凑 食 , 尤其 在 海 披 2.500 米 以 上 玉米 产量 不 高 的 地 区 , 这 一 作物 
在 大 关中 的 地 位 更 为 重要 。 本 省 洋芋 最 高 分 布 界线 为 3500 HK, FEE, 青 牺 同 为 高 海 技 
ARATE. 甘薯 是 拔 海 2;100 米 以 下 地 区 的 暮 类 作物 ， 主 要 分 布 在 1600 一 1700 炒 之 ， 
间 , 常 和 玉米 间 种 。 一 般 一 年 可 收 二 季 , 个 别 地 区 可 收 三 季 。 

豆 类 作物 主要 是 甜 豆 和 豌豆 ,主要 产 区 在 北 继 24 一 26" 之 间 的 高 原 地 区 。 解 放 后 ,分 
， 布 界限 已 向 南 推 至 亚热带 平原 地 区 。 这 两 种 豆 类 本 省 常 作 为 糊 食 、 副 食品 和 启 、 垦 的 饮料 。 

由 于 1958 年 短 食 产量 的 增长 ,今后 还 将 高 速度 炎 壬 增长 ,在 逐步 提高 钴 食 作 物产 量 的 
同时 ,有 必要 不 断 调整 各 项 艳 食 作物 的 种 植 比例 ,也 就 是 说 ,应 该 采 取 步 卫 增 加 竹 钴 比重 ， 
以 满足 人 民生 活水 平 上 升 的 需要 。 因 此 ,本 省 除 结 合 兴 修 水 利 ; 炎 舌 改 旱地 为 水 田 以 扩大 
夭 谷 种 植 面积 外 , 还 正在 利用 冬 并 耕地 扩充 小 麦 种 植 面积 7, 在 南部 冬 并 水 田 比 重 高 的 地 
区 , 则 正 根 据 条 件 扩大 一 部 分 双 季 称 的 栽培 。 种 植 玉 米 、 昔 类 及 其 他 杂凑 的 耕地 1959 年 
已 开始 稳定 更 有 面积 , 远 期 并 将 退耕 其 中 部 分 低产 地 (陡坡 、 薄 士 ̀ 保 水 保 肥力 很 差 的 尹 或 

DRAPE ROA IA RR, 着 重 提 高 单产 ， 对 其 中 条 件 较 好 的 耕 炎 实生 

es FAH Eo 

1) 1959 4] ge Ait TT BR EL 1958 AEH OT 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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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本 省 经 济 作物 以 油菜 籽 、 花 生 \ 烤 藉 、 棉 花 、 甘蔗 五 种 播种 面积 最 大 。 

1957 年 云南 经 济 作物 播种 面积 和 产量 

面 BR 6 a AR = & 

5 SAME % Cr) 

8.9 一 

4.7 age 94 
0.9 Pare 61 
Es 79 61 

0.2 91 , 12 

0.7 18 7 
0.3 : 62 5" 

0.5 5,078 - 1,509 
0.3 a “ee 

ree a WHE EAE RE PE 2 IR EWE eB eR 

AME AS, WAS eh Ze we OE HS ER 2c AW SSR 

dH, ED ARS Sp HER 1,000—2,700 Pe Tm SX 1,200—2,500 米 的 高 度 为 主 

要 分 布地 带 ( 图 50)。 

油 业 称 的 播种 面积 在 解放 后 有 很 大 发 展 ,1958 年 较 1949 年 增加 狗 三 倍 , 分 布 范围 近 
年 有 向 亚热带 地 区 发 展 的 趋势 。 油 菜 籽 每 雷 产 额 比 花生 低 ， 出 油 率 40 儿 左右， 也 比 花生 
(40—44 %) 低 ,得 油菜 籽 播 种 面积 远 比 花 生 为 广 ,其 原因 主要 由 于 油茶 籽 是 冬季 作物 , 可 
以 利用 冬天 地 种 植 ,同时 这 一 作物 虽然 要 求 肥力 较 高 的 土壤 ,但 一 般 可 以 不 择 士 持 ， 通 党 

” 为 水 舟 、` 捷 米 ̀ 烤 烟 的 后 作 ,单位 面积 产量 一 般 只 四 \ 五 十 斤 ， 最 高 可 达 200 余 斤 。 油 荣 籽 

要 求 肥 料 较 多 ,而 一 般 施 肥 不 足 , 因 之 在 肥 源 充分 之 地 ,增产 的 湾 力 很 大 。 

ba AFUE ,分 春 籽 ( 春 种 秋收 7) 和 秋 籽 ( 秋 种 春 收 ) 二 种 ， 春 和 好 比 秋季 分 布 的 地 

势 更 高 ,是 高 山地 区 的 主要 油料 作 牺 。 

， 解放 以 来 ， 花生 播种 面积 扩大 的 比 牵 为 油料 作 怕 中 最 天 , | 1958 年 比 1949 年 增长 已 达 

五 \ 天 倍 。 主 要 分 布 在 亚热带 地 区 沙 质 土壤 地 带 ， 是 亚热带 地 区 主要 食 洱 来 产 之 一 , 常 与 

水 稳 输 作 或 单 季 连 作 。 在 有 甘蔗 的 地 区 ， 又 常常 是 甘蔗 的 后 作 。 花 生 与 水 稻 、 甘 蔗 翰 作 ， 
对 于 改良 土壤 、 夫 加 士 壤 肥 力 ̀ 减 少 病 虫 吕方 面 也 有 一 定 的 意义 。 

省 内 从 近 年 食用 油 需 要 量 正在 远 速 增长 , 现 正 采 取 措 施 提高 各 项 泪 料 作物 的 单产 ,其 
让 花 生 、 油 荣 籽 的 种 植 面 还 将 不 断 扩 大 。 油 某 籽 和 花生 的 酒 饼 双 是 烤 获 、 甘 蔗 等 作物 所 需 

有 最 好 的 速效 气 肥 ,目前 不 少 某 籽 、 花 生 的 分 布 和 烤 忒 甘蔗 一 致 ,对 解决 这 些 作物 的 肥料 供 

应 起 了 很 大 作用 。 

ik . I ASS 胡麻、 芪 麻 分 布 堆 星 ,目前 意义 不 大 。 
云南 为 我 国 灵 于 山东 `\ 河 南 、 贵州 占 第 四 位 的 烤烟 产 区 , 其 产量 的 80 一 90 多 运往 国内 

人 外。 本 省 主要 产地 是 位 于 中 部 的 玉 滩 专区 , 占 全 省 烤烟 面积 近 40 多 ， 单 位 面积 产量 也 最 

高 ,总 产量 旭 占 全 省 的 60% RAE SE ;s EASE SNC 51) 6. KEP 
攻占 到 全 省 烤烟 面积 的 近 80% , "mA 85%, MAE A BOL AIT)I ER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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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云南 玉米 占 播种 面积 百分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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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云南 小 麦 占 播种 面积 百分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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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 Be eR AUG, MEE, SORTS, OUTER 
25% 由 此 可 内 ,云南 烤烟 集中 分 布 于 中 部 高 原 上 , ERRATA | 
大 面积 是 在 土壤 比较 肥沃 的 丘陵 旱地 种 植 。 中 部 高 原 气 候 温 和 , 雨量 适中 ; AEA 
丘陵 旱地 甚 多 ,土壤 肥沃 , 答 烤 烟 生 产 提供 了 优越 的 自然 条 件 ， 如 以 烤烟 主要 产 区 之 一 的 
EUR, SERIA 17°C 左右 ， 烤 烟 大 田 生长 期 中 的 月 平均 温度 在 19 一 21C， 适合“ 
于 烤烟 生长 的 要 求 ,中 部 高 原 劳动 力 较 多 ,每 人 平均 耕地 2 调 左右 ,玉溪 专区 只 有 1.8 亩 ， 
农民 多 有 积 肥 习惯 , 油 荣 种 植 也 广 , 油饼 可 为 烤烟 提供 肥 源 ,并 且 接 近 昆明 ,交通 便利 ， 有 ， 
利于 产品 的 外 运 , 这 些 都 对 烤烟 生产 有 利 ， 因而 成 为 云南 烤烟 的 集中 分 布 区 。 云南 烤烟 
.质量 佳 ， 不 仅 由 于 自然 条 件 优 越 ， 栽培 技术 水 平 很 高 ; 而 且 还 由 于 有 大 面积 的 优良 烤烟 品 
Ft, 主要 良种 有 大 人 金 圆 、 特 字 400 BSE, 后 者 已 退化 ， 大 金 转产 量 高 质量 好 ， 种 植 面积 最 ， 
大 。 

烤烟 生产 的 发 展 , 出 口 量 的 增加 ,对 支持 国家 的 建设 起 了 相当 作用 ， 同 时 也 促进 了 地 “ 
方 工 业 的 发 展 ,增加 了 农民 的 收入 。 云 南 烤烟 生产 湾 力 极 大 ,1958 年 由 于 提前 播种 期 ,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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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曲靖 等 地 区 较 多 ， 主要 都 供 当地 居民 自 CAPA Te Rae AACE A “EKA i A 

BMA aH 

Minte se S73 — Ph LO ARETE 种 植 面积 仅 灰 于 油 荣 季 JH, 1959- 

年 且 超过 烤烟 的 种 植 面 积 。 

云南 虽 属 高 原 , 但 省 南 及 中 部 各 大 河流 域 的 许多 河谷 圾 区 都 有 许多 适宜 植 棉 的 环境 。 

在 号 中 国 , 洋 棉 与 洋 布 充斥 市 场 , 本 省 棉花 生产 长 期 沟 有 得 到 发 展 ， 只 有 瀑 西 和 旋 南 的 各 

RHA SBP RARE LRU, 1949 ERS RAT, TR. 
13 Fr, 1 BLP SBR ARE HT ES Eto 

1) 楚雄 全 县 平均 亩 产 245 斤 , 比 1997 年 增长 4 HE, AAA aE 2,000 亩 烤烟 ,其 中 有 103 亩 平均 亩 产 : 
高 达 2,180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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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后 , 在 贯彻 党 的 大 力 发 展业 ̀\ 棉 生产 方针 下 ， 云 南 的 棉花 生产 发 展 很 快 ,1957 年 

全 省 棉田 面积 比 1949 年 已 增加 5 倍 守 ,同期 总 产量 增加 7 倍 件 , 由 于 耕作 技术 的 改善 , 单 

位 面积 产量 大 为 提高 ，1957 年 全 省 平均 亩 产 18 斤 , 远 远 超过 了 1949 年 的 单产 水 平 。 同 “ 
寻 因 川 棉 “〈 退 化 洋 棉 )、 伐 字 棉 等 良种 代 检 了 原 有 士 棉 而 占 优 势 ， MeN i hae 部 

分 解决 了 本 省 机 械 和 纺织 业 的 原 棉 供 应 问题 。 

云南 棉田 都 分 布 于 汇 西 sae an CIEL FT HCL Pee 汪 生 本 向 

CREPE VEAL RL, RAVES PK, Soke, sb RS, PEE 
精细 .单位 面积 产量 和 质量 都 高 ;后 者 雨量 丰富 ,不 需 灌 新 ,但 因 多 分 布 在 土质 不 甚 肥厚 的 
旱地 , 赫 作 也 较 粗 放 , 以 致 单位 面积 产量 低 。 棉 花 主要 产 区 为 大 理 \ 德 密 二 自治 州 ,其 次 是 
手 河 \ 西 双 版 炳 \ 广 山 等 自治 州 ， 而 以 宾 川 \ 弥 渡 \ 保 山 、 昌 条 等 县 产量 最 多 (其 中 宾 川 产量 
KE), 此 外 永 胜 、 富 宁 、\ 南 华 \ 曲 洒 、 龙 陵 等 县 ,产量 也 较 多 (图 52)。 

mat > ht S Sw 

9 ”每 点 代表 100 担 

《 1p ae 

1) 东 自 广 南 \ 富 宁 , 西 到 西双版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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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BCDIK, ZO MAE AT” BARE AL TERE EA A AML NL RA A 
RARGASASOER, REAR, DURES CEES TA 
的 。 首 先 ,经 过 1958 年 的 实践 ,在 宾 川 \ 保 山 \ 永 胜 、 曲 淡 等 主要 棉 区 都 已 果 积 了 很 多 增产 

” 药 技 术 轻 验 ( 宾 川 等 县 已 出 现 亩 产 百 斤 皮棉 的 大 面积 丰产 田 )，' 几 年 来 棉 区 农民 创造 性 地 

在 部 分 温暖 地 区 武 种 双 季 棉 再 生 棉 、 秋 播 棉 、 宿 根 棉 等 适合 各 地 自然 条 件 的 栽培 方法 也 

妃 成 功 ?, 也 为 本 省 棉花 生产 发 展开 辟 了 许多 新 的 途径 。 其 , 本 省 还 有 很 多 宜 棉 耕 地 ,在 

”最 近 几 年 ,本 省 已 把 棉花 烈 为 经 济 作物 发 展 的 重点 ,正在 大 力 利 用 这 些 耕 地 扩大 植 棉 面 积 

(1958 年 后 有 较 大 面积 的 扩充 )， 除 现 有 棉 区 外， 还 将 在 西南 部 耿 马 、 双 江 、 镶 康 、 凤 庆 等 

县 另 辟 新 棉 区 ,同时 正在 纵 小 低产 棉田 ,改选 土质 好 、 排 灌 方便 的 耕地 植 棉 , 逐 步 将 棉田 集 

中 到 滨 湖 平原 和 河谷 平 吉 。 可 以 预料 ,采取 这 些 增 产 步 又 ,本 省 棉花 生产 将 会 得 到 很 大 发 

Fo 

麻 类 作物 的 种 植 面积 不 大 ,其 中 稳 大 部 分 是 大 麻 ， 节 麻 很 少 。 大 应 分 布 普通 而 分 散 ， 

各 县 山区 都 有 种 植 ， 以 楚雄 、 大 理 、 丽 江 为 最 多 。 大 麻 大 守 在 产 区 自 种 自用 (楼 布 和 德 应 

2), Ame 30%, 供 省 内 调剂 。 萤 麻 分 布 非常 集中 ， 东 北部 昭通 专区 占 了 全 省 播种 

”面积 的 90% , 雾 星 种 植 在 亦 区 镶 雄 次 良 , 大 关 、 威 信 等 县 河谷 地 区 的 坡地 上 ，, 除 镶 雄 气候 
稍 准 二 年 只 收 两 季 闪 ,其 他 县 分 都 是 年 收 三 季 。- 昭 通 专 区 所 产 芝麻 质量 很 好 ,可 与 四 川 的 
PRES TERRES ,但 除 上 少量 农民 自用 外 都 调 出 国外 。 为 了 增产 纺 秩 原料 ， 今 后 还 
将 在 东部 、 北 部 和 西部 的 广大 地 区 扩展 芝麻 和 大 麻生 产 。 

云南 委 秋 生产 历史 悠久 ， 历 史上 最 高 产 蔓 量 (1942 年 ) 为 8;400 01) 解放 前 夕 生产 误 
莲 , 现 已 逐渐 恢复 ,并 大 力 栽 培 了 枝 树 ， 近 年 产 蔓 量 已 超过 历史 上 最 高 年 产 水 平 。 产 茧 较 

”多 的 是 站 雄 ,攻占 35 久 ,其 砍 为 大 理 , 占 20 儿 以 上 ,其 余 主 要 产地 是 德 安 丽江 曲靖、 昭通 
等 地 区 。 本 省 气候 条 件 良 好 ,大 部 地 区 一 年 可 养 乔 四 灵 以 上 , 自 农 业 合 作 化 、 公 和 社 化 后 ; 劳 

”动力 得 到 合理 的 组 积 和 使 用 ,为 今后 发 展 养 乔 业 提供 了 有 利 条 件 。 

梓 委 放养 在 昭通 曲靖 两 专区 有 一 定 历史 ;但 产量 不 大 。 

云南 甘蔗 常年 产量 在 全 国 仅 次 于 广东 \ 四 川 \ 福 建 和 台湾， 种 植 历 史 久 ， 分 布地 区 广 

(BSR 80 多 个 县 市 均 有 栽培 )。 产 芒 区 位 于 南 盘 江 \ 元 江 、 人 金沙 江 、 和 怒江 等 河流 域 海拔 
”800 一 1300 米 的 河谷 地 区 , 现 以 南部 元 江 流域 和 中 北部 以 玉 滩 、 楚 雄 为 中 心 的 附近 各 县 种 
植 最 多 。 本 省 甘蔗 分 布 区 霜 期 短 或 移 年 无 需 ， 日 夜 温 差 大 (生长 期 内 一 般 10%C 左 右 ), 有 
利于 糖 份 积 累 ,夏秋 生长 期 间 , 雨 量 丰 富士 壤 肥厚 ,利于 根 王 发 展 , 大 风 少 ,甘蔗 无 倒伏 之 
起 , 缺 点 是 春 旱 ,必须 灌 汤 ( 现 产 区 均 有 灌 浙 屋 施 ) ,适宜 连 片 裁 培 甘 蔗 的 场地 少 , 大 型 糖 厂 
进行 加 开 在 原料 取 给 上 受到 限制 ,但 这 些 不 利 方 面 都 是 可 以 采取 适当 措施 来 逐渐 克 复 的 。 
云南 过 去 所 种 大 部 分 是 芦 蔗 ( 士 蔗 ) ,单产 和 出 糖 率 低 DEER BOLE, HE 
广 引进 分 朝 整 齐 、 抗 虫 抗旱 力 强 、 含 糖 量 更 高 的 良种 ， 同 时 由 于 现在 所 种 甘蔗 的 成 熟 期 都 
集中 在 三 ̀  三 月 ,使 芒 糖 加 工厂 忙于 季节 不 能 伸缩 调配 ， 引 进 早晚 熟 良 种 可 以 解决 这 一 问 
题 ,以 提高 机 械 利用 率 。 此 外 , 培 至 耐 旱 耐 户 的 优良 品种 , 腾 出 蔗 地 发 展 亚热带 作物 ,使 甘 

1) 双 季 杭 于 思 筝 \ 元 江 \ 永 胜 等 地 均 有 种 植 , 头 棉 子 七 月 种 ,年 未 收 ;然后 接种 第 二 季 ; 再 生 棉 是 在 头 季 收 时 只 除去 
上 部 ,保留 下 部 穆 枝 ,中 耕 施 肥 后 再 生 一 克 ; 秋 播 棉 在 秋雨 后 播种 ,并 可 又 虫 害 发 生 盛 期 ,经 哉 种 可 以 增产 ; 宿根 
MARR MF AR, 下 季 再 行 萌 发 得 枝 ， 这 种 棉 栎 吸 肝 \ 抗 病 虫 力 强 ,单产 也 驳 高 , 并 可 节省 播种 所 慎 劳 力 ,新 
HT ER 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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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MALT BS, Bost RU ee (Ee aD) AEE 1958 BABB - 
Hr" rasa b vt—-PR RM, DES RRR RH ILSEAMNREAS), 

… AEALAB LIK , a F ARR ATD, 三 正在 推广 种 植 (1959 RH AER 以 就 地 
满足 食糖 需要 为 主 。 

特种 经 济 作物 和 果 产 云南 南部 和 西南 部 热带 、 亚热带 地 区 , eT a 
EE, SHEA RR TE Ae PRET OE AS IBE EI SIGN ES MEG TE 
REET PRAIA, SCP RMY MOE AR EAS BEAD GA EOE ITE TIER 
3. 

云南 每 年 茶叶 产量 十 七 、 NAH (1958 4E+/\, ATID, 相当 四 川 产量 的 80 % 或 页 

州 的 一 倍 。 
云南 广大 地 区 气候 温和 ,有 很 多 地 区 适宜 茶叶 的 生长 ， 时 在 一 千 七 百年 以 前 云南 就 已， 

有 茶树 ,清朝 中 叶 时 “普洱 茶 实 就 著名 全 国 ,长 期 以 求 惕 销 西 藏 .西北 和 内 蒙 等 地 ;也 有 部 
分 销 国 外 华侨 居住 区 。 过 去 (1920 一 1930 年 ) 最 高 年 产量 便 经 达到 近 20 万 担 , "以 后 由 于 

“条 叶 畜 销 和 茶农 遭 到 日 釜 深重 的 剑 创 ,茶叶 生产 逐渐 妆 缩 ， 至 解放 前 力 ， 云南 茶园 已 弛 大 
部 荡 燕 ;1949 年 的 产量 只 有 4 万 担 左 右 。 

解放 后 , 随 着 国内 外 对 茶叶 需要 的 增长 ， 党 和 政府 积极 便 导 大 幼 改 展 茶叶 生产 ， 省 两 
”原来 荡 稳 的 茶园 至 今 已 契 大 部 分 曙 复 , 并 已 新 胜 了 部 分 茶园 , 逐步 扩大 了 中 赫 、 除 草 、 分 

浊 、 施 肥 、 病 重 割 防治 的 面积 ,因而 恢复 很 快 , 不 仅 总 产量 逐年 增长 , WAAR 
由 过 去 的 10 一 40 斤 提高 到 40 一 70 斤 , 茶 叶 和 采摘 和 初 制 技术 也 有 显著 改进 。 解 放 初 期 , 云 
BATRA ARNE, ILE AMAT AST ROR, BEL SIT 
产量 的 25 和 多。 云南 接近 西藏 ,由 于 长 期 历史 的 关系 ,以 生产 边 茶 为 主 ， 边 茶 产 量 占 到 茶叶 
总 产量 的 一 年 。 此 外 ,还 有 内 销 和 外 销 的 系 茶 \ 侨 销 茶 等 。 云 南 的 茶叶 以 品质 优良 著名 ， 
这 是 和 茶树 的 品种 以 及 当地 的 自然 条 件 尤其 是 气候 条 件 分 不 开 的。 云南 荣 种 以 天 叶 茶 为 
主 , 逼 布 于 钳 西 与 省 南 各 个 茶 区 。 大 叶 茶叶 大 肥 壮 ,内 合 茶 素 、. 单 宁 和 芳香 泪 都 很 多 ;这 坚 

” 均 超 过 “部 竹 ”, 是 制 竹 茶 的 最 好 原 妊 ,所 制 “ 省 竹 " 茶 叶 肥 、 色 卸 、 味 流 ; 在 国际 上 享有 极 好 
”的 声誉 。 小 叶 茶 较 少 ;种 植 于 昭通 专区 和 曲靖 专区 等 地 。 

云南 茶园 的 分 布 十 分 广泛 , 产 茶 地 区 现 已 扩大 到 全 省 牢 数 芭 上 的 县 分 ， 主要 产 菜 区 是 
在 澜 洽 江 昌 守 以 下 的 中 下 游 地 区 海拔 1 ;000 一 2;200 米 的 山地 上 ， RNS 全 :省 的 80 和 3; 

其 次 是 昭通 专区 ,产量 占 全 省 的 14 儿 ,其 他 地 区 很 少 ( 图 53)。 油 洽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以 临 洽 
FERS, WRAL. SHORE URE) RKB Re 
SL PRAE EOE BIB SFP , BeBe PR RIK TG Sh, AST ALAS, RA TES, , 凤 庆 是 全 
省 最 大 的 茶 区 ,几乎 全 产 红 茶 ,茶叶 总 产量 占 全 省 茶叶 总 产量 的 15 BR, AOE 
省 的 70 匈 。 边 茶 生 产 源 布 全 省 各 地 ,但 以 西 双 版 灿 为 最 多 。 

云南 茶叶 质量 很 好 ， 广 大 地 区 的 各 族 农民 都 有 种 茶 和 经验 ， 正 在 炎 续 大力 发 展 茶叶 生 
产 , 除 进一步 收 善 管理 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外 ， 代 在 有 上 发 展 条 件 的 德 密 、 大 理 二 自治 州 开 

蕊 “ 普 洗 茶 ? 主 要 产 于 西双版纳 ,普洱 是 历史 上 茶叶 的 集散 市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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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ELE ARS ELA 40 多 年 的 种 村 历史 ， fa IRR BUR GIN a, PAT 

PEIN, 未 正式 生产 。1940 SE BIS ALIA ES YA TO eae aa BER 
BURA BEAR, DUG LORE TEDE WLAN Wale ee AH IEE BOE 
PRR RM = 
MOT AE RIE ASE, BM, EER 

_ 殖 场 在 平地 发 展 种 植 外 ,大 部 分 已 开始 向 海拔 700 一 800 米 的 丘陵 地 区 发 展 ,西双版纳 则 
在 海拔 400 一 500 米 的 丘陵 地 发 展 。 

- 啤 啡 在 西南 部 和 南部 发 展 前 途 很 大 ， 宅 在 生长 期 中 所 需要 的 气候 士 壤 条 件 都 极 适 
宜 , 现 所 种 除 河口 外 均 为 小 粒 种 (Coffec arabica) ,生长 过 速 ， 二 年 生 即 开花 和 结果 。 各 地 所 

种 的 咖啡 不 仅 产量 高 , 产 期 长 ,子粒 重 ,而 且 质 量 好 ,得 到 国内 外 的 好 评 ， 今 后 长 炉 迅速 发 “ 
展 ,可 将 更 多 产品 供给 国内 及 社会 主义 各 兄弟 国家 ， FFF A RR sg A 
7s Hh SEAS HIS FRE, TE PE DPE A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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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Fe BAe EE I GI HE Agave sisalana Perrine) #025 Wik( Agave americana L.), 是 本 

省 西部 和 南部 的 重要 热带 作物 。 番 麻 野 生 , 耐 耐 旱 , 对 环境 的 适应 性 极 强 , 分 布 很 广 , 德 
次 西双版纳 、 短 河 等 地 区 ,不 花山 坡 、 荡 地 、 田 边 屋 角 , 到 处 都 有 。 剑 认 野 生 很 少 ， 主 要 季 
近年 由 人 工 培植 ,其 年 长 情况 也 和 番 麻 相 他 4 Lets pans 

Pa Bi 0 AE A KE RE A 7 BS A , GI ES TE 
OTE PMELBE A ED LE SE EAE BE HS PE 目前 正 加 
弦 培育 ,以 适应 国家 建屋 的 需要 。 

本 省 劳 香 植 物种 类 繁多 ， 如 楼主 时 \ 村 树 、 香 苦 、 香 时 、 天 竹 装 、 冰 片 叶 \ 草 天 区 等 都 是 
上 等 香料 植物 ,产地 过 广 ,产量 也 很 丰富 。 

香 寿 是 本 省 香料 作物 发 展 的 重点 ， 南部 和 西部 地 区 的 农民 早 有 雳 星 种 植 ， 1955 年 西 
双 版 攻 从 华南 引进 新 品种 ,生长 良好 ,今后 将 大 量 栽 培 。 

云南 果树 繁多 ,其 中 分 布 最 广 产量 最 多 的 是 梨 。 

殊 分 布 于 中 部 北部 地 区 ,以 旺 页 ̀ 释 宁 二 县 分 布 最 集中 ,品质 凡 簿 宁 的 这 球 弄 ,天理 ， 
宾 川 的 雪梨 , 重 甸 大 黄 梨 ,元 阳 和 鲁 沙 梨 ， 会 泽 水 犁 和 白 梨 最 好 。 其 中 宝珠 梨 和 雪梨 产量 最 
多 ,年 有 调 出 省 外 和 出 口 , 是 目前 果 产 发 展 的 重点 。 | 

Jesh, AREAS AER A EE BS, ERS ITA MeL, 
蒙 自 、 照 通 试 种 。 柑 桔 分 布 于 金沙 江 流域 河谷 和 东南 部 地 区 ;以 宪 川 最 多 最 好 。 葡 欧 分 布 
宜良 至 个 旧 一 带 ; 质 量 均 佳 。 菠 划 \ 香 燕 产 于 竹 河 流域 各 县 ,以 蒙 自 和 开 远 产量 较 多 。 
云南 果树 的 栽培 ,一 般 比较 粗放 ,尤其 在 果树 比较 集中 分 布 的 地 区 ,肥料 缺乏 ;是 需要 

冬 待 解决 的 问题 。 
云南 内 地 交通 困难 ,是 果树 产品 运 碎 的 不 利 条 件 ; na SAAR, 这 种 情况 将 

还 步 改变 。 
林业 “云南 共有 森林 面积 85I 万 公 BA 12760 多 方 市 直 )， RRR RT 

52,800 多 万 立方 米 ,面积 和 蕾 积 量 在 我 国 南方 省 区 中 仅 欣 四 川 ,主要 分 布 在 交通 不 便 的 兄 
弟 民 族 地 区 ,而 以 西北 部 高 寒山 区 最 集中 。 在 交通 较为 便利 、 人 口 较 为 稠密 的 地 方 ， 天 然 
森林 多 已 遭 到 入 为 的 破坏 ,保存 较 少 。 主 要 是 次 生 林 或 者 是 解放 后 新 造 的 幼林 。 
本 省 自然 条 侍 复 杂 , 树 木 种 类 多 , PERE 84 科 、2;796 种 。 西 北部 高 塞 山区 

ZWEBER POE CEES, PRAMS SH SU WY 
AUTRE. AAS, BE ERAN RS TAR, eee ROU A 
AE, ARTS UR PR TA 54) 

用 材 林 的 分 布 以 中 部 及 西北 部 为 主 ， 主 要 树种 为 云南 松 ， 其 妈 为 华山 松 、 云 杉 、 we i 
等 。 烃 济 林 分 布 以 东南 部 \ 中 部 及 南部 为 主 ,主要 树种 为 核桃 ,分 布 在 漫 中 、 PH HK 
是 油茶 、 油 桐 ,分 布 省 东南 七 带 。 

根据 树种 分 布 和 自然 条 件 ; 全 省 大 致 可 分 为 11 个 林 区 ( 见 172 页 表 )。 xt, 乱 砍 乱 

伐 的 现象 到 处 都 是 ,加 上 山林 火炎 和 自然 炙 害 无 人 过 问 , 森林 破坏 极为 严重 ,以致 中 部 和 
东部 地 区 的 森林 复 盖 这 一 般 已 猎 不 高 。 解 放 后 ， 大 力 开展 护 袜 造林 工作 , 1950 一 1957 年 

期 间 , 全 省 共 造 林 70 万 公顷 , 1958 年 造林 面积 更 大 为 增加 ,相当 以 前 八 年 的 两 倍 左右 ; 所 

营造 的 幼林 中 , UEP A EME, 其 余 大 部 分 是 用 材 林 ( 以 云南 松 ，】 

EAH PHBH), 另外 还 在 河岸 路 旁 、 水 土 冲 刷 地 区 营造 了 不 少 防护 林 ( 柳 、 校 )， 

°170- 



到 
R
E
O
 

U
i
 

A
e
 

E
R
 

S
T
 

C
6
 

L
W
 

O
2
5
 

e
e
 

e
e
 

e
T
 

S
S
S
 

E
E
T
 

P
I
T
 

P
E
 

A
R
 

O
e
 

fb
 

S
R
O
 

E
e
 

m
e
e
r
 

i
t
 

a
r
e
a
 

a 
人
 

2 
一
 

沾 
、. 

长 
上
 

Y 
o
a
 

h 
|
 

m
n
 

q 

BARK HRS Ki 54 

rm 

ait 

时 

seabeserabes 

pe
an

 
la
ve
 
D
T
 

d
d
 

< 

4 * 

= 2 = H = 

4 ” 

ir rey’? 
os j weiner 

Brats = 3 ws 
- <TH d 4 i aa 

sj 
FT = 

a WE 
Ro) EER eet | Ste 2 出 

= 17 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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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木材 蓄积 量 

Stet Pa eT a 
ory (%) WM) . 

BALA PMR ETE BRL SUI 136.4 | 8,644 | 45 55. 
怒江 上 游 林 区 BILGE GNARL SHAT RHE | 115.4 | 13,647 | 65 | 35 
怒江 下 游 林 区 德 宏 做 族 景 籽 族 自治 州 全 部 及 线 康 、 耿 马 , 双 江 等 地 | 75.8 | 3,446 | 20 | 80 

RHR 

(万 公顷 ) 
林 区 名 称 包 0h a 区 

金水 江 上 游 林 区 一 | SUN BI AR AEH 5 
- 金沙 江 中 游 林 区 | 入 丰 \、 稀 劝 以 北 地 区 27 1,386 | 90 | Ilo 
金沙 江 下 游 林 区 | $RESS SRM - 23 1,558 | 80 | 20° - 

南 盘 江 中 上 游 林 区 ,| GARY BK ROAM - 4.3 267 | 90 | 10 

南 盘 江 下 游 林 区 | see HRA 治 州 全 部 及 师 宗 \ 开 远 等 县 的 一 部 49 2,929 85 | 丘 : 

元 江 林 区 EME FOIL Hi SR 99 | 4,717 | 20 | & 
把 边 江 林 区 . | RUBABROA PE CHAIR okt 80 1,098 | 80 | 20 

RII ACE LT RE eK $e 105 2,315 30 7 | 
td ‘ ’ 52,883 | 62.3 | 37.7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全 省 UT SAM 

AGL CUE ORAL, RRRESMELGALARAEMS DIC 
上 游 林 区 ,木村 年 采 量 100 万 立方 米 以 上 , 除 南 盘 江 、 FBI AD BIT, 均 供 省 
内 工矿 、 城 市 建设 及 民用 ,今后 外 庆 量 将 形 增加 。 

本 省 林 区 有 丰富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林 副 产品 ,其 中 有 人 茯 芬 、 Ke, Peres ties ~ 

RPS ty =), EO MES REDAWMURGR. MAB, 长 臂 猿 等 稀有 饲 兽 (产地 

他 如 油茶 .八角 等 则 产 也 咕 站 富 , 林 副产品 的 收入 ,在 人 民生 活 收 入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有 些 
兄弟 民族 就 以 采集 项 材 或 狩猎 为 主要 径 入 来 源 。 
养 毒 业 ，， 云南 省 的 养 畜 业 , 精 驶 比较 复杂 ,本 省 农林 厅 售 eM a clei | 

对 重要 性 及 其 烃 营 方式 ,将 全 省 分 为 收 区 、 农 收 并 重 区 和 农 区 三 种 类 型 区 ?7 
收 区 多 数 分 布 在 所 庆 藏族 自治 剂 和 金沙 江 两 岸 高 山地 带 ， 少 数 分 布 在 昭通 、 楚 雁 、 德 

宏 、 大 理 等 志 区 (或 自治 州 ) 海 拔 2500 米 以 上 的 山地 ,区 内 农业 人 口 独占 全 省 10 净 ， 收 地 

AE 5.3 多 ;天 小 性 冀 ( 未 换算 成 性 畜 单 位 ,下 同 ) 占 全 省 总 头 数 3. 16% , 73348 RA. 

49 3.1 冻 。 每 军 收 地 狗 0.055, HEE WA MEE 

发 收 和 并 重 区 天 和 致 分 布 在 北 炉 25" 玉 北 、 海 拔 2,000 KOLA, BoA 占 全 省 : 
21.6% ; Bb Ae 66.3% KADER EAE 345%. PIBPRILADA 1.44 冻 。 每 直 收 
HOH) 0.04  HBHRRER, HAPS RULE MESH, HE 
Pe PE EOE HORE Fe HE AOR HAS ACOA, SE 9 BRAT 
猪 为 主 。 

发 区 分 布 在 北 粹 25° 以 南 的 广大 地 区 和 北 粮 25° 以 北 的 低 山 、 Pes ae 

BAO AD SBE 77.4% MAB 28.4% HE GAS 63%. PARR AD ARS 
0.75 Se, FF RHE 0.18 Sk, HERVE BEE REE, 部 分 地 区 有 奶牛 的 发 

Eo 

1) 其 中 畜牧 业 收 入 占 农 牧 业 总 收入 的 百分比 :牧区 在 5092 Db REF 4 30-50%, RX A 30% 及 下 = 

。 172° 

入 淮 西 南亚 热带 林 区 为 主 )。 在 滤 西 及 省 南 的 森林 中 还 盛产 电器 工业 的 重要 原料 紫 胶 。 其 



=o 

, 

HG Ye,» HB Oe a FF AR NAY, RP BO eS 
售 青 ,如 能 善于 利用 ,畜牧 业 将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 | | 

HEE Ae WHEE RATA PBA: C1) ES EEE EMA, eH 
. 重 区 也 有 少数 。 一 般 除 冬季 外 ;其 余 三 季 长 期 在 外 游牧。 每 年 兰 月 开始 上 出 ,冬季 回 到 翰 
子 。 路 南 、 弥 勤 县 者 众 放牧 山羊 也 有 游 收 习惯 。(2) 定 居 定 收 一 -一 -一般 山 地 中 的 农 收 并 重 

到 或 农 区 均 采 取 此 种 方式 ,早出 晚 归 ， 在 住地 周围 输 流 放牧 (3) 含 侗 稼 野 放 -主要 分 
布 在 金沙 江 沿岸 \ 德 密 僚 族 景颇 族 自治 州 \ 西 双 版 册 傣 族 自治 州 等 地 的 亚热带 址 区 ， 每 年 
秋收 后 十 月 起 将 牛 赶 上 山 去 , 克 年 二 月 份 起 春耕 前 , 先 将 耕 牛 赶 回 ,七 \ 作 月 问 再 将 并 和牛 赶 
BABEL, CARE, RES LUA. Ee he 
MERAS, FEMA URNA, 4 HB ERIE MO PTE, 
Ke (4) Sti —CAKAL RE AADS MRAM, AA AER, | 

从 径 营 方式 来 讲 , 游 收 和 野 放 的 方式 都 很 落后 ,在 组 积 起 来 的 地 区 已 经 开始 改变 s| 云 
责 畜 牧 业 进一步 改善 经 营 方式 ,发 展 前 途 很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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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外 让 有 大 性 冀 534 万 佘 头 , 小 性 音 1,123 万 余 头 。 
‘ea 牛 是 本 省 最 重要 的 役 畜 , 全 省 计 有 黄牛 近 303 775k, SHAE A RM 45% , 7 
Aes 4249139 3k, ERAS 65% “PM RASHES. PEAT, 家 天时 
I. AGPMWEHTDEL A, PHMPRME MOTE, TAMA MRRTR, aR 
a" 引 黎 ̀ 拖 拉 机 等 ) 的 广泛 利用 ， 牛 的 发 展 将 要 以 提供 怨 肉 等 为 主要 方向 。 目 前 邓 川 乳牛 是 

本 省 最 优良 的 怨 牛 品种 ,一 般 日 产 乳 量 2.5 一 5 公斤 ,最 高 狗 7.28 公斤 ;现在 各 地 区 正在 推 
广 策 殖 ,在 本 地 品种 中 ,最 有 上 发展 前 途 。 

云南 马 的 乌 养 在 中 部 和 北部 很 普 逼 ,农民 在 农 开 季 节 , 租 织 马 帮 肚 运 ， 目 前 仍 是 云南 
s 出 地 运 壕 工作 中 二 支 重 要 力量 。 其 中 丽江 局 最 出 名 ,是 本 省 各 优良 种 马 之 一 (图 55)。 
io SHR EMRE, RAPSENSHERMERRNEE, MBER RBRE 
bE 治 州 的 小 耳 猪 醋 温 热 ,繁殖 力 强 。 保 山大 耳 猪 和 富源 大 河 猪 , 耐 山区 狂 放 管 理 。 云 南 猪 的 

ee ARTE M56), 各 族人 民 都 有 养 猪 习惯, SERRE BNEASe REE 
fi Ftih, SHAW 652 DX, RSF), ALANS, sy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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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有 羊 470 GRY, BSF RINE RES 70% DL, SHE 
SEAS BI LSE T EK ES TPES, MAZE HT SL HO ER 
的 生活 关系 很 密切 ,但 绵羊 系 藏 羊 品种 , 毛 质 较 粗 ， 现 正在 用 高 加 索 炎 和 毛 羊 品种 进行 FRE, 
DUE HA RE 
AL ”云南 水 产 以 省 池 、 洱海 为 二 大 生产 中 心 , 所 产 鲜 包 供 应 昆明 、 下 关 等 城市 。 
GHA RE UM EW—D A, 
«PERF ARS KI 60 多 种 ， 其 中 洱海 的 二 所、 ER a ERB 
是 产量 较 多 的 省 类 ,已 鱼 、 大 头 急 、 竹 鲁 刍 、 大 是 等 也 很 多 。 此 外 ,还 有 很 多 特产 鱼 类 ,如 杰 
， 宁 、 激 江 等 地 的 金 线 鱼 .大理 的 桃花 鱼 、 怒 江 的 纯 鱼 、 钥 鱼 等 。 

过 去 本 省 的 水 产业 是 很 攻 后 的 。 解 放 后 ， 才 大 规模 地 发 展 起 来。 第 “个 五 年 计划 期 
地 ,在 很 多 地 方 开辟 了 渔场, 培 青鱼 萌 , 井 且 从 广西 湖北 等 省 空运 优良 摊 昔 来 繁殖 ， 因 此 

”近年 来 发 展 很 快 ,已 能 初步 满足 工矿 区 和 城市 的 需要 。 

20°. wh 

云南 观 有 工业 中 ,以 有 色 金 属 、 金 属 加 工 和 食品 工业 居于 主要 地 位 ,1957 年 这 三 个 部 
站 的 产值 占 到 工业 总 产值 的 55.1 儿 。 其 余 比 较 重要 的 是 息 弓 、 钢 铁 、 采 煤 、 森 林 采 伐 和 木 
和 材 而 工 \ 化 学 \ 水 泥 等 工业 部 门 。 

云南 解放 前 广大 少数 民族 地 区 几乎 没有 工业 企业 ,有 的 地 区 就 连 手 工业 也 不 多 见 ;, 解 

放 后 ,为 了 帮助 兄弟 民族 的 经 济 发 展 ;也 正在 从 无 到 有 从 水 到 大 地 建立 起 来 。 从 西 双 版 绩 、 
, 德 宏 、 适 庆 、 大 理 、 秆 河 \ 她 江 等 六 个 自治 州 来 看 , 1956 年 的 工业 生产 总 值 就 相当 于 1949 
年 的 4.3 倍 ,如 德 宏 傣 族 景 蚌 族 自治 州 在 解放 前 除 保山 、 腾 冲 有 一 、 二 个 小 发 电厂 和 火柴 
TH, 其 他 如 瑞丽 GH SEL, 连 手 工业 作坊 也 没有 , 而 到 1957 年 上 御 年 全 州 就 已 有 工厂 : 
39 个 ;其 中 还 有 10 个 是 现代 工业 企业 。 人 少数 民族 地 区 工业 的 发 展 , 已 开始 改变 了 过 去 云 

” 南 工业 仿 集 于 东部 中 央 的 不 平衡 的 配置 特点 , 在 不 到 10 年 时 间 里 所 取得 的 成 就 ,已 为 今 
/后 工业 的 进一步 发 展 打下 了 基础 。 同 时 解放 后 进行 的 地 盾 项 探 的 结果 表明 云南 拥有 多 种 
多 样 的 极其 丰富 的 矿产 资源 ,水 力 和 森林 资源 亦 占 全 国 重要 地 位 ,内 昆 \ 成 昆 , 黔 冰 等 铁路 
正在 或 将 要 建设 , 将 便于 由 省 外 取得 各 种 器 材 的 支援 ,若干 年 后 , 云南 将 建立 起 一 个 以 有 
色 与 黑色 冶金 .机 器 制造 和 化 学 工业 为 中 心 的 较为 完整 的 工业 体系 (图 57)。 

有 色 人 金属 工业 ，， 是 云南 最 重要 的 工业 部 门 , 以 锡 的 开采 冶炼 为 主 ,并 包括 铜 、 丛 、 钙 
等 其 他 部 门 。 本 省 产 鲍 的 历史 悠久 ,个 旧 勉 矿 一 向 著称 于 国内 外 ， 但 在 解放 前 遭受 严重 破 
坏 , 生 产 日 趋 装 编 。 解 放 后 经 过 大 力 恢复 ,已 有 迅速 发 展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个 日 往 

矿 是 我 国 重点 建司 项 目 之 一 ， 因 而 在 1953 年 的 产量 ， 已 较 解放 初期 (1949 年 ) 增加 了 十 
倍 , 玫 年 来 云 锡 生产 ,一直 在 国内 占有 重要 地 位 。 今 后 随 着 技术 水 平 的 提高 与 生产 规模 的 
搞 天 ;个 旧 仍 将 保持 着 鲍 都 的 荣誉 。 

个 旧 够 矿 所 需 的 动力 除 自 备 电厂 满足 部 分 外 ,主要 靠 开 远 供 输 , 随 着 1959 年 开 远 水 
力 与 火力 发 电 的 建设 ,将 进一步 满足 个 旧 锡 矿 的 动力 问题 。 云 锡 系 火 法 冶炼 , 粗 炼 所 需 无 
烟煤 来 自 一 平 浪 煤矿 ,精炼 所 用 褐 煤 则 就 近 由 小 龙潭 煤矿 供应 。， 

个 旧 锡 矿 现 已 进一步 摸 清 了 资源 的 储藏 量 , 在 建设 中 培养 了 大 批 新 的 技术 干部 , 音 越 
铁路 怕 河 段 的 通车 双 为 建屋 器 材 的 运 太 和 去 鲍 的 出 口 提供 了 方便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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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FE RAMEE LS BD TATE, UCR Is RES EA HR JS 
WET SBT AAD ALT ALAS BE CE BLE BASES FARE RSE, DIB SEF 
FAG , BE m9 ES ERO RAT. 解放 后 勘探 证 实 云 

| SACRATERMTRE, BATLADSRWRTRESSAL AREA 
RR 
MIELE ORT A BILE » HAE 1950 年 炼 铀 高潮 中 兴起 的 ， 此 用 十 法 开 

和 采 和 冶炼 粗 铜 。 

1958 年 个 旧 矿 厂 为 了 回收 和 锡 矿 伴生 的 锁 矿 资源 , 已 建成 一 座 炼 铅 厂 。 这 是 目前 云 
南 已 经 投 太 生 产 的 炼 欠 厂 之 一 ,虽然 机 械 化 程度 不 高 ,但 所 需 人 力 不 多 ， REM, 是 多 、 

， 快 ̀  好 \ 省 建设 工业 的 一 例 。 由 
钢铁 工业 ”作为 工业 基础 的 云南 钢铁 工业 , ARTERIES, 各 种 建设 和 工业 生产 所 

| FE BE 5 HAE OI — EBA ES RATS PET ob IEEE, 
«SR RRR Ais. ASE BH BAER RE IL 
1 ”等 生产 部 门 的 现代 化 小 型 联合 企业 。 由 于 这 一 工厂 距 黄 家 滩 、 武 定 铁 矿区 和 一 平 浪 煤矿 
”都 不 远 : 距 昆明 市 消费 区 也 很 近 , 具 有 进一步 发 展 的 条 件 。 现 主要 生产 生铁 BA a 
和 各 种 钢材 ,其 中 以 建筑 用 和 工业 生产 用 的 中 小 型 钢材 为 主 ,其 灵 是 千 构 钢 和 合金 工具 钢 
等 优质 钢材 。 昆明 钢铁 三 的 产量 虽然 不 大 , 但 对 本 省 工业 建设 和 工业 生产 有 相当 重大 的 
意义 。 随 着 云南 工业 飞跃 的 发 展 ,对 钢铁 需要 急剧 增长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除 大 力 扩 建 
昆明 钢铁 厂 以 外 ;个 旧 RE OH 、 罗 砍 等 地 也 将 各 建 一 个 中 型 的 或 小 型 的 钢铁 厂 。 

解放 后 特别 是 近 几 年 为 了 适应 云南 工农 业 上 发展 的 需要 , 本 省 土 法 炼 铁 发 展 很 快 。 上 比 
‘REALE. BY ,入 丰 \ 弟 定 、 罗 平等 炼 铁 厂 , 届 备 能 力 都 在 5 一 20 吨 之 间 ; 其 中 以 富 ， 
源 规模 最 大 ;拥有 34 立方 米 高 炉 一 座 和 20 WARE PR, PRT SEE A Ht SE 
AGB RIES , 有 力 地 促进 了 地 方 机 械 工业 特别 是 农具 制造 业 的 发 展 。1958 Se Re 

， ” 铁 业 更 盛 ,其 中 以 越 州 (在 曲靖 )、 积 丰 、 个 旧 文 山 ̀ 罗 灵 、 大 理 的 原料 和 燃料 条 件 最 好 , TE 
.在 改进 技术 悦 备 ; 秋 续 发 展 。 

机 器 制造 业 在 云南 工业 中 占有 重要 的 地 位 。 BRR, RAF DA 
”有 和 色 会 属 工业 居 第 三 位 。 其 中 又 以 生产 用 机 器 制造 工业 发 坦 较 早 , 但 解放 前 仅 限 于 机 器 
修配 及 生产 中 小 型 配件 。 解放 后 在 对 原 有 厂 进行 改造 扩建 的 同时 ， 新 发 展 了 为 本 省 工农 
业 年 产 服务 的 机 器 制造 部 门 ， 形成 了 一 个 拥有 多 种 部 门 的 已 能 生产 成 套 成 批发 备 的 机 器 
制造 业 。 

旺 明 是 云南 机 器 制造 业 的 中 心 , 具 有 重要 意义 的 是 昆明 机 床 厂 ̀  昆 明 电线 厂 等 规模 志 
天 的 机 械 制 造 厂 ; 所 产 各 种 金属 切 创 机 床 、 交 流 电 动机 、 变 压 器 \ 开 关 板 以 及 裸 铀 线 , 电 米 
等 产品 , 除 稀 中 本 省 需要 外 ,主要 供应 外 省 。 由 解放 前 的 兵工厂 和 五 金工 厂 合 余 租 成 韵 云 
南 铁 工厂 规模 也 上 比较 大 ,主要 生产 为 农业 服务 的 水 泵 和 制 糖 机 械 。 
”作为 全 省 交通 中 心 的 昆明 ,运输 机 械 的 修配 特别 是 汽车 修配 业 占 有 重要 的 地 位 ,昆明 
机 车 修理 厂 ? 也 具有 一 定 规模 ， 此 外 还 有 矿山 机 械 修配 厂 、 衡 器 厂 、 昆明 市 通用 机 器 厂 等 。 
正在 兴建 划 已 部 分 投入 生产 的 还 有 云南 治 金 矿山 机 械 厂 、 轴 有 承 厂 和 仪表 电表 厂 \ 内 燃 机 厂 

1) AHRENS EARLE A Se AES ERT. 



需要 。 | 

ay Bh RAKE, Xk ALLL AEA 昆明 地 区 是 云南 最 天 的 煤炭 

洽 费 地 ,全 省 各 较 大 煤矿 所 产 煤炭 大 量 集中 于 昆明 到 宜良 ` 昆 明 到 富源 和 昆明 到 一 平 浪 等 

铁路 或 公路 沿线 。 一 平 浪 是 云南 目前 最 大 的 煤 产 基地 ;位 于 广 通 县 境内 的 省 町 公 路 上 , 东 . 

| ERA 130 PAL, 是 战 前 随 着 一 平 浪 盐 矿 的 开发 而 发 展 起 来 的 。 现在 基本 上 仍 手工 开 

腔 , 但 回采 牵 较 高 ,达到 75 %0 E70 随 着 云南 冶金 工业 的 发 展 , 今后 一 平 浪 仍 为 云南 煤矿 

等 ,这 些 新 厂 的 建成 生产 ， 不 仅 为 本 省 提供 煤气 机 、 ta aR RE 

FLA SE Ss LR ET SA MEMOIR A. 

农 业 合作 化 \ 公 适 化 促进 了 本 省 农业 机 器 制造 的 发 展 , 现 全 省 已 有 生产 各 种 pista 

的 机 器 厂 数 十 个 , OTP EI, 县 \ 市 , 其 中 以 玉 滩 铁 工 厂 和 下 关 农 具 厂 规模 

RA, 1958 人 放生 为 通用 机 械 厂 以 外 ,还 新 建 了 许多 小 型 电机 厂 和 

WAS 

ASE PLES BSE IEA RE EL AS ERR, 这 一 工业 部 站 特别 

是 电站 设备 ̀ \ 有 色 治 金 机 械 、 锻 压 屋 备 的 制造 有 待 加 速 发 展 。 ， 

采 煤 工业 ”抗战 期 间 本 省 采 煤 工业 才 有 较 大 发 展 , 经 过 解放 后 的 建设 > 至 1958 年 

全 省 原煤 产量 已 相当 四 川 产量 意 企 或 足 州 的 1.5 倍 , 能 基本 满足 本 省 工业 ,交通 和 民用 的 

建屋 的 一 个 重点 。 9 : | 
明和 良 煤 矿 开 采 历 史 久 ,是 云南 目 前 第 一 大 煤矿 ,也 是 云南 最 大 的 动力 用 煤 供 应 地 , 自 

演 越 铁路 通车 以 来 ， 它 一 直 是 机 车 用 煤 的 供 输 来 源 。 Ee 主要 供应 昆 

明 工 业 动 力 之 用 。 

富源 煤矿 是 云南 第 三 个 主要 煤矿 ， 煤 质 较 好 ， 随 着 富源 铁 厂 的 建立 ， 产量 正在 过 速 增 

Keo FULT RRR ENS WE BOER, ART EASE, 不 入 内 是 铁路 

”通车 后 ,在 省 内 煤炭 需要 增长 很 快 的 情况 下 ,富源 煤矿 将 得 到 很 大 发 展 。 

昆 沾 约 上 的 嵩 明 四 党 煤矿 也 是 重要 的 动力 用 煤 产地 之 一 ， 除 供应 屁 沾 线 上 机 讲 用 煤 

外 ,并 作为 昆明 工业 动力 的 燃料 。 

开 远 示 姜 潭 煤矿 和 宜良 凤 鸣 村 煤矿 是 云南 两 个 最 天 的 福 煤 矿 ， 产量 超过 一 平 澳 ， 三 
”最 明 、 开 远 和 个 旧 的 民用 外 ,更 重要 的 是 作 昆 明 、 开 远 新 建 电站 的 燃料 , 近 求 小 龙潭 煤矿 正 
着 手 对 煤 进 行 烷 合 利 用 = 

除 上 述 各 矿 外 ， 未 省 现 正 在 东北 部 容 岩 地 区 建 发 重要 的 煤 基 生产 基地 , 计划 生产 的 

煤 , 将 主要 供 答 会 泽 , 东 川 . 旺 明 工业 区 ，, 使 一 平 省 煤矿 可 以 抽出 较 大 数量 就 近 供应 罗 次 、 

易 站 等 附近 地 区 ,如 此 分 区 供应 , 可 以 节 沽 大 量 运费 。: 圭 采 小 型 煤矿 mgitiein he 

雄 : 上 通 和 斑 滩 等 专区 及 自治 州 * 其 中 富源 、 师 宗 和 昆明 的 明 良 产量 最 多 。 

电力 工业 解放 前 由 于 云南 工业 落后 ， 建 设 历史 较 久 的 电力 工业 井 未 得 到 很 天 的 

RAR, 自从 1908 年 云南 第 一 个 电厂 一 一石 龙 坦 水 电厂 "7 开 姑 建设 到 解放 前 力 的 40 祭 年 

间 , 全 省 仅 有 发 电 屋 备 能 力 一 万 余 帮 ,而 且 悦 备 陈旧 ,技术 落后 ,火电 耗 煤 量 和 转 电 损失 都 

很 大 ,电厂 集中 于 昆明 、 开 远 \ 个 旧 、 东 川 . 玉 滩 、 下 关 等 城 证。 解放 后 ,工业 迅速 发 展 , 随 之 

新 建 和 扩建 了 许多 电厂 ,电力 屋 备 增长 很 快 , 仅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新 增发 电容 量 就 达 

1) 位 于 溪 池 出 口 处 ,也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水 电站 。 

“ 178， 



4 GARE. 1958 年 在 昆明 、 开 远 新 建 了 电厂 , 在 全 省 各 地 广泛 兴起 了 小 型 电站 ,一 年 中 的 
收 电 容量 与 过 去 5 年 的 总 和 芜 至 不 相 上 下 。 现在 电力 工业 配置 除了 昆明 、 开 远 和 个 旧 等 
NAPA CASRN EBA TRB. RAR RAN Dk, 它 由 云南 规 
BURA 8 Sr AT RELA LP Re 
Fa Fa Brae BRT Ha A a Be RD 2 PS RE RSET 
MANERA RBA, BUTEA ZBI Ew AS, DEB, PES 

伙 阳 是 云南 第 三 个 电力 网 , 1955 年 建成 的 开 远 发 电厂 是 宅 的 骨干 ， 生 产 悦 备 全 部 机 械 化 
和 和 自动化, 是 云南 仅 次 于 昆明 电厂 的 规模 巨 大 的 火电 厂 , 解放 前 的 开 远 电 厂 \ 开 远 水 电厂 
和 个 旧 电 厂 现在 都 已 扩建 ,个 旧 锡 矿 是 这 一 电网 主要 供电 对 象 。 由 于 个 旧 、 开 远 工业 还 将 、 
发 展 ;而 开 远 附近 地 区 不 仅 燃料 充足 , 且 有 丰富 的 水 力 资 源 , 现 正 儿 和 续 进 行 建设 ,将 来 癌 西 
: 北 可 肖 过 换个 湖水 电站 (已 着 手 建 届 ) 与 昆明 电力 网 相 联接 。 东 北部 地 区 将 来 电力 需要 量 
很 大 ; 塔 干 年 后 ,这 一 地 区 的 电力 网 也 将 与 昆明 地 区 贯通 起 来 。 下 关 地 区 有 西 洱 河 水 电 交 
拓 , 计 划 水 级 开发 ,以 应 附近 地 区 工业 需要 ,将 来 也 有 条 件 与 昆明 地 区 租 成 统一 的 电力 网 。 

”云南 是 我 国 未 来 有 色 金 属 和 化 学 工业 的 重要 建设 地 区 之 一 ,开发 利用 丰富 的 水 力 , 广 
诈 建 发 大 \ 中 :小 和 结合 的 水 电站 ,为 云南 今后 发 展 电力 工业 的 重要 方向 st to 
化 学 工业 ARM RES, AE 大 理 的 少数 化 工厂 规模 都 很 小 , 主要 

产品 为 硫酸 、 盐 酸 \ 烧 碱 和 漂白 粉 等， 产量 不 多 ,还 不 能 满足 本 省 的 需要 。 逢 放 后 , LEM 
Be TIO, 在 中 北部 广大 地 区 建立 了 大 量 小 型 的 化 肥 厂 和 制造 酸 、 硕 的 化 工厂 ,对 

支援 工农 业 生 产 上 起 了 重要 的 作用 。 
云南 有 丰富 的 磷 矿 和 煤炭 资源 (特别 是 褐 煤 )， 铀 矿 和 如 矿 中 合 大 量 硫黄 矿 ; mene 

天 的 水 力 提 供 廉 你 动力 ; RARER LEE TW ARR, ERTS ESR, LE 
混 学 肥料 工业 将 是 云南 最 重要 的 工业 部 门 之 一 ; 占 公国 重要 地 位 的 磷 矿 资产 ;得 到 大 力 开 

- 改 之 后 ;所 产 磷肥 不 仅 能 支援 处 省 ,而且 还 可 出 口 利用 小 龙潭 量 的 褐 煤 建 立 人 造 石油 、 
- 合 训 灶 蕉 以 及 就 近 取 得 个 旧 大 酸 的 供应 建立 化 肥 ( 硫 钱 ) 工 业 ， 同 样 在 本 省 化 学 工业 中 具 

有 发 展 前 途 。 
“水 泥 工业 抗日 成 要 期间 建立 的 "云南 水 泥 厂 "是 解放 前 本 省 叭 一 的 水 泥 厂 ， “Eh 
FO, BTR Sy, 现在 生产 已 经 达到 个 自动 化 ， 
族 座 小 型 水 泥 厂 所 产 普通 水 泥 不 花 数 量 和 质量 都 不 能 满足 本 省 的 需要 ， 每 年 必须 远 从 趴 
WOKE BG. 现在 一 座 生 产 高 标号 水 泥 的 昆明 水 泥 厂 正在 建设 ， REESE 

“ 南 水 泥 厂 数 倍 ;是 西南 最 大 的 水 泥 厂 之 一 , 整个 生产 过 程 全 部 机 械 化 和 自动 化 ;第 一 期 工 
程 已 建成 并 授 入 生产 ,将 来 不 仅 可 以 使 全 省 各 工业 \ 农 业 部 门 的 需要 逐步 得 到 满足 , 而 且 
还 可 以 一 部 分 用 来 支援 外 省 。 昆 明 附 近 石 灰 石 非常 丰富 , AED Pe, eens, 
昆明 钢铁 厂 可 以 供应 钢 球 和 矿 涛 ,明和 良 煤矿 的 烟煤 又 是 水 泥 厂 很 好 的 燃料 ,这 些 都 是 昆明 
REED MBA, WS KE LL REMARK. 

但 品 工业 ”为 云南 重要 的 工业 部 门 ， 在 消费 资料 生产 中 占有 最 重要 的 地 位 。 目前 
烟草 工业 和 制 茶 工业 意义 最 大 ;其 交 是 梯 糖 和 制 盐 工 业 。 此 外 还 有 息 米 面粉, 棒 油 、 鲜 藉 
等 工业 。 

云南 是 我 国 重 要 的 烤 获 产地 之 一 , 而 且 以 质量 好 著名 。 在 此 基础 上 建立 起 来 的 烟草 
-工业 ,在 国内 居 重 要 地 位 。 烤 获 的 初 烤 分 散在 产 区 的 烤 房 进行 , 复 烤 旭 其 为 集中 。 解放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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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烤 获 叶 能 力 比 原来 增加 本 几 倍 。 随 着 烤 获 生产 的 迅速 发 展 ,1958 年 在 接近 原料 区 还 新 
建 了 玉 泽 复 烤 厂 。 本 省 复 烤 获 叶 稳 大 部 分 外 调 , 以 运往 上 海 的 最 多 , 狗 占 云南 烤 英 外调 量 
的 一 牢 ,其 余 销 到 天 津 、 汉 口 和 广州 等 地 。 由 于 云南 烤 获 质量 好 , ARTS ARS 

HHO, 其 中 销 到 苏联 的 要 占 80 多 左右 。 今 后 将 在 获 叶 生产 地 区 再 行 新 建 一 些 复 烤 工 
厂 , 增 加 产量 ,以 满足 国内 尤其 是 国外 的 需要 。 

云南 捧 烟 工业 比较 次 要 ,抗战 期 间 , 外 地 的 烟 输入 云南 很 少 ,而 消费 量 增加 很 多 ;当时 
在 云南 新 植 烤 获 成 功 , 并 获得 迅速 发 展 , 推 烟 工业 随 之 建立 。 1942 年 官僚 次 本 在 显明 建 

成 了 规模 最 天 的 云南 纸 烟 厂 , 航 营 工商 业者 也 随 之 粉 纷 兴建 小 厂 , 解放 后 经 过 几 次 改 钥 、 
俗 任 演 一 候 天 的 云南 纸 烟 厂 ;并 增添 了 部 分 珊 备 ,不 仅 产量 比 解 放 前 最 高 年 产量 境 加 了 可 
Ke, 而 且 挨 烟 质量 也 有 了 提高 。 目 前 所 产 主要 供应 本 省 之 用 , 部 分 中 级 烟 除 供 省 内 处 ， 
还 销 四 川 \ 广 西 、 湖 南 和 西北 等 省 。 今后 将 充分 发 挥 现 有 届 备 湾 在 力量 以 增加 产量 ， 并 着 
HAHA. 

云南 茶叶 也 以 质量 好 著名 ， Wish Leena memo mun reseed 
AZ. MAUR AW LBM AAU TERE, EAM EP KASSEL, HAS CM De 
干 分 远 速 , 尤 以 出 口红 茶 发 展 最 快 。 ， 

目前 初 制 茶 中 紧 压 茶 仍 占 重要 地 位 , 占 总 产量 近 50% AHR, 占 30% BL, # 
ERD. BE ARDS RA RMA EH. SISTER AA Re Ot 
HRA HO TR, SUS, A, Re, eee 
在 解放 后 都 经 过 改建 与 扩建 ; WALA, I ET Me. RRR, 
版 柄 茶 厂 是 工场 手工 业 外 ,其余 均 牛 机 械 化 生产 。 解放 前 就 很 著名 的 下 关 茶 厂 目前 仍然 
是 云南 规模 最 天 的 茶 厂 ,到 1953 年 为 止 , 屁 主 要 生产 紧 压 荣 和 沱茶 ,而 以 行销 西南 各 省 的 
“VER BEL. 沱茶 的 主要 销 区 一 一 四 川 ,自重 庆 茶 厂 生产 学 茶 供 应 后 ,于 关 成 唱 共 中 
的 沱茶 已 居 很 次 要 的 地 位 。 销 西藏 和 迪 庆 藏族 自治 州 的 紧 茶 占 了 产量 的 三 分 之 二 其 次 
为 本 省 需要 的 炮 茶 和 小 饼 茶 。 下 关 茶 厂 生产 能 力 很 大 ,原料 来 源 也 十 分 广泛 ; 西 双 版 柄 思 
HME AMPK WHA BEM Hh, MU OSE LI, WS AE HE ES SEI 

, 荣 区 也 大 量 供应 。 完 全 生产 杠 茶 的 凤 庆 茶 厂 , SURRRF PH, 但 产值 则 居 全 省 第 二 位 。 
凤 庆 是 云南 最 大 的 红茶 产 区 , Bra HAL EAE eh BS 供应 。1957 年 才 投 入 生产 的 临 瀹 夫 捕 

是 省 内 第 三 大 茶 厂 , 它 建 立 在 临 洽 、 双 江 等 征 茶 产 区 的 基础 上 ， 就 近 取 答 原料 全 部 精制 簿 
Fe “WU” EER PSL, AOR, MPSA IR”, BATTS 
ESM. MCA BH  LHKK AKERS AR, VA 
LWA AMAT AMR, LI EBUL, CERRRE— MEMO, 动 海 的 ， 
8 SUE AER MAR SARA, 由 于 日 本 帝国 主义 占 伟 箱 甸 而 停工 倒闭 ， 到 1953 
年 才 恢 复生 产 ,， 规模 小 , 仅 利用 了 产量 互 大 的 动 海 茶叶 的 很 少 部 分 ,只 生产 少量 秆 毛茶 供 ， 
重庆 、 契 兴 等 茶 厂 。 本 省 现 有 精制 茶 厂 的 布局 还 比较 合理 ,为 了 适应 国内 外 茶叶 消费 的 需 
BE, GEE HI SARE A I HE HE CE RRL ART 

SLATE AANA SS HUE TCM 5 IPR FE EAS PE AS A SS 
至 依靠 土 制 糖 坊 生产 红糖 来 满足 ,也 售 有 过 士 白糖 的 生产 ,但 数量 很 少 。 机 制 精 厂 解放 以 
后 才 建 立 ，{1955 一 1957 年 间 先 后 在 甘蔗 生产 比较 绍 集中 的 地 区 建立 了 三 个 机 械 化 糖 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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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 定位 于 华 宁县 境内 的 盘 滩 圳 子 上 , 这 里 是 云南 盛产 甘蔗 的 地 区 之 一 , 尝 

越 铁 路 通过 这 里 ， 交 通 十 分 方便 ， 因 而 在 此 建立 了 一 个 日 梭 甘 蔗 150 吨 的 糖 厂 。 新 建成 
的 怒江 糖 厂 是 云南 已 投入 生产 的 最 大 的 糖 厂 ,日 权能 力 350 Mh, EMF RR AA MRT 
2b, TCR FORMUROLS, 扩建 后 现 日 枞 甘蔗 能 太 与 怒江 糖 厂 相近 。 但 这 些 机 械 化 
糖 厂 在 现在 云南 甘蔗 总 压 权能 力 中 仅 占 很 小 的 比重 ,所 产 白 糖 还 不 能 满足 本 省 的 需要 , 近 : 
年 在 甘蔗 生产 发 展 的 要 求 下 ,迅速 发 展 了 小 型 的 “ 先 机 后 士 "的 牢 机 械 糖 厂 ( 序 先 用 机 械 压 
PEE, a LIE) ,担负 着 蔗糖 生产 的 重要 任务 , 现 共 有 130 A, 一 般 日 棒 甘 蔗 20 
Wh, 最 天 的 50 Mi, 较为 广泛 地 分 念 于 各 产 蔗 区 , MOA RMR MRS 
区 最 多 , 主要 生产 条 糖 , 无 葵 棒 蔗 效 率 和 蔗糖 回收 率 都 比 土 榨 高 , 这 种 生产 方法 对 于 芒 田 

分 侧 比 较 分 获 .交通 又 不 方便 的 地 区 发 展 蔗糖 工业 来 悦 , 具 有 很 大 的 经 济 意义 。 云 南 蔗 糖 
工业 除 前 两 种 形式 外 ;解放 前 遗留 下 来 的 土 糖 坊 目前 还 有 不 少 ,但 多 为 与 农业 结合 的 副业 ， 
的 星 而 普 逼 地 分 伤 于 甘蔗 产 区 ,所 产 和 红糖 主要 满足 当地 人 民 的 需要 ,商品 意义 不 大 。 随 着 

”甘蔗 生产 的 安 展 和 糖 厂 的 建 悦 , 1957 年 蔗糖 产量 已 比 解放 前 最 高 年 产量 超过 了 一 倍 牢 以 

云南 有 着 发 展 甘蔗 生产 优越 的 自然 条 件 , 而 云南 各 族人 民 双 有 了 吃 糖 习 惯 ,特别 受 吃 红 - 
BE, 全 后 还 有 支援 外 省 的 任务 ,因而 蘑 糖 工业 有 必要 灯 乱 发 展 , FIER HF 1,000 吨 
HERO PERERA BEART. 主要 甘蔗 产 区 将 新 建 中 小 型 机 械 化 糖 厂 , 其 余 产 六 
区 普通 建设 水 型 “ 先 机 后 十 ”的 牢 机 械 糖 厂 ,逐渐 代替 土 法 棒 糖 。 

云南 拥有 比较 丰富 的 矿 盐 ， 制 盐 工 业 在 云南 食品 工业 中 占有 重要 的 地 位 。 解 放 前 除 : 
了 官僚 资本 所 办 的 一 平 浪 盐 矿 较 具 规模 外 ,其 余 均 为 地 主 恶 霸 所 把 持 的 手工 业 工 场 , 因 而 
盐 业 生产 落后 ,布局 也 很 分 散 。 解 放 后 , 盐 厂 为 国家 所 有 , 一 平 浪 、 乔 后 , 磨 黑 和 反 册 等 重 
EP MEARE, RUE TASER. BLAH 10 个 左右 ,年 产 
食盐 比 解放 初期 的 1950 年 增加 了 一 倍 以 上 ;而 且 质 量 普 深 提高 ,食盐 成 本 也 显著 降低 。 根 
APSR, 本 省 可 分 为 三 个 盐 区 :省 中 区 是 云南 最 大 的 食盐 产销 区 , 本 区 包括 一 平 
浪 ̀ 盐 兴 和 盐 丰 等 起 厂 ,所 产 食盐 占 到 全 省 60 匈 ,其 中 一 平 浪 盐 厂 的 产量 就 占 全 省 的 一 全 还 

' 多 ,产品 供应 了 省 中 北 和 总 东南 的 广大 地 区 ,此 外 还 供 贵 州 西 南 几 县 和 四 川 会 理 的 需要 0。 
第 二 是 省 西区 ， 直 剑 川 的 乔 后 盐 厂 ; 兰 坪 的 喇 鸡 盐 厂 和 云龙 厂 等 组 成 ， 所 产 食盐 占 从 省 
20% Wb, 其 中 契 大 部 分 为 云南 第 二 大 盐 矿 的 乔 后 所 产 ， 食 盐 供 应 天 理 及 其 以 西 的 漫 西 
地 区 , UWIAA KE AEM ES, BS RMB, 包括 普洱 的 麻 黑 景谷 的 

风 岗 两 个 大 厂 ,还 有 江城 的 动 时 和 易 武 的 麻 鞭 两 个 小 厂 , 所 产 食盐 供应 着 包括 临 洽 专 区 和 
竹 河 自治 州 各 一 部 分 在 办 的 省 南 地 区 。 这 些 赴 厂 中 , 除 一 平 浪 、 乔 后 、 麻 黑 和 风 岗 四 大 盐 
厂 及 态 盐 为 主要 制 盐 原 料 外 ,还 有 喇 鸡 盐 矿 也 是 矿 盐 ;其 他 盐 厂 多 用 涯 盐 涉 水 制 盐 。 食 盐 

' 除 用 于 食用 外 , 双 为 化 学 工业 原料 , 随 着 云南 制 碱 和 制 盐 等 工业 的 发 展 , 在 交通 比较 方便 
的 一 平 浪 和 乔 后 等 厂 将 要 适当 增产 工业 用 盐 。 

鲜 头 工业 以 产 火腿 艇 头 为 主 , PRK EE RTE BE PSL, 以 此 为 原料 ,解放 : 
前 民族 资本 在 昆明 屋 立 了 德 和 挟 头 公司 , MRS RS ,进行 了 技术 改造 , 产品 的 质 
BARAMEGE, SESE AR RMLARSHO, SSE, RA BES, RED 

1) ATSARMKA. AZ RRSRRBEDRASSA MEAP A BRS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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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E RR TR. RAC BRYA ERR RT AL ST AIA 
外 的 好 评 。 解 放 后 ， Wa Se Fu ENS A KR TC AAS He BNA 

Ls BERARDI REA 17 0 

eft Be TCM SE 7S ORK, PE SE, PRR DL i ae, Tio Bh weeee. 

AM, HHPITASEPRSEIN PUL RWERAN PD. BHD BF 

S&S , TH OMAR HS , BATE LA P35 EE Pei SHA BT MLR oe 

BREE BLAS HODL, FLA LIB FOF J SE ie Ee ARE, 其 中 稻谷 有 少量 销 到 省 外 。 RE 

WML SERS HR, BARGE, ER BASLE RAM, ERE E 90%, 
1957 26 OAS SB RSA HUE ws PNR 2 其 次 花生 油 ， 和 大 

豆油 \ 棉 籽 洒 等。 

纺 入 工业 ， “比较 落 后 , 现 有 fh eBEWARSHML IL, s44-cu Tee “6h 
$RIE-ENES 的 手工 业 。 

| SERCH PRARCCLagt Rew EBT, Ye PEASE AAA 
Mim , BROAD RE , MKS, WAS 3 DART 
佘 台 4 此 外 又 新 建 了 一 个 2 FORM . WIEN 1954 eR TS 

. 痪 漂染 厂 。 这 三 座 工 厂 都 集中 在 昆明 WAT RAK. BME RAS, Bot 
OMIA EB WALSH, REM BAL, BRT TAR 
ROAR AT FOF a A A he Eo 云南 是 一 个 多 民族 的 地 区 ， 各 族人 民 对 棉布 的 作 

强 种 、 花 色 等 都 有 特殊 的 爱好 , 而 且 各 少数 民族 妇女 多 有 用 棉纱 自己 绫 布 的 习惯 ,因而 小 
ARNT RA Te FL REALS, 其 他 地 区 有 厂 泛 的 分 布 , 而 以 县 明 市 和 

ERCEARS, HKALE AM, SESFERABN. BHT SHER EME 

本 省 需要 的 40 多 EAA hs Lie BE IR IL AR, Va BRR 
PEALE FORE WAR EDU HA RAE A TTS HOR 5 VEL, TH] ELIE AER MEAR STS REAR, 
EBL IAR BART KA BS, FSAI EA EE EEA 

在 19 世 和 末 期 就 开始 发 展 的 云南 称 积 工业 , 至 今 仍 不 发 达 , SDE 
$k, 到 1957 年 才 在 桑 委 集中 产 区 新 建成 亲 雄 捷 穆 厂 和 保山 条 条 厂 ;同年 又 恢 复 也 在 抗 成 ， 
AR DBA ARLE AB eB A RABE oP BEAT oh A. 
THAF LLG. BHSRHRKAAKE TIMES, (HEME HRN BER 
K, AMAGEATRAS, REEL B ROHS —, 其余 从 须 由 四 川 运 求 。 随 着 
:者 穆 工 业 的 发 展 ; 不 仅 各 兄弟 民族 所 需要 的 入 线 可 以 大 量 供应 ， 而 且 粮 网 工业 也 将 有 所 发 
Reo! Fs Sa 

造 猎 工 业 本 省 机 制 纸 厂 只 有 抗战 期 间 在 昆明 建立 的 云 丰 纸 厂 一 个 Rae, 
解放 后 经 过 扩建 ， 现在 已 生产 数量 较 多 的 新 闻 抵 \ 包 装 低 和 文化 用 纸 ,， EER 
近 县 分 所 产 的 稻草 , 其 次 是 由 妇 山 和 蒙 自 地 区 用 火车 运 来 的 竹子 ,。 此 外 还 用 山 荡 草 , 破 布 ， 
等 作 原 料 。 云 南 文化 用 纸 主 要 依靠 手 工 造 多 来 满足 ,分 布 较 为 广泛 ,而 以 大 理 和 德 安全 族 
基 颇 族 自治 州 较 多 。 勇 外 ,是 明 还 有 一 个 纸板 厂 , 生 产 包 装 和 建筑 用 纸板 。 上 有 目前 云南 纸张 
尤其 是 新 闻 纸 供不应求 ,本 省 所 产 只 兹 满足 市 场 需要 的 一 个 略 多 ,其 余 要 由 四 川 支 授 。 本 

省 竹 木 资源 都 很 丰富 , 榨 糖 工业 的 芒 潮 也 可 作为 发 展 造 纸 工 业 的 良好 原料 ,计划 在 开 远 受 
建 利 用 新 建 糖 厂 芒 渔 为 主要 原料 的 现代 化 纸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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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 Wa Scie LAA PRL RBA EAB ART, BAA AEP eT a. 

玻 瑰 的 工厂 以 及 永 胜 和 建 水 的 陶瓷 工业 等 。 

3.36 38 3S HK ML . 

Sf SW ER, SARE A Ne T eH, 在 本 省 修建 - 
TELE, SUSHI A ek RS ZT ZR, HEB! 1929 SAP MRER— BD 

Ke MAS KARST RA RAL, HSK OPE SRE 
| RURAL AAR, 1958 年 和 1950 ZeXt th AE BRK a RE: 

BAKA 60 FMAM, CEE 7 倍 以 上 ; BME PACE). 
BE Ze JA IN Ps ABE J PE TE EE I, SPSL MEM: Pe 
aS RT, RA AES BAK 4 倍 左右 。 
ESR, RE FL LORE kG SAE PEO AA AI, 所 和 经 又 

为 经 济 比较 发 达 的 地 区 ,因此 铁路 占 到 第 一 位 ,但 通车 里 程 近 二 万 公里 的 各 条 公路 线 展 布 ” 
前 地 区 很 广 在 省 内 各 地 交通 运输 方面 的 重要 性 旭 在 铁路 之 上 (图 58)。 内 河 通航 里 程 短 : 
《 狗 当 肥 路 通车 里 程 的 15%), 航运 条 件 也 较 差 ， 货运 量 及 在 省 内 区 工 交通 运 炉 中 的 地 位 

远 灵 于 铁路 和 公路 。 

DR 1957 年 至 省 有 路 通车 里 程 12,000 祭 公 里 ,公路 密度 在 西南 三 省 中 大 于 - 

四 川 而 低 于 贵州 ， 就 省 内 而 言 ;以 昆明 为 中 心 的 中 东部 地 区 公路 密度 最 大 , 不 仅 县 县 都 通 
公路 ， 而 且 大 多 数 的 区 直 也 有 简易 公路 或 普 力 车 道 互 相 联 烙 。 Da AL AR Ae BBE AG ABS | 

Be DBC ARE ZB EME OE ELE Re, ELAR BM 
这 些 地 区 ,公路 交通 网 分 布 不 平衡 的 状况 已 显著 改观 。 

昆明 是 本 省 交 SHAY AE, 不 少 主要 公路 线 均 由 此 向 四 方 放射 》 WR, 宜良 两 地 时 

， 本 省 对 外 公路 运 壹 的 起 点 7， PR PRU FP, 思茅 四 地 分 别 为 本 省 中 都 、 西部 、 东 南部 向; 

BRAS 中 心 。 

GUE: 是 本 省 最 重要 的 省 际 干线, RIMS Ne, SO 
GE MERE, 本 省 境内 全 长 242 公里 ,路 基 寅 9 OR, BRT TRC aH, 
工程 质量 良好 , 抗 成 初期 以 求 一 直 是 对 外 省 交通 的 主要 路 线 ,运输 量 占 省 际 运 办 ua — 
PEG, HEBSTERERSR MEAT 10% DL, BEA RAR EEE bes 

4b, a ae RE a See, ll in, A SS, AP ERR wom 

| DALE a RR Se URI AA SIRE R AIT ho 

Ee EAR SSE) AR KAR AA SK 230 公里 。 从 宜良 经 

| BP AM, RRR Ae) aL RA Te 

\ 

SER 1955 ESR, fe 1957 KRHA ASD MIOM ; SRK, HEM ONS 

SSE GM AS ch RRA, RH, BRE 
线 为 文山 一 百色 线 , 已 在 .1958 年 春季 修 通 。 Sa 

SMEARS: PETER AONB SAN, SRP K 1603 AM, 是 通 往 四 川 
BSE SEP aS st HH Ae eT i, ERE SE Ba A FE 4 pees Sw halt 

1) ARAB a ae WEG Ht BBE BR BES AA FAIS 5 I RAR ESE TAI GEA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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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e 

yA, BARE ETA GABE REIS ERAN 20% ), RD BEE, 宝 成 詹 
| PHBE doe 8 SL RAL RARE, POSER AwAM, HERAT 
Was A hi BS, AVERRRBAM, A SRE ERT See. 

以 上 三 线 的 重要 性 随 着 几 年 来 交通 事业 的 发 展 而 有 所 改变 。 例 如 在 1955 te 
“路 通车 以 前 ,云南 进出 物资 主要 经 过 省 黔 公 路 至 金城 江 接 黔 桂 铁路 ,以 致 泪 黔 公路 的 客 货 
SRR RK, RADE, 因 敲 路 的 里 程 较 沾 锭 至 金城 江 的 公路 里 程 为 短 , 以 致 很 
,多 货运 改 走 宜 南 绕 ,当时 售 径 一 度 减 轻 了 省 黔 线 运 量 过 重 的 人 负担, 自 黔 桂 铁路 修 通 到 都 匀 
后 , 因 沾 都 段 的 公路 里 程 又 小 于 宣 南 段 , 所 以 汇 黔 公路 的 重要 性 很 快 叉 得 到 恢复 , 但 由 于 
国民 径 济 建 发 的 飞速 发 展 ,省 际 互 届 物 次 的 增加 ,省 黔 公路 和 宜 南 公路 都 不 足以 满足 当前 
需要 。1957 年 3 月 沙 越 铁路 国际 联运 后 , 很 多 人 省 的 工业 品 及 出 省 的 有 色 人 金属 矿石 , 转 
由 省 越 铁 路 承运 , HARE TRY HRMARER AWE, PEERED, 
而 且 大 大 提高 了 进出 运 量 , 节 狗 了 一 部 分 运输 费用 ,加 快 了 省 内 的 经 济 建司。 
可 以 发 想 ; 今 后 随 羞 国 首 铁路 黔 省 段 和 成 昆 .内 昆 两 铁路 级 的 贷 成 通车 ,负重 省 远 、 运 

价 低 廉 的 火 车 运 坊 必 将 成 为 本 省 对 外 最 主要 的 交通 干 缆 ， 而 与 铁路 线 基 本 平行 的 次 黯 公 
路 和 川 溃 肥 路 都 将 转变 为 铁路 的 辅助 区 路 , 负 捏 短 距离 运 惊 的 任务 。 | 

HEAR - 从 昆明 向 西 SAREE 3% PRL ED (ZETA a] , 
长 958 AE LAMAR TE, SRS, TREE APSA L, 
PRM TR-BRARIL, MRERHSAAHR EEE 107 Db, 而 是 明 一 下 关 一 

段 的 运 量 双 占 裔 线 的 75 多 左右 。 由 昆明 西行 物资 主要 是 省 处 和 昆明 出 产 的 日 用 百货 和 
EER, 奈 行 物 关 主 要 是 大 理 的 然 食 楚雄 的 木材 、 一 平 浪 的 煤炭 、 乔 后 的 食盐 ,大 理 白 
族 和 德 姿 傣族 景颇 族 两 自治 州 的 引 糖 及 其 他 土 特产 品 。 此 路 沿线 不 仅 是 本 省 农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矿产 资源 (如 煤 , 盐 及 有 色 金 属 ) 也 很 丰富 ,因而 为 公路 提供 了 巨大 的 运 量 , 双 因 昆 
明 、 下 关 两 地 分 别 为 东部 和 中 部 的 公路 枢 和 组 站 ,而 湛 町 公路 则 在 东西 两 枢 组 站 之 间 起 了 极 
重要 的 中 转 作 用 。 演 西 段 的 公路 支 区 很 多 ， 楚 雄 , 大 理 . 临 洽 、 丽 江 ̀ 巡 庆 、 德 宏 、 怒 江 等 自 
党 州都 属于 本 禾 的 牵引 范围 ,等 于 全 省 狗 一 中 的 面积 ， 并 有 公路 与 四 川西 南部 的 会 理 、 少 
城 相 通 ， 因而 宅 是 云南 省 的 最 重要 的 一 条 运 界 干 线 。 

是 洛 线 :从 昆明 向 南 经 玉 汉 元江 \ 普 洱 \ 思 芭 \ 尤 景 洪 \ 动 海 至 澜 洽 , 全 长 912 公里 ,是 ， 
解放 后 新 建 的 省 中 南 稚 贯 干线 ,路 基 坚 实 , 路 面 平坦 , 运 替 密 度 以 昆明 至 玉 滩 段 较 大 , 玉 肖 
至 思 芭 段 较 小 , 思 寿 经 尤 景 洪 至 澜 洽 之 问 又 较 大 ,这 是 因为 昆明 至 玉 滩 间 和 思 芭 至 澜 洽 问 
各 有 不 同 的 经 济 联 系 。 由 昆明 下 行 的 物 列 以 昆明 出 产 或 由 昆明 转运 的 日 用 百货 ,焦煤 ( 运 
往 油 瀹 ) 为 主 , 上 行 以 磨 黑 的 食盐 和 士 特产 等 为 大 宗 。 

解放 后 本 省 公路 运输 迅速 发 展 ，1957 年 通车 里 程 为 1950 年 的 四 倍 多 ，1958 年 一 年 

中 建成 通车 的 里 程 达 7,000 余 公 里 ,这 一 年 新 修 的 主要 公路 有 中 旬 ( 南 接 剑 川 .下 关 ) 至 四 
WO swe (将 来 北 经 巴 塘 通 西藏 ) .中旬 至 德 钦 、 剑 川 至 碧 江 :丽江 至 华 坏 、 腾 冲 至 遵 山 、 测 洽 
双双 江 、 景 谷 至 圈 内 、 思 芭 至 江城 、 蒙 自 至 河口 、 砚 山 至 八 宝 等 ， 卉 建 大量 公 路 。 有 公路 通达 
县 市 已 由 解放 时 的 40 余 个 增加 到 131 个 , 过 去 交通 闭塞 和 偏僻 的 边 称 县 分 , 现在 稻 大 部 
分 已 有 公路 通达 。 与 此 同时 , 原 有 公路 的 急 弯 、 陡 玻 因 进行 了 改善 ,也 提高 了 行车 速度 ; 保 
于 了 行车 安全 。 随 闭 新 建 公 路 的 通车 , HAE ARR, 例如 虹 洛 公路 1953 
年 通车 到 尤 景 纵 后 ,就 迅速 的 改变 了 那里 的 物资 交流 面 瑶 , 过 去 的 腻 道 在 雨季 时 交通 往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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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AR, Ba Toe, sr bcos 1255S A ee : 

it BRAS OME ET seielemiliengticcenbetcamiietesh: 收 

Ry MARIE. E 

陆 上 民间 运 较 主 要 是 普 力 车 和 蒜 运 两 种 ， 2 eRe, 另 一 方 

面 为 公路 集散 物 页 , 对 促进 城 光 物 次 交流 ,活跃 山区 友 济 起 着 重要 作用 5 ARS, 

HRB, 局 限于 各 个 平缓 其 区 ,而 且 客运 比重 较 大 ,在 次 中 一 带 分 布 较 多 可 鞭 马 运 壹 。 

运 距 南 长 鱼 担 着 山区 和 边 绪 地 区 主要 的 物资 况 流 任务 。 wet: 
民间 运输 路 线 过 去 由 于 是 其 距 离 的 马帮 运 核 ， 所 以 有 很 多 著名 的 呈 道 ; ere 

明 一 西 双 版 峭 ) 渔 西 线 (昆明 一 腾冲 )、 川 省 东 和 线 ( 昆 明 一 昭通 一 重庆 )、 演 康 藏 线 ( 普 洱 二 ”1 
ASR HES SALA, 狼 横 交错 。 随 着 公路 运输 的 发 展 ， taconite 
Ais ALR Bete 84S KN MOA ARETE ky 

Re AEST Rk, MEA RABARABR, BK 833 公里， 平均 每 
百 方 公里 狗 有 铁路 0.19 DE, 在 西南 三 省 中 灵 于 四 川 。 泪 越 、 Rid. RAS —ORH 

RE, AAAS OWE 006 2K 
在 全 省 铁路 运输 物资 的 总 吨位 中 ;, 煤 占 40 匈 左右 ， 居于 首位 ,其 天 是 矿 斩 性 寻 入 材料 

At JER RG RAE a . 

从 昆明 轻 宜良 、 开 远 至 河口 的 省 越 铁路 是 本 省 的 宇 要 优 路 往 ， 沿线 装运 的 均 贾 校 务 ， 
而 以 凤 网 村 (高 昆明 46 公里 处 )\ 可 保 村 、 小 龙潭 的 发 选 量 最 大 ， 凤 鸣 村 、` 可 哥 村 的 煤 609. 
以 上 运往 昆明 ， 小 龙潭 的 煤 多 有 75 多 运往 个 旧 。 开 远 是 瘟 越 铁路 的 主要 未 材 转 运 站 ,未 
Pt RISE KBR 70% DL, PMA 60% BERT 30% BETA. MESERR 
JER, HT 80 SBE, KRIS, FADS EL CRS, PES 
公路 运 求 的 华东 、 华 南 的 工业 产品 .日 用 百货 至 宜良 由 火车 接 运 ， meaner eines 
SEALE BUSES MRF ES RR | 

1958 年 3 A, BARB ERSH OR ERE, ee ee 
运 , 从 此 , WORE SEM BUM LAPD OR BAD I, 完全 改变 了 数 十 年 来 两 头 不 
通 的 孤立 状 驶 ,和 公路 比较 ,这 就 大 大 证 高 了 运 货 能 力 和 周转 速度 ， 从 而 运 量 也 得 到 迅速 
Ae, ESCA EAST BA FE BLAS Te EH AAS T SSC UHE ARP ROE 
BS Fil] Hat AG, 运费 亦 天 为 降低 "。 

ASL BAYER SC, AMERY APY SRE BY, JR ce Se SSK 
HAS WAZ GES RARARSE RN, 再 转运 全 省 各 地 ,同样 , bee sepa 
达 的 物 查 转运 省 处 。 由 昆明 经 沾 釜 运 省 外 的 物资 主要 是 矿石 ̀  电 烛 和 王 特 产 ;由 洗 釜 至 是 
et 
在 进行 建 发 ,这 一 铁路 现 有 窗 雪 郎 将 改建 为 标准 加 。 

5 gn ee Aer. a4 15 08-7 ee 
4% JCP RAMA A, RB CRE TANS ROR Ae 

1) HARSH, AR Sec HER CREE IT OBL SALI BR» PEGA ECP) 75 (GE) SRE Ie, OPE AES 解放 后 利 
用 原 路 基 修 年 单 车道 的 公路 ,于 1956 年 开始 修复 詹 路 ,1958 年 通车 。 

2) 据 省 商业 部 门 杯 计 , 性 河 段 通 车 后 ,从 EME RLU Hh we 运费 降低 63.450。 
3) Fy Ete: DSI PS HE A Eh EER RP H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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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日 用 百货 HAS, MAE BG HBS WA 
， BARRIF SE RICEAR BIE SEM, LE _ 步 政 善本 省 的 交通 运往 状况 ， 1958 年 已 经 开始 
动工 修建 的 除 内 昆 铁 路 外 ， 还 有 昆明) 一 ( 平 浪 ) 线 、 东 川 支 线 (由 内 昆 线 接 通 东 川 ) 开 远 ， 

BAP ARSE ,将 要 修筑 的 有 成 昆 . 浆 座 两 大 铁路 干线 D, 这 些 铁路 线 的 建成 ， 对 发 展 本 省 经 
许 和 巩固 国防 都 有 重要 意义 。 
”内河 航运 云南 河流 在 通航 方面 的 特点 有 三 : (1) 河 谷 呈 峡谷 形式 ,水 流 市 惫 ,开辟 
上 下 流 全 疼 第 航 的 工程 比较 艰 互 ;(2) 洪 村 水 位 变化 天， 通航 具有 显明 的 季节 性 盾 ;(3) 除 、 
北部 金沙 江 外 ,各 河 范 向 呈 平 行 分 布 ,难以 组 成 彼此 相 联系 的 水 运 网 ;(4) 河 流 两 岸 紧 接 山 
二 ,水陆 联运 不 很 方便 。 目 前 主要 通航 河流 为 金沙 江 , HABA ACI, 共计 通航 里 
#2 1,917 公里 ,货运 以 类 食 和 流放 木材 为 主 。 各 河 通航 情况 如 下 表 : 

云南 各 河道 航 里 程 (公里 )  - 

mt a #e | + m | x 流 ， ee it 
&' ep. xr | 588.2 | be By 1 OTE | 860,20 

南 o# i 210.5 197.0 | 407.5 
"A Rw 85.0 a | 80.0 165.0 
5 oa 357.0 OnE a 484.5 
if it 1240.7 676.5 1917.2 
湖 ” 泊 a 一 ” 159.0 

合 计 | 2076.2 

河 流 名 称 ' | 起 a | & a | 。 可 通航 地 段 里 程 (公里 ) 

金沙 江干 流 YY 有 954) 0.4 
. 石 “ 功 上山" Be ir 67.0)° ~ 

中 江 街 ， ee NS aaa 31.0 
Age e¢ it #& (24,8 /165.8 

& i aE VE 110.0 

BOR 东 川 中 厂 坪 125.0» 
| MIT BIS a “135.0 

金沙 江 支 流 嘉 ” 泽 小 上河 吕 12.0 

“FIL + BR ie 1 a 23.5 

| ii © Pk B 121.0 
2B mw xk 塘 3.0 

洗 马 河 MWA a= ait | 8.0 
关 河 盐 , : # WEL RFMD) 102.5 

HI Fit 沾 丛 里 桥 ,曲靖 南河 口 21.6 
南河 日 陆 Ee Ee 32.1 7109.9 

OR 西 桥 56.2 
宜 B 狗 街 26.0 

A rw & 74,6 
j 210.5 

1) REE: FH) aE a a SB BSH AS, MRC, TCR. MAR. BRE: ee 
FAT PARE HEE, 28 is EAST SH at belt ESSA RUA, (REY Jal ae aS) ad, 28 

7 雄 \ 下 关 到 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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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名 称 | 起 点 这 点 可 通航 地 段 里 程 (公里 ) 

南 盘 江 支流 : 

曲 i fm ， 西 华 西 19.0 

PALS 时 江口 2 # 0 84.0 
恩 龙 河 9 eo 拉 94.0 

197.0 

mo i iF its KRM fe 木 85.0 

Fg RS Te BRS RAR REE, (SIL A AIL PS 
Sie AS SSH SS A eB — EE | 

全 省 湖泊 航程 狗 160 AEB, DATE AAO LR K 演 池 以 部 分 浅水 拖 输 担负 运 

输 , 其 他 此 是 木 帆船 运输 。 湖 泊 四 周 多 肥沃 平原 ,农业 和 工业 都 较 发 过, 因此 航程 虽 短 ， ie 
BRAWBHS, RUBRNKL, BAKER BRASS. 
”云南 近年 航空 运输 事业 也 有 了 发 展 ,目前 昆明 至 重庆 \ 南 宁 以 及 至 省 内 保山 都 有 班机 
航线 ,昆明 芽 且 是 我 国 西南 国际 航空 站 ,有 定期 班机 来 往 于 昆明 、 箱 甸 、 印 度 之 间 。 

(FL) APP Meet 

FRHDARA BPS RRB TIA PH (59) aS RE 

1. Fe 8A th 

昆明 区 位 于 云南 的 东北 部 ,包括 玉 汉 曲靖、 昭通 三 个 专区 、 楚 雄 琴 族 自治 州 以 及 昆明 
市 ,这 个 区 不 仅 工业 和 农业 为 全 省 最 发 达 ， 交 通 亦 最 便条 ， 以 昆明 为 核心 ， 通 过 公路 和 铁 
路 ,把 本 区 各 专区 自治州 ,市 紧密 地 连 竺 在 一 起 。 

在 国民 经 济 各 部 门 中 ,目前 仍 以 农业 占 最 重要 的 地 位 ,长 期 以 求 由 于 汉族 ,、 薄 族 、 hi 
BSE Ls RIGS) OR, PLA LAMB, BRAUER HSB, A 
口 也 比较 稠密 ,耕作 精细 ,水 利 灌 浙 发 达 , SEA IE, ee Sg DE SEL 
外 ,一 般 地 区 气候 温和 , 四 季 如 春 ， tail tile Si 和 人 人 
地 区 。 
人 1,700—1,900 2K, A+ 

4B, HAR PEAY GS ap HA 40 % Ze, TK LA, Ak DEORE ER. 
油菜 、 委 和 桑 等 作物 的 主要 分 布地 区 ;北部 的 金沙 江 和 南 移 的 红河 及 南 盘 江河 谷地 区 ， 地 势 
较 低 , 气 候 燥 热 , 盛 产 双 季 稻 , 甘 蔗 和 棉花 ;东北 部 山区 面积 较 广 , 主 产 玉米 、 局 分 董 、 养 子 、 
燕 支 等 作物 及 林产 品 MESES AFL 

本 区 为 云南 最 重要 的 类 食 产 区 , 糊 食 产量 占 全 省 45% 以 上 ,其 中 玉 滩 专区 所 产 类 食 仅 
敷 自给, 曲靖、 楚雄、 昭通 三 专区 及 自治 州 则 除 供应 昆明 等 城市 和 工矿 区 外 ,还 有 部 份 调 供 
外 省 。 

所 产 狼 食 以 水 稻 \ 玉 米 ,小 麦 \ 马 答 蓝 和 香 豆 为 主 ,这 些 糊 食 产 量 均 占 全 省 第 一 位 。 中 部 
高 原 坟 子 多 ,水 田 占 耕 地 50 匈 以 上 ,单产 高 ,为 本 区 和 全 省 水 稻 的 主要 产 区 。 按 品种 , 航 舟 
多 分 布 在 平 圾 , 粳稻 多 分 布 在 北部 山区 , 昭通 专区 烦 称 比重 最 大 , 占 读 地 水 稻 面 积 的 6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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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mAs KA* 

”图 中 所 列 东 北 区 即 昆明 地 区 ;西北 区 即 下 关 地 区 ;南部 区 即 罗 景 洪 地 区 ;东南 区 即 个 旧地 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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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EM FUSE, LEAK BUNC, SOV, SUL Sz 
SHE , FORM RAE A, WERT TE TOLL BE, TORE RLM SB 
水 田 种 植 双 季 稻 , 现 除 原 有 双 季 稻 区 外 , 巧 家 \ 武 定 、 永 仁 也 新 增 了 -- 些 种 植 面积 ,于 区 双 。 
季 稻 合计 面积 居 全 省 首位 ,南部 水 田 冬 开 比率 过 高 地 方 ， ERAS SS " 

积 。 
| BI LAY 70% DLE ABAD P EDD, WHR AEM IOP TMAK. 
AE EARL ERIR, DALES fat ERTIES , BEB SU EEE 
BF TEAS, SEER Ney Te REAPS Se 
Bi REDON 35% THREE 00% HABE Maw Teme 
PHATE BEART KES LPS RL RSPR ROME, 
FARA MAES ELAS L, ESKER A, Be 
中 部 高 原 地 区 虽然 冬季 气候 温和 ,但 因 于 季 雨 季 的 区 别 十 分 显明 ,小 麦 的 整个 生长 期 都 在 
干 井 季节 ,在 缺 水 灌 浙 的 地 方便 影响 产量 ,一 般 耕 作 也 不 很 精 碍 2, 以致 产量 还 不 高 ”他 后 - 

进一步 发 展 灌 浙 事 业 ， 改进 耕作 方法 ,小麦 将 迅速 得 到 增产 。 玉 米 是 本 区 最 主要 的 杂凑， 

播种 面积 占 全 区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的 25 多 ,面积 和 产量 都 占 全 省 的 一 生 ， 普 逼 分 布 于 昭通 、 

曲靖 两 专区 的 石灰 岩 盆 地 和 山地 ， 为 这 些 地 区 农民 的 主要 食 荐 。 TEKH PEAR, BEBE 

增加 复种 面积 双 能 提高 土壤 肥力 ， 因而 大 豆 也 是 本 区 重要 的 夏季 作物 之 一 ,全 省 的 主要 产 : 

“区 (播种 面积 和 产量 都 占 到 全 省 的 60% )。 本 区 昔 类 种 植 面积 也 很 大 ， 董 类 中 局 Oe we 
90 荔 ,为 云南 局 给 昔 最 大 产 区 ,产量 占 全 省 85 匈 以 上 ,多 分 布 于 区 内 山地 和 高 塞 山区 ,以 本 

_ 区 东北 部 产量 较 多 ,为 当地 人 民 重 要 的 辅助 糊 售 。 HERD, 仅 分 布 于 组 区 周围 的 旱地 。 
SEAHAM, HOLE SL RMA 
上 种 有 部 分 高 梁 。 

本 区 不 仅 为 云南 类 食 的 主要 产 区 ， 而 且 也 是 云南 最 主要 的 考 济 作物 区 ,烤烟 、 酒 某 、 匡 - 

蔗 和 香 糙 的 产量 都 居 全 省 各 区 之 冠 ,此 外 还 有 花生 、 茶 叶 \ 天 其 、 革 苏 和 本 棉 等 。 

烤 获 是 本 区 经济 意义 最 大 的 经 济 作物 ,是 云南 烤 蒸 分 布 最 集中 的 地 区 ,产量 占 到 全 省 : 
85 儿 以 上 , 除 高 塞 山 区 和 亚热带 河谷 地 区 而 外 ,其 余地 区 的 气候 和 土壤 都 很 适合 种 植 这 一 

作物 , 自 1942 年 首先 在 江川 、 玉 滩 等 地 栽培 以 来 , RAB A, 解放 前 基本 上 集中 于 玉 _， 

滩地 区 ,其 他 地 方 仅 有 路 南 、 称 丰 、 姚 安 等 地 栽培 ,而 且 由 于 小 家 经 济 受 资本 主义 自 由 市 场 - 

价格 的 控制 和 摧 玖 ,许多 芯 农 因 栽 获 而 破产 , 烤 闵 砷 未 得 到 很 大 的 发 展 。 解 放 后 特别 是 在 

”农业 合作 化 以 后 ,由 于 党 和 政府 的 大 力 扶持 至 众 生产 积 极 性 的 提高 ; SRDS FAITE AY 

发 展 ， 现在 全 区 除 昭 通 专区 的 绝 江 、 巧 家 \ 永 善 而 外 ,其 余 各 县 多 少 都 种 有 烤 获 ,而 以 江川 、 

ER, WAS, BG, BE, HE, HES RE, SEPP UL JIGS BH cs Sea HS BB 9 

8% HH HS ME BR PRA PEE AOL, + EA, TE RE AY RRS DER CBRE 

1) PA FL) SHE RL, Se aA UE ee eee ee ee Se ee 

~- 

FApPeRATA RA Rbb AR 4c AIC TR, EAU, RPA MARR. TA: 
ESE EPPS Dea 9 RY SAG AG eA Be HY EL SCA ths BY a BO A 

2) sy (OPEN Se et SH He A SRT he EH, BAEZ MCHA SEB » 3 BF aE ETT HE RE, AP 
AMAR HE » HEE a FEL, 以 保存 土壤 的 水 分 ,有 利于 小 麦 在 气候 干燥 的 条 件 下 迅速 发 芽 出 苗 。- 
但 这 是 和 深耕 的 要 求 是 不 相符 合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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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s ee re ee 

OFFI AK RPA, PES 9 AE EPS IR AG MR, SBA RE BE PURE, 
MUAFEKRAR RASH HEA SS 80 勾 以 上 ， 因 此 ; 本 区 烤 获 在 全 国 以 品 
_ 盾 良好 著名 但 因 烤 获 生 长 前 期 气候 干燥 ,需要 灌 新 ,在 水 利 温 有 保证 之 前 ,车 允 久 旱 , 则 

易于 遭受 秋 嘎 ,这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影响 烤 区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不 稳定 ;如 以 烤 获 最 集中 的 王 滩 
-专区 为 例 ,1955 年 亩 产 210 斤 ,1957 HERA ISR KR, TH 100 斤 ,1958 ERIKS, 
于 党 领导 公民 坚 持 抗旱 斗 等 增加 了 施肥 量 加 强 了 技术 管理 , 糙 果 创造 出 不 少 平 均 亩 产 烤 
FE 400— 600 帮 的 天 面积 丰产 记录 ， 由 此 可 见 ， 不 利 的 自然 条 件 是 完全 可 以 克服 的 。 十 区 

“- 姥 获 多 和 水 舟 隔 年 输 作 ， 卫 有 在 同一 土地 连作 两 年 甚至 数 年 的 ， ph SF BCs BS AY 

Bl ARES RTE, CREEL MEE Re, BREA 

-物资 ,进一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对 增加 公 塞 收 不 和 支援 国家 建 发 都 有 重要 意义 。 ake 

而 外 ， BARRA MWLE. DANSE Hae BR | 

油 全 是 二 区 种 植 面积 最 大 的 经 济 作物 ， 荣 籽 产量 占 全 省 的 70%, 是 本 区 人 民主 要 的 

EKG, 泪 某 和 烤 获 二 者 在 生产 上 有 窗 切 的 联系 , 荣 籽 饼 海 本 区 烤 获 种 植 的 重要 肥料 ， 

“” 沦 对 提高 赌 壮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和 质量 都 起 着 很 大 作用 ; 油 全 籽 是 一 种 逃 择 士 壤 肥沃 . 需 肥 
量 多 的 作 有 物 , 由 于 烤 获 地 施肥 料 很 多 , 土壤 中 还 留 下 丰富 的 养分 , 因 之 油菜 籽 多 为 烤 获 的 
”后 作 。 现 在 本 区 稻田 尘 有 先 5 CHHA REET AM, RAFAT ABB, 但 未 全 部 
利用 也 很 不 径 济 ? 除 增 种 小 麦 外 , 扩 种 一 部 分 油菜 以 增产 油料 实 有 必要 。 耐 旱 耐 谊 并 龙 醒 
守 的 " 蕉 葡 籽 ;3 在 酒 荣 面积 中 占 很 大 的 比重 ,分 布 于 山区 或 高 寒 册 区 的 旱地 ,山区 多 种 " 秋 
fT BEUESH AS”, 牙 萄 籽 虽 然 出 酒 率 高 ， ee a 
RE, DT WRT BE BA. 

匡 蔗 播 入 面积 区 于 下 关 区 ， 但 总 产量 则 居 各 区 第 一 位 ( 占 全 省 近 4096), PEM 
TR AM ABA BES SHAT ME EERE, ASR 
”产量 为 全 省 最 高 。 BEPROATR AL TRO AME, ERP KRASV IIE 
PUTO ASS TG AC CR AL TA HITCHES, AP AO SE RL 

BACH, BERET RE, RULE, AUR TDC 48 600—700 2 
DR), URIEIS, AAO EE PEA PE, ATA SPR RE, 
TWA SEH BK, ABS ESE LE Tir IEE IR ARE 
PAHS ACESS BH HE ERE FAK IO ADs EE RE HIE OR BE, ARE 
-以 春 植 甘蔗 为 主 ， 在 元 江 、 盘 滩 和 化 念 有 秋 植 蔗 ， 但 很 少 。 甘 蔗 宿 根 比 第 一 年 生产 量 狗 

’ 4E 20% , ALLRED! 10 % ,只 永 善 \. 盘 汉 有 种 宿 很 蔗 习 惯 ,后 者 宿根 一 年 ,前 考 达 

SOLA, CARR PUL AMS RAMA Se PR 
AUST EMMAE NERS, AKER RRR RR 
a BE RMT. Fe ORER BREEN ERS, WTR 
量 , 近 年 在 昭通 专区 的 高 寒山 区 甜菜 生产 有 很 大 发展 。 

本 区 委 蔓 产 区 较 分 散 ,很 少 有 成 片 桑 园 。 产 量 以 楚雄 地 区 的 楚 难 大 姚 \ 姚 慨 为 多 ,其 
RAE . 曲 冰 等 县 。 本 区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养 蛋 , 冬 春 气候 干燥 , 委 少 病害 ,同时 本 区 劳动 力 

也 赤 他 区 为 多 ,今后 桑 蚕 事业 将 迅速 发 展 。 目 前 本 区 士 委 还 占有 很 大 比重 ,每 需 推广 改 舟 

1) BAP AALET IIR PHM HED, Se SRL VA R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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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种 ,以 提高 委 茧 质量 。 
昭通 专区 是 云南 仅 灾 于 演 西 北 的 重要 的 中 药材 产 区 ， 藉 材 种 类 繁多 ,已 经 营 的 就 胡 

140 多 种 ,其 中 以 天 麻 、 吴 黄 、 咎 夏 、 党 参 和 人 茯 芳 等 五 种 为 大 宗 ,， 除 野生 和 外; 现 已 开始 用 人 工 
栽培 ,这 些 名 足 莉 材 不 仅 销 全 国 许多 地 方 ,而 且 还 有 出 口 。 

养 冀 业 也 是 本 区 重要 的 岁 村 和 经济 部 门 ， 王 济 间 义 较 大 的 是 猪 和 羊 。 区 内 生猪 不 仅 汪 
是 本 区 人 民 和 城市 工矿 区 以 及 个 旧 的 需要 , 榨 守 ,富源 等 地 还 有 很 大 数量 的 酶 猪肉 和 火腿 
运销 省 外 ,其 中 榕 案 ( 昔 名 宣 威 ) 火 腿 一 向 著名 国内 外 。 山 羊 和 篇 羊 头 数 各 占 全 省 近 60 允 。 

山羊 除 玉 滩 专区 处 ;其 余地 区 的 山区 都 有 比较 广泛 的 分 布 。 闵 羊 分 布 于 拔 海 2500 米 以 上 

的 高 寒山 区 , 仅 昭 通 专 区 就 占 全 省 的 35%， 巧 家 、 会 泽 \ 永 善 , 鲁 名 、 寻 旬 和 入 劝 等 县 炉 羊 
饲养 最 多 ， 本 地 种 篇 羊 体型 矮小 , 产 毛 量 低 , 毛 质 址 硬 , 自 1955 年 开始 用 美 利 奴 和 兰 布 黑 
杂交 公 羊 高加索 纯 种 公 羊 改良 本 区 炉 羊 后 ,已 经 取得 很 大 成 效 , 照 通 专区 收 妃 广 关 ;气候 
(WK ,水 草 丰 富 ,是 云南 发 展 绵 羊 最 理想 的 地 区 ,今后 杰 续 改良 羊 种 ;有 可 能 成 为 云南 最 大 
的 毛 肉 稼 用 的 守 困 毛 炉 羊 侗 养 基地 。 | | 

， 昆明 地 区 为 云南 工业 心脏 地 区 ， 全 部 工业 产值 占 到 全 省 的 60 多 以 上 (包括 手工 业 在 
办) 而 且 现 代 工业 比重 大 。 工 业 构 成 复杂 ,几乎 拥有 云南 的 一 切 工业 部 门 ,目前 主要 的 有 
机 器 制造 \ 有 色 金 属 的 开采 与 冶炼 、 钢 铁 . 采 煤 、 棉 纺 缕 、 制 盐 和 食品 工业 等 。 昆 明 是 本 区 
也 是 全 省 的 工业 中 心 ; 占 全 区 工业 总 产值 (包括 手工 业 在 内 ) 的 三 分 之 三 ;分 散在 各 地 的 条 

. 矿 、 农 具 制 造 等 工业 ， 都 直接 和 昆明 的 工业 生产 有 着 密切 的 联系 。 本 区 拥有 极其 丰富 的 
铜 、 倘 、 锌 、 煤 , 铁 , 磷 等 矿产 资源 ,人 口 较 为 稠密 ,交通 运 较 发 达 ,同时 已 有 一 定 的 工业 基础 
仍然 是 今后 云南 发 展 工业 的 重心 ,将 以 治 金 \ 机 器 制造 与 化 学 为 工业 的 主要 契 成 部 分 5 

区 内 水 陆 交 通 线 密布 ,以 昆明 为 中 心 ， 有 铁路 南通 越南 IR, ADR, 
浊 西 , 东 通 广西 ,与 趴 阳 ̀ 泸 州 \ 西 昌 也 都 有 公路 相连 竺 ， 瀑 池 、 氢 仙 湖 、 想 芒 湖 四 周 的 水 运 ， 
也 很 发 达 ; 随 著 内 昆 . 驭 汇 、 成 昆 等 铁路 的 建成 通车 ， 区 内 外 交通 将 更 趋 便利 ;从 而 将 更 有 
助 于 本 区 轻 济 的 发 展 。 

昆明 是 本 区 及 全 省 政治 经 济 和 文化 的 中 心 ;1957 年 人 口 近 90 万 ,是 西南 区 第 三 大 城 。 

这 个 城市 位 于 云南 高 原 中 部 最 大 的 平原 (昆明 坝 ) 上 , 东 \ 西 、 北 三 面 至 山 环 抱 》 南 临 广 千 
”的 滥 池 ,这 个 四 周 土地 肥沃 ,物产 富 能 的 城市 , 早 在 两 千 多 年 前 的 战国 时 代 ( 公 元 前 3 所 多 
前 后 ) 就 是 “ 古 温 国 ”的 活动 中 心 , 汉 武 帝 以 后 先后 为 县 ` 州 \ 府 、 路 驻地 。 明 洪武 15 年 (1382: 
年 ) 改 云南 布 政 使 司 ;清朝 沿 旧 例 , 往 后 就 一 直 是 云南 的 省 会 。 

帝国 主义 势力 侵 大 云南 后 ,于 1905 年 开 昆 明 为 商埠 , 过 去 作为 封建 萄 治 中 心 的 是 明 ， 
从 此 双 成 为 帝国 主义 护 夺 云南 经 济 的 据点 ,1910 年 湛 越 铁路 通车 , 英 、 法 商品 充斥 是 明 市 - 
场 , 卉 由 此 转 销 云南 各 地 ,而 本 省 重要 士 特产 品 双 集 中 于 昆明 ,廉价 销 往 国 外 ,银行 .钱庄 粉 
和 纷 成 立 , 商 业 开始 畸形 繁荣 。1930 一 1935 EM, 先后 修 通 川 溃 、 温 黔 以 及 昆明 到 和 祥云 和 到 
玉 滩 的 公路 , 昆明 与 省 内 外 的 交通 联系 较 过 去 密切 。 但 在 帝国 主义 商品 价 销 及 官僚 资本 
控制 下 ,昆明 的 工业 却 工 未 得 到 应 有 的 发 展 , 直 到 抗战 前 夕 的 长 时 期 中 ， 仅 有 发 电 \ 兵 工 、 
汽车 修理 ` 五 金针 入 \ 火 柴 \ 肥 皂 \ 面 粉 等 规模 很 小 而 融 备 简陋 的 工厂 , 井 且 所 需 的 原料 多 
依 顿 于 从 国外 进 操 。 抗 日 战 征 爆发 以 后 ， 沿 海 工商 业 未 渐 往 西南 各 省 撤退 ， 昆 明 位 居 后 
方 , 工 为 西南 的 大 城市 之 一 ,因而 有 部 分 工厂 、 银 行 迁 来 ， 直 接 闻 技 为 特 事 服务 的 炼 铜 、 电 
工 \ 机 器 制造 钢铁、 水 泥 以 及 和 芒 炽 造纸 、 食 品 等 工业 较 前 发 展 ，1940 年 日 冠 占 颌 越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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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虚假 繁 茉 和 外 来 人 口 的 急剧 增加 ;到 抗战 胜利 前 后 昆明 已 是 一 个 有 30 万 人 口 的 城市 2。 

解放 后 昆明 的 工业 获得 了 新 生 , 不 仅 迅速 恢复 \ 改 建 和 扩建 了 原 有 工业 ， 而 且 还 新 建 
了 许多 规模 较 大 的 工厂 ;近年 工业 产值 比 解放 时 燃 长 了 好 几 倍 ; 成 为 西南 区 仅 次 于 重庆 的 
第 三 大 工业 城市 。 解放 后 发 展 最 快 的 是 冶金 工业 和 机 器 制造 业 , 以 致 全 市 工业 产值 中 全， 
产 资料 的 生产 占 到 60 和 多 以 上 , 已 经 改变 了 解放 初期 的 以 轻工业 为 主 的 面貌 ， 同 时 由 于 技 
术 改 造 的 结果 ， 现 代 工业 产值 比重 已 上 升 到 90% Lb, AMAHUS BML Ie Se. Hit 
和 食品 工业 四 个 部 门 占 主 要 地 位 ,其 他 还 有 化 学 .电力 \ 建 筑 材料 \ 木 材 加 工 、\ 造 黎 \ 皮 革 等 
部 门 , 所 产 金属 切 创 机 床 \ 电 动机 、 变 压 器 \ 精 给 等 主要 产品 , 除 满足 本 省 需要 外 ,还 有 大 量 ， 
调 往 外 省 。 

昆明 不 仅 是 云南 的 工业 中 心 , 而 且 也 是 云南 的 交通 中 心 , PRESS we ze ABA 
沾 两 铁路 在 此 接 雪 外 ,并 为 川 冀 、. 凤 洗 省 顷 、 昆 洛 等 重要 公路 的 交接 点 ， 和 省 内 外 的 联系 
十 分 便利 

”由 于 昆明 已 有 一 定 的 工业 基础 ,交通 四 达 ，, 而 且 位 居 全 省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的 中 心 , 距 
铁 、 煤 \ 磷 等 重要 矿产 产地 都 不 太 远 ,这 些 都 是 昆明 工业 得 以 进一步 发 展 的 条 件 ,根据 国 家 

_ 和 云南 地 区 的 需要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兹 将 建屋 成 为 一 个 以 冶金 .机 器 制造 和 化 学 

工业 为 中 心 的 现代 化 工业 基地 ， 以 便 进 一 步 为 全 省 工业 化 和 农业 机 械 化 ̀\ 现 代 化 服务 ,其 

中 某 些 重要 产品 将 为 全 国 服务 。 
昆明 还 是 云南 的 女 化 教育 中 心 ， 现 有 云南 大 学 .工学 院 , 农 学 院 、 医 学 院 、 师 范 学 院 等 

几 所 高 等 学 校 ,50 余 所 中 等 专业 学 校 及 普通 中 学 , 并 有 七 \ 八 个 科学 研究 机 构 。 这 里 气候 
温和 ,四 季 如 春 ;, 名 胜 古 踊 很 多 ,向 以 春城 "而 闻名 全 国 。 这 个 西南 边疆 的 城市 ,长 期 以 来 

和 东南 亚 各 国有 着 密切 的 经 济 与 文化 的 联系 ,今后 这 种 联系 将 更 为 加 纺 。 

2. 下 关 地 区 

本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 包 括 天 理 白 族 自治 州 \ 临 洽 专 区 、 丽 江 专区 RR AN 
江 傈 傈 族 自治 州 和 德 姿 傣族 景颇 族 自治 州 等 太 个 专区 及 自治 州 的 全 部 。 区 内 地 势 中 北 高 
而 西南 低 ,高山 深谷 锥 贯 南北 , 宁 藻 丽江、 先 庆 '\ 兰 坏 \ 眉 江 一 线 以 北海 拔 3,000 米 以 上 的 
高 原 和 山地 ,草原 广 间 , 为 云南 的 牧区 ,其 余 均 为 农业 区 域 。 由 于 南北 地 势 及 岭 谷 间 高 度 相 
差 都 很 大 ,使 得 本 区 气候 极为 复杂 ,从 南 到 北 以 及 从 谷地 到 高 山 分 别 具 有 亚热带 .温带 和 塞 
带 的 气候 ;大致 列 江 , 梁 河 ̀ 龙 陵 以 南 和 合 康 、. 双 江 以 西海 拔 1,500 米 以 下 的 河谷 直子 , 多 为 
亚热带 地 区 。 由 于 地 势 气 候 的 影响 ,农作物 分 布 的 垂直 变化 十 分 显著 ,种 类 也 极其 复杂 。 

耕地 主要 分 布 于 2,200 米 以 下 的 地 区 ,洱海 周围 地 区 开发 较 早 , Sane AE, & 
_ 殖 指 数 也 较 高 ,西南 部 和 北部 地 广 人 稀 ， 西 南边 疆 有 些 县 的 坝子 及 圳 子 周围 的 山 前 阶地 ， 

现在 还 很 少 替 星 。 全 区 已 星 地 中 ,水田 所 占 比 重 很 高 ,中 西部 水 田 面积 超过 旱地 ， 只 是 北 

部 高 寒山 区 和 南部 有 些 山 区 旱地 面积 大 于 水 田 。 和 其 他 地 区 一 样 ， 水田 多 分 布 于 坝子 和 

河谷 的 两 岩 。 由 于 冬 春 王 旱 , 雨 量 很 少 , 兴 修 水 利 ， 保 赴 作 物 特 别 是 小 春 作物 生产 有 重要 

1) 昆明 1910 年 计 有 8.5 77 A, 1936 年 为 14.7 万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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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省 各 区 的 第 二 位 。 

稻谷 以 一 季 水 稻 为 主 ,中 部 大 理 白 族 自 1 JRO sR 2, 2,100 

米 以 下 的 十 区 ,水 田 分 布 很 广 ; 是 本 区 水 稻 的 主要 产 区 。 本 区 稻谷 生产 的 不 利 自 然 条 件 为 

春季 干旱 ,洱海 东 面 和 南面 的 宾 川 \ 和 祥云 \ 弥 滤 、 阁 山 和 凤 仪 等 县 雨季 一 般 太 月 方 开始 ， 有 

BREE A, HVE AR ERAT A I BS EER ETA, eR RR 
Z KREME, LEME Sit SREM—K, WEDSRRRMRAA, 
mess HERES HH KAS RKREE RRR RS, BHBALS 
月 雨季 来 临 后 始 插秧 , 迟 至 十 一 月 以 后 才 收 获 ,影响 稻田 的 冬季 利用 ,同时 直子 劳力 使 乏 8 

管理 比较 粗放 ,施肥 量 少 , 以 致 十 分 肥沃 的 土地 从 未 充分 发 挥 它 的 潘 力 , 稻谷 单位 面积 疡 
HBR, FHA RNA BES STE Se AFP AAA IES, 

FEVER 1,700 KUL FHS APAURS, 1,700—1,800 KHL WAIRAS EA DE, 

1,800—2,100 KARAM, HIT, 近 几 年 来 双 季 稻 也 有 发 展 , 主 要 修 布 于 

SW AMAT HERE 1,400 米 以 下 水 源 较 好 的 河谷 地 区 ， 永 胜 、 华 环 、 昌 竺 等 县 种 植 

较 多 ;西南 部 广大 亚热带 地 区 的 坟 子 适宜 种 植 双 季 稻 , 随 着 灌 浙 事 亚 的 安 展 ;肥料 的 增加 5 

灸 及 工具 改革 和 农业 机 械 的 逐步 利用 ;解决 劳动 力 不 足 的 矛盾 以 后 ,可 以 再 泛 尖 发 展 双 季 

稻 的 栽培 。 本 区 是 云南 主要 的 旱稻 产 区 之 一 ,播种 面积 仅 灵 于 九 景 洪 地 区 ,西南 部 景 旺 族 

和 和 传 但 族 聚 居 的 山区 ,缺乏 水 利 发 施 , 水 稻 种 植 技 术 也 过 差 ,长 斯 以 来 有 种 植 旱 稻 习 惯 为 

洁 地 最 主要 的 食 钴 , 近 年 由 于 不 少 旱地 改 成 水 田 , 旱 稻 面 积 的 比重 蕊 有 沽 步 s 
”本 区 东部 高 原 的 十 区 SHV MASSA PSRA, SHB AME 
等 作物 ,其 中 小 考 具 有 较为 重要 的 意义 ,产量 仅 次 于 昆明 地 区 ACI, BBR, BIS 
云 县 范围 内 的 东部 各 县 为 主要 小 麦 产 区 ， 除 大 部 份 种 植 在 2,100 KY PRK SEHR, 
2,100—2,400 米 的 旱地 也 种 部 份 耐寒 耐 旱 的 晚熟 小 麦 。 .在 北部 2,400 ROL AG EU 区 

种 青 和 和 秋 小 麦 2, 青 牺 主 要 分 布 于 丽江 以 北 的 藏族 地 区 。 
KSEE EEN PRR SEGUE BM, FORTIER PSI 
AAT TRE AN, OE II SEN, 
SARS, AALS TE , AREPS 
ee a ae Le Lee ee 

县 单产 向 为 全 省 最 高 (1958 年 全 县 平均 亩 产 接近 100 斤 )。 本 区 棉田 主要 分 布 于 金水 汪 流 

域 . 元 江上 游 及 澜 洽 江 和 怒江 中 认 河 谷 ̀  气 候 比 较 燥热 的 地 区 , 宪 川 \ 弥 滤 、 保 由 、 昌 宁 和 永 
ESRB ME, HAAR BL, OS, BLE RH AOR > Ah HE ERR 
1,700 KAP, “ites MM TCR Wie, FE de> (234 500—800 BERK), Jee FR, 且 主 款 肥 
KS RUA RE (pH 7 一 8), 这 些 都 对 棉花 生长 有 利 , 但 棉花 生长 前 期 干旱 温 低 ,后 期 多 
WA, SERA EHR RE, HUTS, IES PARR ER 

SPH , ERB Eee Behe , hae BR A RAR, TARR, ARR 

Ain BARA, ALE RE BOR BaF i EAB A, RABE, FE Be Nes Fs UBT AIT A 

1) 秋 小 去 于 农历 七 .从 月 播种 ,来 年 春 夏 闻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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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关 地 区 为 云南 最 重要 的 棉花 和 茶叶 产 区 ， 稻谷 .小麦 .甘蔗 等 作物 播种 面积 都 占 双 



"PRE HE ICH LATE ALT=, ARATE TA NR AR SET Ce 

. 

选 青 出 来 的 优良 品种 一 “ 川 花 ” 和 部 份 选用 了 “ 宪 川 373” 及 “ 木 字 棉 4 号 "等 棉 种 ;实行 了 
SRK PAT FRB OM, EAR PPR ee Ee, 使 棉花 能 
ABATE ARTE TH, PERN RP db) LTE RS Be 
FETA: RTE Ee J — PT AA, RRS TRA EE, A 

LER AET BARR BSE Ke, Tt BER RAE , SSE R BES PER 

LGR BURT BB BeeOR YD. MAHVEF RNARMRE ARR 

IVR, PRN TEAR LT ARS, BUS OT OH AR 
区 内 棉 区 劳力 较 足 ， 加 上 前 述 各 项 有 利 条 件 ， 正 在 元 续 大 力 扩充 植 棉 面积 和 提高 种 棉 技 

' 术 ,这 将 使 本 区 成 为 云南 更 加 重要 的 产 棉 基地 。 
末 区 为 云南 最 天 的 产 茶 区 ,近年 茶园 面积 和 茶叶 产量 分 别 占 全 省 近 40% , wsdl. ee 

FIAMEA EE RAG AS AAS, EROS BPE RI 
FEBS 1,800—2,200 米 的 丘陵 和 山地 区 ,以 凤 庆 最 为 集中 ,为 全 省 最 大 的 产 茶 县 ,茶叶 产量 
占 公 省 总 产量 的 15 田 以 上 ,其 次 为 昌 宁 ̀ 、 云 县 、 什 康 和 临 洽 等 地 。 本 区 茶叶 以 大 叶 种 为 主 ， 
而 久 双 江天 时 茶 为 最 多 ,品质 也 最 好 ,其 次 要 算 凤 庆 。 茶 园 主 要 浪 汉 族 经 营 , 也 有 拉 咎 、 伟 
伍 、 傣 族 种 茶 , 但 为 数 不 多 。 本 区 的 主要 产 茶 区 较 之 西 双 版 炳 劳动力 为 充 检 ， 搂 受 新 的 采 

“” 制 技术 较 快 ,最 近 几 年 内 主要 发 展 采制 技术 较 高 \ 耗 费 劳 力 较 多 的 和 纠 毛 茶 年 产 ， 现 在 和 所 
茶 产 量 已 占 到 仅 区 茶叶 疮 产量 的 将 近 一 牢 ， 占 全 省 壮 毛 茶 总 产量 的 90 多 以 上 ， 分 布 于 凤 

疾 、. 昌 宁 \ 双 江 、 云 共和 刚 瀹 等 县 , 凤 庆 不 仅 是 全 省 茶叶 主 产 县 ,同时 也 是 本 毛茶 主 产 县 , 讨 ， 
“县 茶叶 总 产量 中 , 秆 毛 茶 占 了 和 契 大 部 分 。 ee te 
a RAR. AKASH MERA, IER WA ODS, 
极 增产 季 共 的 就 成 为 本 区 发展 茶叶 生产 的 重要 任务 。 

释 济 作物 中 甘蔗 在 全 省 亦 占 一 定 地 位 ， 蔗 田 雳 星 地 分 布 于 1700 米 以 下 的 河谷 SR 

子 ; 和 棉花 一 样 主要 分 布 于 水 田 ; 因 为 甘蔗 生长 前 期 少雨 ,需要 灌 浙 , 在 金沙 江 燥热 地 区 就 
RECA ADEE, £1,700 米 以 上 的 地 区 ,由 于 气温 的 影响 ,三 大 部 份 是 成 元 期 ， 
SUNFIRE , 在 1,700 米 以 下 的 地 区 ，, 则 除 种 芦 芒 外 , 还 栽培 生 其 期 长 ,收获 期 较 短 但 产量 
RHMFLU, SKCERARS OLA RU SAMUS, SAMAK 
BRIER, MEAAT MATOS, | SERS EMA HA 

-和 件 下 ;还 可 扩大 植 蔗 面 积 。 
未 区 西南 部 各 县 的 亚热带 赴 区 可 明 地 很 多 ,为 了 发 展 晤 啡 ,甘蔗 、 剑 麻 、 香 阁 、 落 臣 、 世 

时 等 亚热带 作 愧 ;有 必要 开 旦 其 中 部 份 落地 。 
本 区 北部 海拔 3,000 米 以 上 的 地 区 ,高 出 收 场面 积 天 , RS Se 

” - 民 从 事 牧 业 的 上 多 ， 养 畜 业 产品 收入 在 该 地 藏族 居民 轻 济 中 占有 很 大 比重 。 创 养 的 宾 音 ' 

DEP PARE SAE HE, RGAE. PEELE OATS 
的 藏族 地 区 , FE ER CSE RHI FURS, BATT (PRUE, EAE 

1) WYO OCA eee BRU Te BR RT STI tS PS eee ee et 
Ti bt 

2) 据 中 名 县 调查 , SPE ABAMTIIAR, 枯 月 1.5 帮 , EAPO, MAS. RAPHE S HE 
克 , 产 毛 A0—69 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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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ABAYL MEDS, ta) EPP IRS HABE 8) RRA OP SE, ERE, SB 
il EFA RHE , EAR BE PB Hi, ARK RPP . 

本 区 洱海 北部 沿岸 地 区 是 云南 著名 的 “ 邓 川 乳牛 "产地 ， 它 位 于 云 岭 和 点 芝山 之 间 ， a 
候 温 和 ,而 且 比 较 湿 润 ,水 草 丰 美 ,附近 所 产 大 豆 ̀ 香 豆 、 哎 豆 等 可 作 乳 牛 的 良好 精 侗 料 , 据 ， 
地 方 文献 记载 , 远 在 唐 朝 , 邓 川 饲养 乳牛 就 很 盛 ,解放 后 经 过 上 发展 ,现在 邓 川 全 县 平均 每 三 
人 就 有 一 头 怨 牛 ,成 为 农民 收入 很 重要 的 租 成 部 份 。 邓 川 乳 牛 体型 甚 小 ， 由 于 历史 习惯 ， 
研 粗 放 饲养 , 除 母 牛 临产 前 后 很 短 时 间 了 予以 舍 乌 外 ,都 在 山上 草场 放牧 (早出 晚 归 ), PLA 
的 泌乳 期 一 般 为 8 一 10 个 月 , 日 产 乳 2.5 一 3 公斤 ， 怨 内 合 脂 肪 其 多 【一 般 达 5.6—7%), 

产品 供 邓 川 乳 粉 厂 作 原料 ， 如 引进 荷兰 相 种 公牛 进行 TRE, KEARSE, 还 可 提高 产 乳 
量 。 rr 
人 

的 改变 。 近 年 工业 总 产值 还 只 占 全 省 的 14 多 左右 ,工业 产值 中 手工 业 还 占 大 部 份 ,解放 前 
仅 大 理 \ 下 关 、 保 山 和 腾冲 等 地 有 少数 现代 的 工业 ,其 他 地 方 没有 或 很 少 , 现 有 工业 基本 上 
是 在 解放 后 几 年 中 才 发 展 起 来 的 ,以 农产品 加 工 为 主 , 候 米 工业 除 北部 过 少 外 ， 其 他 地 区 
都 普 逼 有 分 布 ， 其 中 以 下 关 和 保山 规模 最 大 。 与 茶叶 生产 紧密 竺 合 的 制 茶 工 业 在 全 区 占 
有 重要 的 地 位 ， 分 布 于 下 关 、 凤 庆 \ 临 洽 等 地 。 随 着 大 理 、\ 德 央 二 地 的 茶叶 生产 基地 的 建 
立 , 本 区 制 茶 工 业 将 有 进一步 的 发 展 。 制 糖 工业 目前 还 很 薄弱 ,以 士 法 制 糖 为 主 ,分 布 各 甘 
蔗 产 区 ,近年 “ 先 机 后 士 ” 的 小 机 榨 有 所 发 展 , 主 要 分 布 于 邓 川 . 云 县 和 永 胜 等 地 , 龙 陵 她 江 
圳 新 建成 的 机 械 糖 厂 为 全 省 规模 志 大 的 糖 厂 之 一 ,也 是 本 区 目前 生产 白糖 的 主要 企业 。 此 
SL AKI AMBUSH NFL). KALA VERS HARA, DB, BAR 
US SURBA, LADERA ARR AA DAE. BL 
Hills) DA PSR BEC, AFM E AY PAL SLi IN EY FT AL FERAL EE 
式 农 具 ; 还 试制 成 功 了 拖拉 机 。 煤 炭 工 业 目前 多 属 小 蹇 开采 ， DURE RK, 
PRT BEACHES FAAS 2 AL OR, SEI ESS SS AO, BAT HL) PS RL 
Fe, FGPG A aE OS EEE He A= BIFED A EM, BES 
其 是 化 学 肥料 将 会 迅速 发 展 。 本 区 为 云南 最 重要 的 林 区 ， 随 着 本 区 工业 的 发 展 和 交通 的 
改善 , 著 积 量 非常 丰富 的 原始 森林 ;将 水 步 得 到 开发 ， 并 可 在 此 基础 上 建立 术 材 加 工 工业 
和 木材 化 学 工业 。 本 区 大 理 石 全 国 著名 ,; 蓄 山 十 九 案 有 八 、 AT, 现在 年 采 重 狗 10 4 
万 吨 ， 行销 全 国有 许多 地 方 。 
交通 以 汇 箱 公路 下 关 到 南部 孟 定 以 及 往 北 到 丽江 中 旬 的 公路 较 重 要 ， 以 此 为 骨干 

联系 区 内 外 ,北部 出 区 由 于 近年 公路 的 不 断 兴 建 ， 物 资 交 流 依 音信 措 、 忆 就 的 情况 已 有 很 
大 改变 。 区 内 多 深切 峡谷 ,河流 坡 大 水 急 , 不 便 航 行 ,目前 只 有 洱海 水 上 运 索 较为 方便 。 

下 关 市 是 本 区 交通 枢 太 \ 经 济 中 心 和 大 理 白 族 自治 州 的 首府 。 位 于 点 车 山 闹 和 深海 
之 滨 的 大 理 平 原 上 。 远 在 清朝 中 叶 , 由 于 附近 各 县 植 茶 事业 的 发 展 , 下 关 就 已 是 重要 的 茶 
市 ,当时 在 全 省 仅 次 于 普洱 。 清 朝 末 年 以 后 , 茶 产 更 增 , 下 关 茶 叶 集 散 量 跃 居 全 省 首位 , 制 
茶 手 工业 也 随 之 兴起 。 抗 战 时 期 并 顷 公路 通车 ， 本 市 商业 过 前 繁 某 。 有 目前 仍 为 本 区 以 及 
云南 西部 最 重要 的 物资 集散 点 ,每 年 本 区 所 产 的 大 量 棉花 茶叶、 熙 材 、 危 食 、 芒 糖 、 著 名 的 - 
洱海 已 鱼 、 稚 庆 火腿 、 澜 省 的 核桃 仁 、 宾 川 雪梨 及 其 他 农 副产品 多 在 此 集中 转运 昆明 和 销 
售 各 地 ， FL OSSS HOKE VTS SR ARABS HS BRAY SP to Ace ca F565) BUSS 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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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县 。 工 业 也 有 很 大 发 展 ;, 解 放 后 到 1957 年 为 止 ,兴建 工厂 计 达 20 余 个 ， 工 业 总 产值 比 
1952 年 增长 3 倍 以 上 ， 现 有 工业 主要 为 短 食 加 工 \ 榨 油 、 制 茶农 具 制 造 \ 汽 车 修配 、 电 方 
等 部 门 。 今 后 几 年 办 , 东 至 昆明 的 铁路 可 望 建 成 通车 ,附近 水 电站 可 以 建成 ， 目 前 小 型 馈 
铁 联合 企业 也 正在 兴建 ,还 将 陆 乱 新 建 机 器 制造 化工. 人 造 石油 ` 炉 粹 等 工厂 ， 将 成 为 本 
区 最 大 的 工业 中 心 。 

TH (HG) EE RE SUB EMO, 位 于 温 箱 公路 上 , 距 中 箱 国 界 只 几 十 公 - 
里 ,是 我 国 通 往 御 旬 的 要 省 ,抗日 战 惫 期 间 ; 世 市 售 遭 日 本 侵略 军队 的 严重 破坏 , 几 成 废墟 ， 

. 解放 后 才 恢 复 和 发 展 起 来 。 现 有 傣族 ,汉族 居民 5;000 多 人 ,这 里 过 去 没有 工业 ,解放 后 新 

建 了 电力 、 制 糖 \ 制 酒 \ 农 具 制 造 , 采 煤 \ 砖 达 等 工厂 ,今后 亚热带 农产品 加 工 工 业 将 形 发 展 。 

RSME 

FETE DURA GINA, SKA ALE 21—25° SR BARA 
PSALM eR SRE FER A AAO, ABE 1,500 
米 以 下 , 澜 洽 江 和 把 边 江 扒 贯 全 境 ， 两 河流 经 之 地 及 其 主要 支流 中 下 游 的 坝子 地 势 较 低 ， 
海拔 都 在 1,000 米 以 下 。 由 于 和 炉 度 和 地 势 的 较 低 ,同时 双 主 要 为 太平 洋 季 风 所 控制 ,因而 
气候 具有 高 温 多 雨 的 特色 ,区 内 中 南部 1,000 米 以 下 的 地 方 冬季 无 需 , 如 景 洪 的 犯 对 最 低 : 
温度 只 4.2%C， 因 之 适合 于 发 展 包括 橡胶 在 内 的 各 种 热带 、 亚 热带 经 济 作物 。 缺 点 是 本 区 
于 季 (10 一 4 月 ) 和 和 雨 季 (5 一 10 A) 的 分 别 十 分 显明 ,雨季 中 集中 了 公 年 降雨 量 的 90 % 左 

右 , 这 不 仅 对 作物 在 干 季 的 生长 受到 一 定 的 不 利 影响 ,而 且 往 往 使 一 般 大 春 作物 的 播种 期 

”推迟 ,延长 了 作物 生长 期 ,所 好 的 是 空气 湿度 大 , 晨 有 浓 雾 ,多 少 对 干旱 起 了 缓和 作用 。 

AE HFH AR SHHEHAKS HRASHRRHBE, FLAT BK 
很 多 ,封地 扩大 利用 率 特 别 是 在 冬季 的 利用 率 还 有 很 大 梁 力 。 

本 区 已 星 地 分 布 于 圳 子 与 河谷 的 占 很 大 比重 ， 水 田 占 全 部 耕地 面积 狗 40%, HR 
水 田 比 重 较 高 的 地 区 ,由 于 历史 上 农业 生产 的 落后 ,水 田 几 无 灌 浙 届 施 ， 解 放 后 虽 兴 修了 
水 利 ,1957 年 有 水 灌 浙 的 水 田 仍 不 到 30 多 ， 且 多 靠山 敌 水 灌 新 ， 抗 旱 能 力 不 高 ， 至 于 占 

70% UV EMKH NERA MAS WH”, SSS, PAR RERER, (HM 1957 年 冬至 
1958 年 的 天 修 水 利 ,这 种 情 驳 已 显然 改观 。 旱 地 稳 大 多 数 都 比较 分 散 地 分 布 于 山地 ,山区 
更 是 地 广 人 稀 , 赫 作 较 填 区 粗放 得 多 ,现在 还 有 部 份 翰 上 歇 地 。 人 民 公 和 化 以 后 ， 本 区 各 地 
劳力 得 到 较 前 充分 的 利用 , 烙 合 生产 工具 的 改革 ,已 有 可 能 进一步 改善 水 田 的 灌 浙 条 件 和 

在 旱地 还 步 实现 精 耕 普 作 ,提高 耕作 水 平 。 
区 内 民族 人 口 数量 构成 中 ,汉族 占 三 分 之 多 ,其 余 轼 多 的 是 傣族 和 哈尼 族 ， 此 外 还 
有 拉 竺 族 \ 东 族 、 作 伍 族 ,布朗 族 等 。 傅 族 在 区 内 分 布 的 地 区 很 广 , 尤 集中 居住 于 南部 。 休 
族 、 汉 族 和 部 分 哈尼 族 大 多 居住 在 平 圾 ,其 余 各 族 大 多 分 布 于 山区 。 解 放 后 由 于 各 族人 民 . 
友爱 团结 ,相互 支援 ,大 大 改变 了 原来 农业 生产 极为 落后 的 面貌 。 

BAK AW OERAS WE AROSE. KPMG SEEM, SRERS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60 多 和 产量 的 80 % FIRMA PKA S 75% HAWS. ASKS 
分 分 布 于 各 河流 域 的 坟 子 ,南部 尤 是 如 此 , 册 区 水 稻 只 有 北部 稍 多 。 区 办 河谷 址 子 移 年 气 ， 
漫 高 ,水 稻 几 乎 在 四 季 都 可 生长 ,只 是 由 于 缺乏 水 利 保证 和 劳力 ,肥料 不 足 ;现在 仍 必 年 种 
一 季 为 主 , 双 季 称 在 本 区 水 稻 面 积 中 只 占 DCE, 以 普洱 、 景 谷 和 景 东 等 县 河谷 地 区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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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S , 除 普洱 外 ,其 余 都 是 在 1954 DUS A RBA UE ET eR, ME 
TAFE AS SRL BEE TR A IEA PR SEA A, = AH 
A ABR URED LTE EY MG OF, SUS S-DSRS 
PLACER LRA ARBRE, APL OES, TS A BUA, PORDAS AB Le 
Ike, AS eS, MT, RRA RSE, AAEM RIE, 
南部 各 县 古 到 水 稻 面 积 的 80 CL, ARAN MIE He OL Beh, ER 

- 族 ,汉族 而 外 的 许多 少数 民族 ,主要 和 经营 旱地 ,以 旱稻 为 主要 食 其 ,以 致 益 击 旱稻 面积 比重 
很 大 , 占 稻谷 面积 的 40 匈 以 上 , 占 公 省 旱 和 水 面积 的 50 一 60 多 。 因 耕作 粗放 ,全 区 旱稻 每 雷 
平均 产量 仅 150 一 200 斤 3 低 于 全 省 其 他 各 区 ,相当 本 区 水 稻 单产 的 30 一 40 % WE 
点 可 见 , 本 区 稻谷 的 生产 湾 力 极 天 ,采取 以 发 展 灌 浙 和 夫 施 肥料 为 主 的 措施 以 后 ， 不 仅 单 
位 面积 产量 可 以 显著 提高 ， 而 且 通 过 改 旱 地 为 水 田 ̀\ 适 当 发 展 双 季 稻 扩 大 水 舟 播 种 面积 ， 
增产 钴 食 ,从 而 为 逐步 减少 旱地 瓶 作 面积 和 以 部 份 发 展 热带 和 亚热带 作物 创造 条 得。 
 、 琅 米 的 播种 面积 仅 灵 于 水 稻 和 旱稻， 总 产量 比 旱稻 稍 多 ,以 景 东 , 墨 江 :全 源 、 澜 洽 等 
ACME ARS, HbR CART ARLE BYES, ESA ETRE 
RM, SA BRD, LTP ALA Ae 

| SR RIMMER, TARDE RE DE, MREMPBEEARRE SEA. 
KABRRAAR, RELEMK, MLA PRA ARADO, Be 

HARD ES TES EHSL SHR, Pe A SIL RE, 是 今后 作物 
“”- 侣 理 配置 的 一 个 方向 。 

未 区 茶叶 生产 在 省 内 占有 重要 地 位 ， 储 区 茶叶 产量 仅 少 了 下 关 地 区 ， 为 本 区 重要 的 
: 甸 调 农 疙 品 。 本 区 高 温 多 雨 ,六 多 地 区 冬 春 无 霜 或 仅 有 微 霜 ,山地 及 丘陵 地 士 层 深厚 ; 腐 殖 
- 质 多 ,排水 良好 ,具有 微 酸性 ,这 些 都 是 茶叶 生长 的 良好 环境 。 本 区 不 仅 有 种 茶叶 优越 的 下 ， 
- 然 条 件 , 而 且 还 有 产 茶 的 悠久 历史 ,为 云南 茶 产 的 发 源 地 , FRE RIL ， 、 
只 有 100 HAA, MAKE MARAE AE, UO RRA 
3500 年 以 上 ， 历 史上 著名 的 云南 五 大 茶山 ?都 位 于 本 区 。 MHRA RAE, MPSS 
国 , 1937 一 1938 年 因 日 本 帝国 主义 西 侵 ， 销 路 阻塞 ， 且 因 侵 御 日 冠 对 本 区 直接 的 起 村 威 

- 胁 , 茶 叶 生产 逐渐 衰落 ,日 本 帝国 主义 投降 后 ,又 遭 国 民 党 反动 派 压 榨 刘 创 及 菲 兵 嫩 扰 ;到 
解放 前 夕 茶叶 生产 已 几乎 全 部 陷于 停顿 。 解 放 后 在 党 和 政府 的 俩 导 下 和 在 经 济 上 大 坊 白 
45 F  SUEAR RMA 80% DAES DLR AE AL Aa 7 Se : 
很 大 提高 。 

现 有 茶园 天 多 为 少数 民族 经 营 ， 主要 分 布 于 三 个 地 区 :1 以 动 海 为 中 心包 括 调 洽 的 “， 
景 迈 茶山 在 内 的 澜沧江 西部 茶 区 ,茶叶 产量 占 全 区 的 55 卿 以 上 , 基本 .上 都 是 大 叶 种 茶 ; 是 
云南 茶叶 质量 最 好 的 茶 区 (特别 是 动 海 ), 茶 园 多 分 布 于 吉 区 周围 的 丘陵 , 海拔 1,200 RAE 
右 (其 中 格 般 和 布 郎 山 在 1,500 米 以 上 ) ,都 相连 成 片 ;(2) 景 谷 河 茶 区 ， 包 括 景 东 , 景谷 和 

* 

SiS 2. EM KS AE 40% (3) RA BRAC B— HHI AK ,海拔 1700 KE 
A, AE PTAH MADE ATTEN 70% EA), 红 毛 茶 产 量 很 少 ， 只 有 西双版纳 的 

南 糯 山 和 墨江 的 景 星 街 生产 ,另外 在 动 海 生 产 少 量 内 销 烁 茶 。 茶叶 生产 浪 力 很 大 ;售后 除 ， 

1) 在 西双版纳 的 烙 明和 境内 。 
2) 即 动 海 ( 南 糯 山 儿 侈 乐山 \ 易 武 , 倚 邦 \ 调 洽 的 景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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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 EM BARR, PLA CANA 
“族人 民 无 其 是 耳 区 兄弟 民族 的 收入 。 

末 区 南部 是 云南 发 展 热带 与 亚热带 作物 条 件 最 好 的 地 区 。 首 先是 可 供 发 展 这 些 作 秩 
oF ROH ETF. AR SLL Ab OE AL Pe AE OS, BSS BE 

| CREA AS, EPS, HIE ea RE HA 
ARES. MEKRMER EE ERSOABEEE, 

| 解放 前 本 区 几乎 没有 工业 , 仅 有 少数 炼 铁 , 制 茶 等 小 厂 , 生产 亦 极 不 稳定 。 解放 后 至 
1957 年 为 止 , 全 区 已 有 大 小 工业 企业 30 余 个 ;但 因 位 处 边疆 ,交通 不 便 ,技术 力量 和 劳动 
力 都 很 使 乏 ,新 建 厂矿 的 大 多 数 规模 也 不 大 ,因而 为 云南 工业 基础 最 薄弱 的 地 区 。 现 有 工 
业 中 | 陈 新 建 的 一 些 镍 矿 比较 重要 外 ， 其 灾 是 经 过 扩建 的 原 有 两 个 铁 厂 , 所 产生 铁 勉 可 满 

“是 本 区 生产 农具 的 需要 。 其 余 为 动 海 的 制 茶 ， SRO ROR ABLE salah 制 粉 以 及 麻 黑 等 地 
的 制 盐 等 。 

在 反动 派 和 统治 时 期 ,本 区 没有 一 条 到 路 , 交通 十 分 于 塞 ， CALA RIE SB 
Kab RPS MAR PE 

| ARVEREAELR ALK, SERIE RD ORS BS, ERE TI, 
ere ACPA ZI, 从 景谷 到 动 海 临 洽 线 上 的 圈 内 , ABBR, PLEATS 
路 ,此 外 许多 地 方 还 修建 了 简易 公路 , 并 整修 了 垦 道 ,这 些 交 通 线 的 开辟 与 整理 ,大 大 活跃 
了 城 乞 经 济 , 促 进 了 物资 交流 ;密切 了 边疆 与 内 地 的 经 济 联系 ,加 速 了 本 区 工农 业 的 发 展 。 

多 景 洪 是 西双版纳 傣族 自治 州 的 首府 ,是 漫 南 重 锁 之 一 , 它 位 于 澜 洽 江 西岸 富 能 美丽 
的 景 屋 组 上 ,水 陆 交 通告 称 便利 。 克 景 洪 古 名 景 兰 ,很 早 以 前 就 是 傣族 人 民政 治 经 济 活动 

ROH (BBE, 由 于 国民 党 反动 派 以 此 为 压迫 和 剑 创 西双版纳 各 族人 民 的 据点 , 至 
”解放 时 这 个 城市 没有 任何 建设 ; OR EEL A WOE RF IER TY RAR", 开 ， 
展 了 屁 欣 欣 向 药 的 一 页 ,1953 年 屁 洛 公路 通车 后 , 粉 这 里 带 来 了 商业 上 的 繁 药 , 现在 并 已 

AY RA BOK BLE Ph, 酿酒 、 制 糖 和 农具 制造 综合 性 的 景 德 工厂 "DBA IN 

工厂 、 砖 无 厂 等 ， BFA RODS ATER) RON SERRE” ORE LAE, 以 一 座 
新 兴 的 城市 面貌 出 现在 租 国 的 边疆 。 

思 薄 位 于 昆明 至 动 海 打 洛 的 公路 线 上 , 清 未 被 开 误 为 商 壕 ; 是 法 帝国 主义 侵略 云南 据 
”点 之 一 ,商业 盛 时 人 口 鲁 达 数 万 ,后 来 因为 瘦 度 流行, 整个 思 东 夫 区 的 居民 大 量 死 亡 , 田 欧 

` 药 梧 , 思 苦 城 镶 人 口 也 所 剩 无 几 , 商业 随 之 衰落 , RES BRET RAIL A 
DME, MSR E REM EDUS LERT RMR ORA EY AK 
BRP BOAR LIB SR AE SET Aa WR BD EME) SE LAT ES, SE BL, JA, 
PANE, BMS PAT SERS BS eh, SS AAT TO. 
FP ANAS IIE T RAT RL VR SER DAL MAMAS AL 

4S Rtzpaae fa BPR ARM LAL ROIS 

4.48 IB it Ez 

AE TGS RG Ba AC EK AAT. KAA APA 

t 

1) aR: GRR RR “VES ER 

* 199 + 



海 技 1,000—1,500 K, BKBWBARA, HTPRA(SBEBALM), ZAREPBRNAW 

凶 带 。 南 部 河谷 地 带 地 势 较 低 ,海拔 多 在 1,000 KIA K, 但 山 多 谷 狂 。 大 部 分 地 区 气候 温 
和 ,雨量 充沛 , 干 湿 季 的 区 分 也 很 显明 。 南 盘 江 流域 地 区 ， 冬 春 气候 特别 干燥 ， 年 雨量 在 
900 毫米 以 下 , 开 远 仅 700 毫米 左右 , 这 对 冬季 作物 的 生长 和 夏季 作物 的 播种 都 有 不 利 的 
影响。 本 区 东部 及 南部 雨量 较 多 ， 冬 春 气 候 也 较为 温润 ， 年 雨量 在 000 一 13200 毫米 之 
乔 , 河 口 、 金 平 \ 屏 边 等 县 万 富 , 年 雨量 在 1400 一 800 毫米 之 间 ， 其 中 河口 达 了 800 毫米 

. 去 右 。 全 区 河谷 地 区 属 亚热带 气候 ,而 河口 一 带 不 仅 冬 季 无 霜 , 各 月 平均 温度 县 达 10%C 以 
上 ,并且 冬 春 雨量 为 云南 最 多 ,于 湿 季 不 十 分 明显 , 极 适 合 热带 和 亚热带 作物 栽 堵 。 

本 区 水 利 屋 施 基础 较 差 ,耕地 中 旱地 比重 高 ,人 少 地 多 ,劳动 力 缺 乏 ， 丘 北 、 开 远 、 蒙 
自 、 屏 边 及 南部 地 区 , 每 一 家 业 人 口 平 均 耕地 都 在 3 一 4 LE, 因而 耕地 的 利用 率 也 低 ， 
全 区 复种 指数 仅 为 120 一 1309%。 

本 区 一 般 农作物 单位 面积 产量 较 低 ， 作物 播种 面积 中 经 济 作物 所 占 比率 小 ,虽然 区 内 
东部 各 县 有 粮食 运销 广西 (主要 因为 地 近 广 西 ， 并 有 水 路 相通 )， 但 工矿 区 如 个 旧 仍 须 由 曲 . 
GEREN. 
APSE KS EMH, BK BLA IER tei BAAR 

75% SRR BIEN 90 多 。 夭 从 播种 面积 虽 比 玉米 略 少 , 但 产量 则 比 琅 米 多 一 倍 有 余 ， 
在 詹 食 作物 生产 中 占 主 要 地 位 。 本 区 西北 部 ( 南 盘 江 流域 ) 圳 子 较 多 ,水 田 比重 大 于 旱地 ， : 
是 水 舟 主 要 的 分 布地 区 SHEL, 单产 较 高 。 蒙 自 地 区 气候 比较 干燥 , 地 面 逐 流 缺 
乏 ; 有 一 部 分 水 舟 采 用 早 直 播 方法 抗旱 拾 时 播种 。 本 区 南部 亚热带 河谷 地 区 高 温 多 雨 , 适 
合 于 双 季 舟 的 生长 ,在 解放 前 就 有 双 季 称 的 种 植 ,但 因 坡 陡 谷 狭 ,主要 为 旱地 ,水 田 面 积 不 ， ， 
大 ;同时 劳动 力也 比较 缺 乏 , 近 几 年 来 双 季 称 虽 比 过 去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但 目前 播种 面积 仍 ， 
然 不 大 , 雳 星 分 布 在 南部 沿边 各 具 , 以 元 阳 较 多 ,其 次 是 红河 \ 河 口 \ 金 平 富 宁 等 县 。 文 而- 
什 族 苗族 自治 州 境内 山区 耕地 占 到 80% 以 上 (包括 丘陵 地 在 内 )， 旱 地 占 耕地 面积 
60 一 80 匈 , 为 玉米 主要 分 布 区 ,这 一 作物 占 当 地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的 35—50%, BARA 
于 昆明 地 区 的 第 二 个 主要 玉米 产 区 。 和 芯 区 一 样 ,玉米 地 普 副 间作 大 豆 , 在 富 宁 、 麻 栗 坡 、 
马 关 等 县 和 红河 险 尼 族 东 族 自治 州 的 南部 有 部 分 双 季 玉米 的 种 植 。 

经 济 作物 在 全 省 占有 比较 重要 地 位 的 是 花生 和 甘蔗 ， 花 生产 量 占 全 省 60%, FRB 
可 利用 部 分 种 植 杂 少 的 旱地 发 展 种 植 面积 ,本 区 西北 部 冬 春 干 旱 少 雨 ,种 植 油菜 很 少 ,发 展 ， 
花生 将 是 为 本 区 人 民 提 供 食用 油 原料 的 重要 方向 。 现 花生 主要 分 布 于 建 水 \ 开 远 、 弥 勤 、 
丘 北 \ 砚 山 等 县 赴 区 的 旱地 上。 本 区 也 为 云南 重要 的 甘蔗 产 区 之 一 , HHA 5%, 
在 各 亚热带 河谷 地 区 都 有 种 植 ,而 以 南 盘 江 流域 的 弥 勤 ̀  开 远 、 曲 滩 、 蒙 自 、 建 水 等 县 较为 ， 
集中 ; 仅 弥 勤 一 县 就 占 到 近 全 区 种 植 面积 的 一 牛 , 是 云南 出 产 甘 蔗 最 多 的 县 分 ， 其 次 是 富 
SS REE, BANK RRS SBR, ews EE ko, 
—#—I, SRAM EES POL, MS TR. 富 宁 \ 广 南 等 东南 
都 甘 芒 种 植 区 蔗 田 多 分 布 于 河谷 山坡 :上 的 旱地 ?甘蔗 品种 多 为 耐 状 耐 旱 的 芦 芒 , 产量 低 ， 
ABE EARS FORMA, NAMKHEATMEAT BHA, Be 
— Hh , Sk 4p HEY PE SEK, FE DURE OKs EE OS EE, 也 不 追肥 , 第 二 
SEY HENCE, WA1958 ERB OE AYE, ZEST RHO E , SSBB RE FA, 改 种 良 蔗 , 推行 
— Fe — Pahl RUBE AE DE AP, PLE LR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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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Uy fe eT Te a YE PN BSC IL 53K PEE A A AT A SRW 
重要 甘蔗 产 区 之 一 。 

本 区 南部 河口 . 屏 边 、 金 平 以 及 局 关 、 麻 栗 坡 等 县 谷地 多年 高 温 ， EE, CEES, 
于 湿 季 不 很 明显 。 ee ee 
TERETE 

ARLBEE SHI I, AM =e, SORES AVE EC SB BEBE, 
FG36 MG SCE RTT AO FE LS", 

”未 区 工业 比 下 关 和 尤 景 洪 地 区 发 达 ,在 云南 居 第 二 位 。 个 旧 和 开 远 是 本 区 工业 中 心 。 
有 色 金 属 是 本 区 现 有 工业 的 主导 部 门 。 采 煤 工业 也 为 本 区 工业 较 重 要 的 组成 部 分 ， 储 量 
和 竺 产 规模 相当 大 的 小 龙潭 煤矿 就 位 于 开 远 北面 不 远 的 地 方 ， 这 项 资源 不 仅 为 开 远 、 个 
得 .昆明 等 地 发 电 和 民用 提供 燃料 ,并 且 还 是 未 来 发 展 化 学 工业 的 重要 原料 。 开 远 县 东部 
的 煤矿 旭 为 个 旧 炼 锡 用 煤 的 供应 地 之 一 。 弥 勤 境内 煤矿 不 仅 烟煤 储量 较 大 ， 而 且 质 量 也 
好 】 南 盘 江 下 游 有 丰富 的 森 宁 资源 ,为 云南 重要 林 区 之 一 , 现 已 开始 大 规模 采伐 , 开 远 建 
有 木材 加 工 工 厂 ; 加 工 木 材 供 个 旧 、\ 开 远 、 昆 明 各 种 建设 和 本 区 铁路 建设 需要 。 本 区 盛产 

"” 甘 芒 ;, 开 远 和 了 弥 勤 的 竹 园 坦 有 小 型 的 和 个 机 械 化 糖 厂 , 在 各 主要 产 区 还 有 更 多 的 士 糖 厂 。 
本 区 交通 运输 也 比较 发 达 , 演 越 铁路 及 其 支线 个 碧 石 铁路 呈 丁 字形 相交 ,为 本 区 交通 

药 动 脉 , 旋 鱼 担 着 本 区 最 大 的 货运 量 ,目前 且 为 云南 和 国内 外 联系 的 主要 通道 。 全 区 各 县 
也 都 有 公路 相通 , 开 ( 远 ) 文 ( 山 ) 公 路 是 本 区 境内 最 重要 的 铁路 辅助 线 ,也 是 文山 偿 族 苗族 
自治 州 交通 运输 网 的 骨干 , 写 把 整个 文山 全 族 苗族 自治 州 与 开 远 连 系 在 一 起 。 与 开 娘 公路 
.相连 接 , 从 砚 山 到 广西 百色 的 公路 亦 已 通车 ,使 得 本 区 广 南 、 富 宁 外 调 的 类 食 、 桐 油 、 八 角 
等 重要 十 特产 品 及 所 需 的 工业 品 能 够 更 加 方便 的 经 广西 进出 ,同时 也 密切 了 与 文山 \. 开 远 
的 往来 。 原 来 广 富 二 县 的 对 外 联系 主要 依靠 闽 险 河 (上 自 谷 拉 街 ， 下 通 广西 的 百色 ) 的 木 
船 运 输 ， 在 年 产 惫 剧 发 展 的 情况 下 ， 今 后 这 一 航道 仍然 重要 。 元 江 流域 的 元 江 与 红河 之 
击 , 获 年 通行 吨位 很 小 的 木船 ,这 是 季 河 \ 元 阳 \ 石 屏 和 建 水 四 县 所 需 普 洱 \ 麻 黑 食盐 的 便 术 
SEMEL, FOUL PURER EN WY 110 公里 问 ,1956 年 经过 整治 后 , 现在 已 能 基本 通航 ,不 
过 目前 货运 量 还 不 大 , RHA DMRS. WS, BEN SRM MA 50 
公里 的 航线 。 石 屏 境内 的 异 龙 湖 , 也 有 航行 之 利 。 

售 旧 是 我 国 的 锡 都 ,位 于 云南 东南 部 高 原 上 ,东北 与 蒙 自 县 接壤 并 邻接 开 远 。 境 内 中 
部 府 天 起 伏 , 东 部 主要 为 喀斯特 地 形 区 ,南北 地 势 平 组 。 人 
锡 的 储量 尤为 丰富 , 其 他 重要 金属 的 储量 也 很 大 。 境 内 没有 志 大 的 河流 ， erate. 
(ASE BS OG , SR EAE PIB FE RE | 

PIBRAEFE RGD HT Ee REY , AB, 个 旧 的 历史 ,也 就 是 个 旧 的 锡 矿 开采 
的 历史 。 相 传 元 .明之 际 ,个 旧 开 始 采 银 矿 ,至 清 乾 隆 以 后 , 锡 的 采 冶 才 逐 渐 发 展 。 光 竺 初 

年 , 清 政府 屋 立 个 旧 厅 专 管 锡 矿 , 政 区 .上 仍 属 蒙 自 县 的 一 部 分 ,1913 ERR BI, RE 
自 铬 开辟 为 商 壕 , 音 越 铁路 通车 后 , 个 旧 也 就 随 着 锡 业 的 兴盛 而 名 间 中 外 ; 但 至 解放 前 的 
几 十 年 间 , 个 旧 除 了 锡 的 采 冶 而 外 , 其 他 的 工业 和 没 有 得 到 发 展 , 而 且 这 里 仅 有 的 锡 业 到 
Pew 4S hE RE 

1) 本 省 与 广西 同 为 世界 著名 的 从 角 产 地 ,而 云南 从 角 集 中 产 于 文山 自治 州 ; SHSM, Heese 
AEA, eA 三 七 , 亦 名 四 七 ,为 我 国 Ho HERA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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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适应 个 旧 工 业 的 恢复 与 发 展 ，1951 TE ERT. ASR 
AA SSW HAR ERE, MLA TRAE, 早 在 1955 年 "去 鲍 的 产量 就 
超过 了 历史 上 的 最 高 年 产量 。 现 在 双 在 矿区 新 建 了 一 个 用 士 法 生产 粗 谷 的 炼 铅 厂 ， 这 就 
使 个 旧 增 加 一 个 新 的 重要 的 工业 部 站 。 随 着 锡 业 进一步 发 展 ; 与 之 相 联 系 的 金属 治 炼 : 柱 
酸 、 化 学 肥料 、 机 器 制造 等 许多 厂矿 的 糙 午 扩建 和 兴建 ， 这 个 城市 的 工业 面 豌 还 将 不 断 改 ， 
观 。 ate 1 

开 远 是 本 区 交通 的 枢 粗 ,物资 转运 的 中 心 , 也 是 云南 正在 发 展 中 的 工业 城市 之 三 现 
有 人 口 3 万 以 上 。 开 远 是 在 温 越 铁路 通车 以 后 逐渐 发 展 起 来 的 ) 现在 这 里 除 有 铁路 与 昆 

' 有 明 、 蒙 自 \ 个 旧 相 通 外 ,还 有 东 到 文 出 \ 北 至 弥勒 : 南 至 个旧 的 公路 , 交通 便利 ; ARE 
资 大 多 在 此 和 集散。 解放 后 为 适应 个 旧 久 矿 生产 建 改 的 需要 ;就 近 利用 小 龙潭 丰富 的 福 煤 二 
促使 了 这 里 的 电力 工业 和 和 采 煤 工业 的 远 速 发 展 ， 三 考 为 目前 开 远 工 业 的 主体 。 由 于 开 远 
交通 条 件 的 有 利 , 附 近 地 区 褐 煤 储量 极 大 , 并 有 南 盘 江 提供 水 力 ; 所 以 也 是 云南 重点 发 展 
的 城市 之 一 ;和 罗 过 未 来 几 年 工业 的 建屋 以 后 ， 蕊 将 成 为 一 个 以 直 煤 、 电力 \ 化 工 为 志 风 新兴 Sa 
工业 城市 。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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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 在 长 江 三 峡 中 的 船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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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灌 县 离 堆 , 照 片 中 部 为 内 江 , 江 中 ”照片 5 成 都 平原 的 灌溉 渠道 
《 郭 县 城西 南 ) 有 赋 江 上 游 林 区 流放 下 来 的 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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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wi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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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川西 平原 
ag 

all 

川 第 一 个 获得 早 称 大 面积 
丰产 的 县 ,这 是 堵 县 农民 在 抢收 早生 

( 陈 捷 摄 ， 新 华 社 向) 

& 

新 繁 县 是 四 

照片 了 2 内江 近郊 的 土地 利用 ,照片 近 处 蔗 
田 位 于 丘陵 上 部 ,所 种 者 为 芦 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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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 RAR RB 
《 张 齐 才 摄 ， 新 华 社 稿 ) 

ree a) 

af 

Sas cea FORRES. 

ae Poe rk i ; ~. be nk al - sy pel ‘¢€ se 

Rar 二 ”简阳 县 棉花 自 1956 2 BR A SH AH SHE 
产 , 图 为 农民 正在 收获 棉花 

( 游 云 谷 摄 ， 新 华 社 稿 ) 



照片 13 AT PERK RR AE ATA 

(种 植 的 是 良 蔗 2 

Rae 45 乐山 县 附近 的 冬 水 田 

照片 17 有 自 惧 盐 场 的 一 角 

照片 到 “内江 市 郊 农民 把 收获 的 甘蔗 沼 沦 
江 运 法 到 桦 糖 厂 去 
(四 川 日 报社 供稿 ) 

照片 16 ”丘陵 地 区 普 涯 分 布 的 小 型 农田 水 利 

工程 一 - 山 六 塘 (乐山 凌云 乡 

( 孙 患 靖 摄 ， 新 华 社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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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 ”泸州 沙洲 的 乡村 聚落 照片 22 

照 片 4 重庆 市 郊 的 梯田 
(新 华 社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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