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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农业伴随新中国60年发展走过了光辉历程。
作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基础地位的农业，作为有着13亿人口大国的农业，作为面临激烈国际
竞争的农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始终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带领亿万农民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改革与发
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和巨大成果，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作出了重
大贡献，为保持国民经济较快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基础支撑，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
累了宝贵经验，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党的
十七大作出的决策。
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要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
这是中央从全局出发，立足于我国国情，针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新形势、新任务，顺
势而为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三农”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
体现，是科学发展观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的深入贯彻和实践，是新形势下“三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为制定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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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90余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等单位的农业专家、学者共同编著。
内容包括：引论，农业帝国的工业化尝试；上篇，制度变革；中篇，经济增长；下篇，社会发展；
共41章。
该书还汇编有新中国农村60年变革回顾、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新中国农业60年大事记、新中
国60年农业部机构沿革及领导人名录、新中国60年“三农”模范人物名录等5个附录。
编著者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新中国成立60年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运用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
会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从当代农业60年的长历史视角，全面、系统、客观地展示了“三农”的发
展历程和成就，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三农”的历史经验，是一部非常实用和值得珍藏的农书、史书和
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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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黄河流域农业起源 北方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属于春季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因此种植作
物以抗旱耐贫瘠的粟为主。
中国的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
在我国古代传说系统中，继制作网罟和末耜、教民农作的是神农氏。
《庄子·盗跖》记载说：“神农之氏⋯⋯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此至德之隆也。
”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
神农是古代传说中的一位人物，被尊为农业的始祖。
据《尔雅·释诂》所解：“神，治也。
”“神农”二字也可以解释为“治田”，即对农业的治理。
先民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对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价值和栽培方法进行了广泛的试验，逐渐培养出
适合人类需要的栽培植物来。
神农氏的传说，反映了中国农业这一时期的特点。
在黄河流域极其附近地区发掘了多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遗址中发现许多谷物遗迹和数量众多的
动物骨骼。
斐李岗文化（开封地区文管会等，1978），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在河南中部地区。
所发现的石器有扁平椭圆形铲、扁平长方形铲、扁圆体双面刃斧等。
有的遗址中出现炭化粟粒，还有牛、羊、猪、狗等动物骨骼。
磁山文化（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1981），遗址距今7000～8000年。
在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粮食作物的遗存，经检验为粟。
并发现有猪、狗等家养动物。
在该遗址中发现的石器有：磨盘、磨棒、铲、镰、斧、凿、锤和敲砸器等。
石器的制作以打制后经过砥磨光者最多，多数还保留着打击时留下的疤痕，如斧、铲、镰等；另一种
是琢制的，如石磨盘和石棒等；还有打制的石器，如石锤。
这些石器都是从事农业耕作与粮食加工的农具（阎万英，1992）。
中国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有黍和粟的遗存的，据报道有49处（游修龄，2008）。
黄河流域起源的主要农作物有：1.粟 粟的种植很早，而且面积很广。
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新郑斐李岗遗址、山东滕县北新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新石器时期的
遗址中，都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粟粒和粟壳。
2.黍 又称黄米。
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西至新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多处黍的遗迹。
目前，经过科学鉴定且年代最早的黍粒，是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层中出土的炭化黍粒，经
过“C检验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3.麻古代的麻指的是大麻，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的纤维作物和使用作物。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大麻籽，说明作为食用的大麻种植历史至少在5000年以上。
（二）长江流域农业起源 长江流域以南多是遍布沼泽的水乡，作物以性喜高温的水稻为主。
以1976年发现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为典型代表。
河姆渡文化至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在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谷、稻壳、稻秆等，其中堆积
最厚的达1米多深，有的遗址中还发现有稻谷壳粒。
有关稻谷遗存保存数量之多和保存之好，都是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少有的。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
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以兽骨制造的竟达600多件，占生产工具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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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中国60年对中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来说，经历了满目疮痍、艰难曲折、改革开放、
蓬勃发展的不平凡历程。
如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神农之魂、大地长歌”，“三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谱写了中华
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光辉篇章。
民以食为天，“苍生俱饱暖”。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尤其中国的农民栉风沐雨，攻坚克难，奋斗不息，用占世界9％左
右的耕地，6％左右的淡水，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出壮丽的诗篇，创造了世
界的奇迹！
鉴于以上原因，对“三农”做出贡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金盾出版社提出要把新中国60年来“三农”可
歌可泣的奋斗史、发展史、辉煌成就作为“三农”的史书、辞书记载下来，编写一部长书。
这事经与中国农业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中国农业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老同志们商量
后，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农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编写这样一部长书，承前启后
，具有重大意义，很有必要，也很珍贵。
经与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老教授、老专家、老领导联系，大家积极响应，
热情承担任务。
该书由农业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任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主任、老科协会长唐运新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农经系主任冯开文任副主编。
农业部老部长何康同志亲自担任该书编委会主任并题写书名。
《神农之魂大地长歌》一书提纲出来之后，送到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同志手中，他表示大力
支持，并在提纲上作了批示。
送到柯炳生校长手中，他对提纲作了认真修改，并与瞿振元书记同任编委会副主任。
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石元春同志打电话支持并任编委会第一副主任。
对该书的编写出版，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田淑兰、北京老科学技术工作者总会会长叶文
虎等20多位老领导、院士都表示支持。
本书41章，170万字，涉及新中国60年“三农”的方方面面，97位老、中、青作者参加了本书的编著。
其中，有资深教授或学科带头人和司局级老领导55位（离退休30位、在职25位），在书稿编写进程中
全面发挥了骨干作用；有18位在读博士生、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编写，受到了锻炼
和教育，对他们的成长、成才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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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农之魂大地长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当代农业(1949-2009)》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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