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426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动态信息 / 期刊集刊 / 《农业考古》 / 《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目录 

《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目录
20041024    《农业考古》编辑部    《农业考古》2003/3，编辑部惠寄。旧版文章    点击: 1519

《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目录 

《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目录 

作者：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15 12:10:26发布)   阅读727次 

    

·本刊专讯 
《中华大典》重新启动 “农业分典”即将上马 本刊记者 古为农（１） 

·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绿洲楼兰古城迅速消失现象的思考——试说毁于异常特大的沙尘暴气候 江苏宿迁 任 重
（５） 
传统农业的改造——以江西为视角的分析（续）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阮正福(9) 
当代江西农史要略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何友良等(22) 
对左淑珍“中华民族精耕细作传家宝不能丢”一文中几个论点的回复中国农业大学 李问盈
（４１） 
对左淑珍文中“免耕法国际上早已淘汰”的回答中国农业大学 高焕文（４４） 
精耕细作优良传统与机械化相结合是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基石中国农业大学 迟仁立等
（４６） 
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 中国农业大学 左淑珍（５０） 

·农业考古发现与研究 
北京转年遗址的农业考古意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于德源（５６） 
西部地区与中华农业文明发祥 南京农业大学 惠富平（５９） 
秦川地区早期农业文化在中华民族一体格局中的地位陕西省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辛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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