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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地处浙江省最南端 ，是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也是全国首批沿海

对外开放县和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之一 。苍南濒临东海 ，与宝岛台湾

遥遥相望 ，西南与福建省福鼎市相毗连 ，北与平阳 、西北与文成接壤 ，素有浙江“南

大门”之称 。历史上 ，苍南一直属平阳县辖域 ，１９８１年从平阳析出独立建县 ，因地

处玉苍山之南 ，故取县名为苍南 。

２０１１年 ，苍南县进行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 ，将原有的 ３６ 个乡镇调整为“十镇

两乡” ，即灵溪镇 、龙港镇 、金乡镇 、钱库镇 、宜山镇 、马站镇 、矾山镇 、桥墩镇 、藻溪

镇 、赤溪镇十镇 ，以及凤阳畲族乡 、岱岭畲族乡两个民族乡 。县政府驻灵溪镇人民

大道 。全县陆域面积 １２６１畅０８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 ３７８０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 ４２畅０６

万亩 ，林地面积 １０１畅６万亩 。至 ２０１０年底全县总人口 １２９畅８万 ，其中畲 、回等少数

民族 ３万多人 ，是浙江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县 。苍南县汉族居民分属闽海民系

和江浙民系 ，分别通行闽南方言和吴语瓯江片方言 。

苍南位于大陆黄金海岸线的中段 ，县境地形北部宽阔 ，南部狭小 ，略呈倒三角

形 。境内交通便捷 ，距离温州机场 ８０公里 ；１０４国道 、甬台温高速公路和时速 ２５０

公里的温福铁路横贯境内 ；霞关 、舥艚 、炎亭等多个深水良港连接内外 ；７８省道 、龙

金大道 、世纪大道 、环海公路等公路四通八达 ；沿海快速通道即将开工建设 ，是连接

温州都市圈 、福州都市圈的重要节点 ，也是海西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的共振区 。

苍南依山临海 ，风光秀丽 ，气候宜人 ，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 ，冬无严寒 ，夏无酷

暑 ，温暖湿润 ，四季分明 。苍南是农林牧渔的综合产区 ，自然资源丰富 ，名特优稀产

品有四季柚 、荔枝 、甜橙 、梭子蟹 、对虾 、石斑鱼等 ，许多产品远销海外 。苍南境内拥

有“蒲壮所城”国家级文保单位 、“玉苍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滨海 —玉苍山”省级风

景名胜区 ，其中渔寮金沙滩是中国东海大陆架上最大的金沙滩 ；拥有 １６８畅８８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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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岸线 ，渔场辽阔 ，浅滩面积 １９０畅４ 万亩 ，可供围垦滩涂 ７ 万亩 。苍南矿产资源

诸多 ，非金属矿藏已发现 ４３处 １７类 ，已探明的矿产有明矾石 、高岭土 、叶腊石等 １０

余种 。其中明矾石储量 １畅９亿吨 ，占世界明矾总储量 ６０％ 、开采量 ６０％ ，故苍南的

矾山镇素有“世界矾都”之称 。

建县以来 ，“敢吃第一口 ，勇为天下先”的苍南人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曾

创造出股份合作制经济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农民承包经营民航客运班机航线 、信

息服务社 、浮动利率 、第一家私人钱庄 、挂户经营 、粮油挂钩 、第一家私人典当行等

诸多“全国第一”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苍南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园区和浙闽边贸市

场 ，在龙港 、灵溪 、金乡 、钱库等重点乡镇规划总面积达 １万余亩的 ７个省批特色工

业园区 ，目前已建成 ３０００多亩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之路 。

苍南块状经济优势比较明显 ，集聚效应日益显现 ，现已形成了印刷 、塑料制品 、

仪器仪表 、礼品 、箱包 、台挂历 、食品加工 、棉纺业 、商贸物流等众多的特色支柱产

业 ；形成了县城中心经济区域 、龙港中心经济区域 、临港新城区域 、钱库的江南箱包

区域 、金乡的印刷台挂历旅游中心区域 、大渔湾围垦中心区域 、马站对台农业经贸

区域 、玉苍山旅游中心区域 、宜山的棉纺经济区域 、矾山的矿山经济区域等块状经

济区域 。全县包装印刷和塑料行业的年产值分别约占全国的 １５％ 和 ２０％ 。礼品

行业年销售额约占全国的 １０％ ，已形成和拥有“中国印刷城” 、“中国礼品城” 、“中

国塑编之都” 、“中国蘑菇之乡” 、“中国四季柚之乡” 、“中国紫菜之乡” 、“中国席草之

乡” 、“中国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集散中心” 、“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 、“中国箱包市场

产业基地” 、“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 、“中国台挂历礼品生产基地” 、“中国梭子蟹

之乡” 、“中国矿山井巷业之乡”等 １４张“国字号”金名片 。 ２０１０年苍南县实现生产

总值 ２５４畅８０亿元 ，财政总收入达 ２４畅２５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 １９８００元 。

建县以来 ，苍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成就的另一面则是苍南发展面临的

困境 ，２００１年 ８月 ，苍南县被浙江省政府列为“省级欠发达县” 。同时 ，苍南 ３６个乡

镇中的 ２５ 个 ２００１ 年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当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乡镇也被定为

“欠发达乡镇”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浙江省委省政府开始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

程” ，苍南县的 ２５个欠发达乡镇系数被列入该工程 ，其中有 １２个乡镇被纳入了省

扶持范围 。

苍南作为“温州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经一度辉煌 ，现在却不得不顶着一顶

“省级欠发达县”的帽子 ，究其原因 ：一是苍南在许多方面目前已失去原有的先发

优势 ，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 ；二是苍南作为人口大县 ，山区 、老区 、渔

区并存 ，区域发展相当不平衡 ，转产转业任务十分艰巨 ；三是苍南的经济基础薄弱 ，

土地 、资金 、人才的“瓶颈”制约问题比较突出 ，产业“低 、小 、散”的状况明显 ，产业结

构不够合理 。

为了打破制约苍南发展的困局 ，２００６年苍南县第七次党代会在充分认识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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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全省 、全市发展格局中的位置 ，准确把握苍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

上 ，提出了“后发崛起 ，全面跨越”的发展战略 。在 ２０１０年苍南县委七届十一次会

议上 ，苍南县在“崛起跨越”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努力将苍南打造成为浙南对台经贸

集聚区 、浙南闽东北最具活力的工贸生态滨海城市 。随着国家支持海西经济区建

设的各项配套措施的相继出台 ，苍南县积极把握海西经济区的发展趋势 ，提出了

“打开南大门 、融入新海西” ，打造浙台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战略 ，加紧申报和建设“浙

江省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苍南先行试点区” ，并成功地于 ２０１１年 ６月 ２９日申

请成为“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 。这标志着苍南县正式拉开了建设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 、参与“海西”建设先行区“双海双区”战略的序幕 。以此为契机 ，苍南可以充

分利用其与闽台一衣带水 、“五缘”根深的历史文化渊源 ，凭借其作为浙江距离闽台

最近县（市）的交通区位优势 ，发挥苍南市场经济意识浓厚 、优势资源尚待开发等巨

大发展潜力 ，在浙江省参与海西经济区建设中能充分发挥桥头堡和“通道”的重要

功能 。

本书成稿于 ２０１１年苍南建县 ３０ 周年之际 ，记录了苍南建县 ３０ 年来从零起

步 、白手起家的辉煌成就与风风雨雨 ，梳理了苍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今日往昔与前进

方向 ，言不在多而在精 ，望此书的出版可以在苍南 ３０岁华诞之际唤醒一段段美好

的回忆 ，带动一股股奋斗的激情 ，催生一个个不朽的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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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从 零 起 步

第一章 　引言 ———创造从无到有的奇迹

经历了“文革”之后 ，整个中国百废待兴 ，浙江也不例外 。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初 ，

温州地区甚至流行着“永嘉单干 ，平阳讨饭 ，文成人贩 ，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 ，这

里提到的讨饭的“平阳”指的便是现在苍南的钱库 、宜山 、金乡一带 。

图中左为分县前的平阳地图 ，右上为现平阳地图 ，右下为现苍南地图

１９８１年 ６月 １８日 ，国务院下发了枟关于浙江省设立苍南县的批复枠 ，新设立的

苍南县管辖原属平阳县的 ７个区 ７２个公社 ，县城设在灵溪镇 。浙江省人民政府随

即下发了枟关于平阳县划分为平阳 、苍南两个县的通知枠 。 １９８１年 １０月 １０日 ，省委

发文建立苍南县委 、县政府 。卢声亮同志任县委书记 ，金国仙同志任县委副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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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县长 。 １９８２年 ４月 ，成立了县城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同时 ，决定在鳌江南

岸成立沿江港区 ，开发全县的物资集散中心 。

　 　国务院枟关于浙江省设立苍南县的批复枠与浙江省枟关于平阳
县划分为平阳 、苍南两个县的通知枠 　摄于苍南档案馆

１９８１年分县的时候 ，苍南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有人甚至说是“苍南苍南 ，泪下

怆然” 。苍南的面积是 １２６１平方公里 ，人口 ９２万多 ，但工业总产值只有 ６０００多万

元 ，其中全民工业产值只有 １６０９万元 ，税收 ８７６ 万元 。大的国营工厂 、中小学 、医

院几乎都留在平阳 ，只有五个小酒厂和一些小米厂 。城镇很少 ，基础设施落后 ，各

方面的条件都很差 ，可以说是一张白纸 。建县最初的十年中 ，苍南县内部分大镇间

的公路仍为沙石路面 ，坑坑洼洼 ，行车相当困难 ，乡镇之间来往非常不便 。

　 　 １９８４年 ，由于交通状况尚不发达 ，苍南县城灵溪车站售票处是这
样的简陋和拥挤不堪 ，线路和车次也很少 。萧云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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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立的苍南县面临经济发展和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艰巨任务 。苍南

县委 、县政府开始办公后 ，便对苍南的县情进行了分析 ，认为针对苍南建县之初基

础薄弱 、地少人多 、公有制经济不占优势的情况 ，要解决百姓的生活 、就业问题 ，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社会事业 ，主要得靠民营经济 。

苍南建县 ，恰好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建县三十年来的成就发芽于改革

开放的大环境里 ，成长在温州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扶持下 ，更植根于苍南人“敢为天

下先”的精神中 。

在改革开放之初 ，温州就出现了个体户 、雇工经营 、合伙合作等经济社会现象 。

当时 ，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尚不明朗 ，社会上对个体私营经济 ，对雇工 、个体

老板都有许多看法 ，甚至有严厉的批评和责难 。在这种社会政治压力下 ，温州政府

不唯上是从 ，不消极观望 ，更不明哲保身 ，而是顶住压力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为

“草根经济”的发展提供尽可能宽松的环境 。

１９７８年 ，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枟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枠 ，确认“挂户

经营”的合法性 ，默许农村民间融资市场的发展 ，并给股份合作企业戴上集体企业

的“红帽子” 。这些政治上要冒风险的举动 ，很好地保护了刚刚产生不久的个体私

营企业 ，加快了孵化和发展民营企业的步伐 。 １９８２年 ，温州市市委 、市政府在袁芳

烈的主持下召开了温州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代表参加的“两户大会” ，明确宣布了

发展商品经济的鼓励措施 。 １９８７年 ，在姓“资”姓“社”问题还争论不休的情况下 ，

温州各地就大胆确立非国有投资在投资计划中的地位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 ，温州

抓住机遇 ，出台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 。从 １９８７年开始 ，温州市党政

部门又先后出台了 ８个地方性规范性文件 ，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出“四个不限” 、

“六个平等” ，（即不限发展比例 、不限发展速度 、不限经营方式 、不限经营规模 ；登记

申报平等 、收费标准平等 、税赋平等 、金融贷款平等 、市场准入平等 、部门服务平

等） ，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支持 ，从而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适合个私经济发展

的氛围 。 ９０年代中期 ，在温州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自身结构严重制约

的紧要关头 ，温州市政府一方面审时度势 ，帮助企业进行自身产品结构 、技术结构 、

组织结构的改造更新和升级 ，在企业用地 、信贷 、投资 、税收等方面予以保护支持 ；

另一方面加强引导管理 ，提出“质量兴市 、科技兴市 、立法治市”和“名牌温州” 、“诚

信温州”的口号 ，下大力气抓产品质量 ，制止无序竞争 。温州地方政府将开明的“作

为”和巧妙的“不作为”相结合 ，为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激发

并保护了温州人的创造力 。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温州地方政府的鼓励扶持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状态

全面激活了苍南人的文化基因 ，造就了“敢吃第一口 ，勇为天下先”的苍南精神 ，哺

育了苍南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

苍南县东临大海 ，北界鳌江 ，西有南雁荡分支玉苍山 ，主峰大玉苍 ，距海岸线虽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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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公里 ，却已有海拔 ９２１畅５米的高度 ；南边与福建省交界处亦为绵亘不绝的山地 。全

县海岸线 １６８畅８８公里 ，大小河流 １５４条 ，山区占总面积的 ６３％ 。县内主要小平原如

南港平原 、江南平原和马站平原均被丘陵 、河网 、海洋重重禁锢 ，犹如匣中弹丸 。

南宋时期 ，以叶适为代表的温州“永嘉学派”提出了“农商并举 、义利并重”的观

念 ，提倡功利实用 。其功利 、重商思想 ，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 ，而且长远影响温州苍

南人的思想和行动 ，奠定了苍南人重实际 、讲实利 、求实效的重商民风 。

苍南靠山临海的地理位置使苍南文化兼具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 ；复杂

多样的生存环境使苍南人既有山里人吃苦耐劳 、顽强拼搏的韧劲 ，又有滨海人勇于

开拓 、敢于冒险的胆略 ；功利 、重商的思想传统使苍南人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与务

实的群体性格 。

改革开放后 ，苍南人凭借勇于开拓 、敢于冒险的胆略 ，自谋生路 ，走南闯北 ，寻

求商机 ，开拓市场 。一代又一代苍南人背起行装 ，漂流海外 ，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

的艰苦行当 。同时 ，苍南人吃苦耐劳的性格和务实的观念使他们能够踏踏实实地

从小事做起 ，一步一步地创业 ；精明的商业头脑使他们能够凭着几十元 、几百元的

本钱起家经商或合伙办厂 ，一分一厘地赚钱 。

在苍南精神的影响下 ，苍南人普遍不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别人的扶持 ，不等待

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 ，而是始终相信自己 ，依靠自己的努力 。找不到国有企业的

“铁饭碗” ，就办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 ，自己造一个“泥饭碗” ；农民没有城镇户

口 ，进不了城 ，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 ；国家银行不给贷款 ，就创办信用社 、基金会 ，发

展民间金融 ，实行利率浮动 ，自己给自己找资金 。

一切的发展 ，无不依赖于人的发展 ；一切的奇迹 ，无不归结于人的奇迹 。苍南

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个个叱咤商海的财富英雄 、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创业百姓 、一个

个挥洒人生的行业精英 、一个个高瞻远瞩的人民公仆 ，他们都是推动苍南跨越发展

的主人 ，正是他们体现了“苍南精神” 。这种“苍南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成了苍南人

全民创业 、脱贫致富 ，“想尽千方百计 ，走遍千山万水 ，历尽千辛万苦 ，道尽千言万

语”的精神支撑 ，成了推动苍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 ，并最终转化

为苍南三十年发展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

建县后的苍南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 ，造就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奇迹 。用苍南

县第一任县长刘晓骅的话来说 ：苍南 ３０ 年的发展“上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下靠

自己解放自己”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苍南人民敢为人先 ，进行了大胆创

新 。在那个上头政策界线还不很明朗的时期 ，苍南县委 、县政府领导班子敢于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这种创新精神给予了大胆勇敢地支持 。在改革开放的大

环境中 ，苍南的广大基层干部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突破当

时政策的某些限制 ，并敢于为此承担风险 。

１９８４年 ４月 ，时任钱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毛遂自荐来到龙港担任镇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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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面对的是一没资金二没人才的困境 。为此 ，他在全国率先实行户籍制度改革 、

土地有偿使用 ，通过“八颗大印捆在一起盖”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以优质的服务改

善了龙港的投资环境 ，几乎没花国家一分钱就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

苍南地方政府在敢于进行制度改革 ，承担政治风险的同时 ，对于经济的发展更

做到了“无为又无不为” ，为商品经济大开绿灯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为突破“左”的思想束缚 ，苍南县钱库区委领导在经济

工作中实行了“三放”政策 。首先是“放人” ，即把善于经商的能人逐步放出来 ，为发

展商业和繁荣市场出力 。区工商所大胆打开登记大门 ，在几年内登记个体商业经

营户达 １２００多户 ，让个体户开大店 ，开夫妻店 ，开父子店 ，搞经商致富 。其次是“放

店” ，即调整商店经营规模 ，使之与管理水平相适应 。如镇内一家西药店原有职工

７人 、家属工 ６人 ，商店的架子搭得很大 。由于经营能力差 ，职工之间有矛盾 ，药店

连年亏损 ，越办越糟 。通过改革 ，自愿组合 ，该店分为 ５个小店 ，大大调动了职工积

极性 ，很快扭亏为盈 。第三是“放权” ，即对集体商店实行经理负责 ，自由组合 ，盈利

分红 ，亏损分摊 ，按劳取酬 ，奖勤罚懒 ，从而增加了商店销售额 ，增加了企业利润 ，增

加了职工收入 ，商店越办越好 。

吃“改革饭”长大 ，走“创新路”起家 ，正是在这种苍南经验的引领下 ，改革开放

后的苍南成为了“温州模式”滥觞之地而声名远播 。国内首创城镇土地有偿使用 、

户籍制度改革 、股份制经济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农民承包经营民航客运班机航线 、

信息服务社 、浮动利率 、第一家私人钱庄 、挂户经营 、粮油挂钩 、第一家私人典当行

等诸多“全国第一”成为了苍南建县三十年成就的“关键词” ，折射出一条鲜明而辉

煌的主线 。

表 1 ．1 　 “苍南建县三十年成就”关键词

序号 发生时间 关键词 事 　件 　概 　况

１  １９７９ 刎挂户
经营

　 　 １９７９年 ３月 ，金乡镇金星文具厂公开接受客户“挂户经营” 。

１９７９年 ，该厂实行改革 ，将一个工厂分成四个小厂 。各自实行独
立核算 。厂与分厂实行“五统一” ：统一领导 ，统一厂名 ，统一银行
账号 ，统一纳税 ，统一提成积累和管理费 。

在不准私人办企业的年代 ，“挂户经营”的创举成功突破“壁
垒” ，为此后乡镇企业 、私营企业的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２  １９８１ 刎苍南
建县

　 　 １９８１年 ６月 １８日 ，国务院下达枟关于浙江省设立苍南县的批
复枠 ；苍南建县 ；１０月 ，成立苍南县人民政府 ，省委委任代县长和副
县长 ；１９８２年县委 、县政府迁至灵溪办公 。

３  １９８２ 刎再生
腈纶

　 　 １９８２年 ，江山公社两大队联合创办 ３个再生腈纶纱 、腈纶衣裤
市场 ，宜山区农民利用腈纶边角料发展再生纺织业 。

改革开放初期 ，宜山的再生腈纶生产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
业 ，“展现出农村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前景” ，引来全国关注的目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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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生时间 关键词 事 　件 　概 　况

４  １９８３ 刎农民集
资建镇

　 　 １９８２年 ，成立港区建设领导小组 ，开始建设公共基础设施 ；

１９８３年 １０月 ，省政府批准设立龙港镇 ，县政府发动农民集资建镇 ，

龙港成为全国闻名的农民城 。

当国家尚在强调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时候 ，苍南却制定了农民
进城集资建城的方针 ，大力鼓励农民离土离乡 ，自理口粮 ，进城落
户 ，开展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民造城运动 ，为此后我国城市
化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 。

５  １９８４ 刎粮肥油
挂钩

　 　 １９８４年 ，苍南县根据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国家订购价 ，农民不
愿售粮给国家 ，同时又迫切要求供应平价化肥 、柴油的状况 ，采取
生产资料供应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 ，创新分配机制 ，走出一条用
生产资料与农民交换商品粮的路子 。该政策于 １９８６ 年在全国
推广 。

６  １９８４ 刎
创办首
家私人
钱庄

　 　 １９８４年 ９月 １９日 ，钱库区政府下发红头文件 ，同意方培林
试办方兴钱庄 。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
“方兴钱庄”挂上了钱库镇横街 ２９号方家老宅 ，方兴钱庄开始正
式营业 。

７  １９８５ 刎
专业户
记者招
待会

　 　 １９８５年 ２月 ９日 ，宜山区农业 、纺织业 、手工业 、商业等 ２１家
专业户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 。上海 、江西 、广西 、河南 、安徽 、江苏
等省市 １８家新闻单位记者以及浙江省 、温州市 、苍南县有关部门
负责人应邀参加 。

８  １９８５ 刎农村合
作经济

　 　 １９８５年 ５月 １４日 ，浙江省第一个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苍南县铁龙乡农民服务社成立 。服务社通过帮助农民搞开发性生
产 ，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 ，承包季节性冬荒田 ，开展无息贷款 ，

提供统一植保 、统一农机服务等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目前 ，苍
南县有 ３５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和 ４家专业协会 ，在他们的统一组织
下 ，３０多万农民走上了标准化生产 、市场化经营和品牌化运作的
现代农业生产道路 。

９  １９８５ 刎股份
合作制

　 　 １９８５年 ，吴祖忠等人联合出资创办桥墩门啤酒厂 ，并制定首
个股份制企业章程 ，是温州市第一家实行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
业 ，也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的诞生地 。就是这家
企业的枟章程枠成为 １９９０年农业部颁发的枟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
章程枠的蓝本 。

１０ 6１９８８ 刎农民告
政府

　 　舥艚农民包郑照新建住宅被县政府认为有一部分属违章建
筑 ，予以拆除 。包郑照不服 ，上诉 。 １９８８年 ８月 ２５日 ，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灵溪镇公开审理 ，县长出庭应诉 ，成为轰动全国的农民
告县长案 ，２６家新闻单位 ４４ 名记者前来采访 。 ２９日 ，一审判决 ，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包郑照依法上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１２月
２６日 ，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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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号 发生时间 关键词 事 　件 　概 　况

１１ 6１９８７ 刎参茸
市场

　 　 １９８７年 ６月 １５日 ，苍南县参茸滋补品市场在灵溪镇正式开
业 。首批 ２８家企业在市场从事参茸 、中药材和滋补品批零兼营业
务 。至 １９８８年 ，市场经营户增至 １６７ 家 ，年销售人参 １０００ 吨左
右 ，鹿茸近 １吨 ，滋补品口服液 １０００ 多万件 ，中药材 ７０００ 余吨 。

业务辐射北到长白山 ，南至闽粤 ，西抵川藏 ，横贯江 、浙 、赣 、沪等 ２０

多个省市 ，成为全国瞩目的参茸滋补药品专业市场 。 １９９９年该市
场被省政府勒令关闭 。

１２ 6１９９１ 刎农民
包机

　 　 １９９１年 ７月 ２３日 ，龙港青年农民王均瑶向湖南民航局承包飞
机 ，开通长沙至温州的航线 。随后他创办了中国首家民营包机公
司 ———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 ，先后开通 ５０多条包机航线 。 ２００２

年 ８月 ，王均瑶又出资 １ 吵è畅２５亿元参与重组武汉航空公司 ，这是民
营资本首次进入我国航空公司 。

１３ 6１９９２ 刎用地制
度改革

　 　 １９９２年 ３月 ２５日 ，龙港镇举行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招投标会
议 ，出让方岩下 ７９间宅基 ，占地面积 ３１８２平方米 。共有 ７９人中
标 ，总标额达 ２８３８万元 ，平均每间宅基 ３５ rg畅９３万元 ，每平方米地价
８９１９ ゥ畅６１元 。当年 ，全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全面推开 ，先后在龙
港 、灵溪 、湖前 、宜山 、金乡 、矾山 、钱库等集镇有偿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 ５８０３３平方米 ，收取出让地价款 １００９４ ┅畅９６万元 ，为城镇建设
筹集了大批资金 。

１４ 6１９９２ 刎户籍
改革

　 　 １９９２年 ，苍南县政府决定在灵溪 、龙港 、矾山 、金乡 、钱库 、宜
山等六镇办理“蓝印户口” 。 “蓝印户口”人员 ，属苍南县有效的城
镇居民户口 ，享有城镇居民的同等权益和履行同等义务 。

１５ 6２００１ 刎浮动
利率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 ，金乡信用社鉴于民间借贷十分活跃的实
际 ，主任陈礼铨向上级行请示 ，要求试行存货款浮动利率 ，将一年
期大额储蓄存款利息由国家基准月息 ４ /$畅５ ‰上浮为 １０ ‰ ，贷款利
息由国家其准月息 ６ ‰上浮为 １５ ‰ 。在农行金乡营业所主任陈岳
清 、农行县支行副行长金亦光的努力下 ，金乡社利率改革方案得到
了有关部门的肯定 。金乡信用社施行浮动利率后 ，民间闲散资金
纷纷流向信用社 ，该社存货款余额大幅度上升 ，一举摆脱了二十多
年的经营困境 ，扭亏为盈 ，三年盈余达 １５０万元 。苍南农村信用社
试行利率改革后 ，全县初步形成了以国家基准利率为主 ，浮动利率
为辅的双轨利率机制 ，对温州市利率改革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

１９８７年 ６月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温州市范围内进行利率改革
试点 。

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 １２日 ，苍南县联社被人民银行总行确定为全国
农村信用社利率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并于当日开办浮动存贷款利
率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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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号 发生时间 关键词 事 　件 　概 　况

１６ 6２００８ 刎浙闽边
贸交易

　 　 １９９９年 ，投资 ６０００万元兴建的浙闽边贸水产城 。经过 １０年
发展 ，年市场交易量达 ２２万吨 ，年交易额 ２３亿元 。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

被省工商局命名为“浙江省三星级文明规范城市” ；２００８年 １月 ，成
为“农业部定点市场” ；今年 ７月 ，被中国商业联合会评为“全国十
大水产品市场” 。 该市场培育了 １０００ 名农村经纪人 ，提供了近
５０００个就业机会 ，并带动周边金融 、运输 、餐饮 、住宿 、娱乐等相关
行业的发展 。

１７ 6２０１０ 刎矿山井
巷之乡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２８日 ，浙江省苍南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中国
矿业联合会命名授牌为“中国矿山井巷业之乡” 。

苍南县拥有储量占全国 ７６％ 、世界 ６０％ 的明矾矿 ，其矿山井
巷业历史可追溯到 ６４０多年前的明洪武年间 。苍南矿业井巷行业
协会诞生于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３１日 ，是全国首家该行业协会 。苍南矿
山井巷业不仅有效解决当地 ３０多万群众的脱贫致富问题 ，而且带
动了中西部地区近千万农民工的就业 。目前 ，苍南有近 ３０万矿山
井巷业从业人员遍布我国除台湾外的各省 、市 、自治区以及十几个
国家和地区 ，年产值超过 ５００亿元 ，成为一个庞大的区域性产业 。

如今 ，成功走向世界的苍南矿山井巷业 ，为我国资源枯竭和市场萎
缩型的老国有矿业企业转型改制提供了有效的启发和经验 。

１８ 6２０１１ 刎
浙台
（苍南）

经贸
合作区

　 　 ２０１１年 ６月 ２９日 ，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正式挂牌设立 。标
志着苍南县正式拉开了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参与“海西”建
设先行区“双海双区”战略的序幕 。同时 ，也标志着今后温州参与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发展海洋经济有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

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将以实施国家“双海双区”（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 、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为引导 ，全面参与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目标是要到 ２０２０年实现国内
生产总值 １０００亿元 ，其中海洋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３５％ ，

财政收入 １００亿元以上 。

第二章 　 “全国第一”的摇篮

第一节 　苍南建县纪事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１５日枟温州日报枠对苍南原县长刘晓骅的访谈进行了

修改）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 ，刘晓骅从乐清师范毕业后来到平阳当教师 ，后来成为平阳县

委常委兼县委 、县革委会两办主任 。 １９８１年苍 、平分县后 ，刘晓骅在苍南县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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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从零起步 　 　 　 　 　 　

人代会上被选为县长 ，参与组织领导了苍南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 。以下为刘晓骅

对苍南建县这段历史的回忆与反思 ：

老平阳分家忆旧

１９８１年 ，苍 、平分县是温州区划调整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也是刘晓骅干部生涯

中的一件大事 。虽然时隔 ３０年 ，但老平阳的许多旧事他至今仍铭记在心 。

刘晓骅说 ，那时老平阳的面积为 ２３０３平方公里 ，辖 １３ 个区 １３７ 个乡镇 、三个

直属镇 ，共 １７５４个行政村 ，总人口 １５９多万 。当时 ，他是县委常委兼两办（县委 、县

革委会）主任 ，对老平阳县委工作的诸多困难体会极深 。

老平阳没有大会堂 ，那时凡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三四千人） ，除剧院为主会

场外 ，还要在电影院 、机关礼堂 、县小礼堂设分场 ，三个分会场都要接上广播线 。另

外 ，县城的中小学都要先放假 ，在腾出的教室里铺上稻草 ，还要到旅馆租借棉

被 ⋯ ⋯因为交通不便 ，有一次开会的人都到齐了 ，外借的棉被还没能从泰顺运到 。

那时开会没有会议材料 ，领导在台上翻开笔记本讲话 ，乡镇干部在台下拼命记

录 ，会后大家首先互相核对笔记 ，然后回去传达会议精神 。当时平阳县有个靠近泰

顺县的天井乡 ，从乡政府出发到当地最远的一个村要走两天山路 。山高路陡 ，挑担

根本上不去 ，农民要背着箩筐才能上 。

全县地大 、人口多 ，县机关只有一辆小车 ，因此一些偏远乡村 ，县领导也很少去 。

在这种情况下 ，温州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开始筹备分县工作 。

刘晓骅曾参加过分县的书记办公会议 ，当时会上讨论过好几个分县方案（包括

划分三个县的方案） ，书记办公会议敲定后 ，时任县委书记张维森叫他起草报告 。

为保密 ，报告的起草 、校对都是他一个人 ，然后连夜叫两个文书打字 ，最后送张维森

审阅 ，草稿当场销毁 。

分县后 ，平阳仍叫平阳 ，新分出来的县叫什么颇费了一番周折 ，原报告为横阳

县 ，因为同湖北的衡阳市同音 ，上级要求改名 ，后来采纳了地委领导的意见 ：取名

苍南 。

１９８１年 ６月 １８日 ，国务院批复同意 ，划分出来的苍南县面积 １２６１平方公里 ，

人口 ９２万 。

在经历了 １０年动乱之后 ，老平阳百废待兴 。当时全县工商财税收入才 １７１６

万元 ，农民年人均收入仅 ６９元 。因为老平阳的经济文化中心都在鳌江以北 ，因此

新设的苍南县就更穷 ，当时全县工业总产值只有 ６６００万元 ，工商财税收入才 ８７６

万元 ，除了几家米厂 、酒厂外 ，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企业 。 １９８１ 年 ，苍南县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才 ３１０万元 ，甚至连个像样的幼儿园也没有 。

当年 １１月 ５日 ，苍 、平两县分开办公 。苍南县委最初借用平阳党校办公 ，正副

县长 ４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卢声亮为首任县委书记 ，金国仙为代县长 。刘晓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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