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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陇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志》的编辑工作，是在没有先例，无样可鉴的情况

下进行的，边探边写，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劳动，终于成书了。这是陇县计划史上的一件

大事，可喜，可贺。

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的产物，只有在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条件下，人民才能由

自己的政府，自觉地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对整个国民经济，从宏观上进行

有计划的调节。因此，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才第一次获得实行计划经

济的权力，这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飞跃，奠定了计划经济的基础，来之不易。然而，有了

这种权力是一回事，如何正确地行使这种权力又是一回事。

建国以来，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产品经济，加之我们缺乏经验．在计划

管理上，基本是搬用苏联的旧模式，计划一统天下，计划就是“法律力，实行统购统

销，统收统支，凭证供应。这实际上是生产力不发达的表现，而当时却把这说成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暴露出了许多弊端。无所不包的经济，’统的过死，束缚人

的手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一个时期过份强调精神的作用，盲目提出“一天等

于二十年”，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搞什么“大跃进”， “高指标"，使计划

严重脱离实际，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在思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提出I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

又确立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这些方针的指引下，计

划工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改革，大大缩小指令性计划，大部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

节，以适应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从此，计划工作

突破了旧模式、旧体制，面貌为之一新，给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走出了一条新路。这

条路子，全国是这样走过来的，陇县也不例外。
、 《陇县国良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志》，真实的记载了陇县建立计划管理以来，计划

工作的演变过程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深化计划体制改革，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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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既可为今者可鉴。又可以启迪后人·在当前还是一

部难得的资料。

当然，不可讳言。由于历史条件和编辑水平的限制，书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需要在今后修订中充实提高，使之更臻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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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陇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志》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陇县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以来至1985年底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管理，以及国民经济稠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况。

二、本志是县计划委员会的专业志，主要以计划部门历史档案、历届人代会有关计

戈幔工作的报告和统计资料为依据。凡用其它部门档案和专志资料者都有注明。采取以事

为类，以时为序，横排竖写，纵横结合?详近略远的方法，按章、节、目编排，共写九

章一十八节。

三、对历次编制或修订各种计划时的历史背景、大政方针、指导思想冠以简述，以

示计划形成的导因。

四、1958年以前所作的计划，内含新街、县功。1959至1961年3月所作的计划内含

千阳。

五、计划执行结果，基本按五年计划和重大调整时期分段，各项数字大都使用统计

资料，因统计局将划出区域剔除，故不含新街、县功、千阳数字，倘使用其它方面的资

料，内含划出区域时，作文字注明。“计划水平”指五年计刘最后一年应达到的目标。

六、凡采用的地名、计算单位均以原名称谓，不作今名注释和换算。

七、本志正文难以详器采用的霞要文件、计划执行统计表格编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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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陇县是笑中西端宝鸡市西北部一个山-区县。东连千阳，南接宝鸡，西北部与甘肃省灵
台，崇信、·华亭、张家川等县毗邻，辖17个乡、2个镇、240个村民委员会，一两个城镇

居民委员会，总人口2113020人。总面积842·9万亩‘，：其中农耕地95·8万亩，林地16t·5万

亩≥牧地57方亩-，基建、交通及河流等占地约28^：6万亩、。海拔500吧至2466米，1300米

以上地区约占571％。西南部为关山天然林i区，北部是千山丘陵起伏地带，中部千河流

域、川道宽旷，土质肥腴。

’一陇县古属雍州，二．千八百多年前，周孝王子现城南筑秦城，赐作秦非之食邑，秦襄
公：秦义公相继据千、(千城在今县城南三里处)为都邑卜数年，历代于此轮翻建置州

治，‘县治不衰◆古“丝绸之路”横贯垒境，是祖国文明发达，，经济开发较早的县治之一。

自然环境优美，～l体地形与立体气候，为多种生物生长，赋予了r良好的条件。林茂粮

丰，畜禽兴旺，山货、药材、土特产品素享盛名，煤等地下矿藏较多，水质资源丰富。

地理位置，居于大关中与大西北的交通要冲蕊境内关山有“陕关锁钥”之称，为陕西西

沿一个军事、经济重镇。 ’，。’ 一j
、

陇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政治制度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富饶的自然资源、优

越的地理环境和勤劳的人民，被禁锢在封闭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旧社会，官府

横征暴佥欠，驻军勒索骚扰，土匪、流贼袭劫，加之频繁的兵戍俄乱的践踏，劳动人民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颠沛流离的岁月。 、 。
．

．1$49年7月25日，陇县全境解放，次日中共陇县县委和陇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

县人民在中共陇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遵循“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

总方针，积极开展生产运动，在努力支援大军西进，解放大西北的同时，对灾区进行支

援和组织生产自救，很快使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进、处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我国实

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观点，’对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积累，进行科学安排，对国民经济各部

门的再生产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促进经济各部门全面、协调和稳定

的增长，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为了对农业生产实行计划指

导，1951年3月县人民政府制定了《陇县1951年农业生产计划》，下达到区j乡人民政

府执行。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生义改造基本结束，全民经济和集

体经济成为主体。1955年县计划委员会单独设立，’全县国民经济计皇Ij管理工作，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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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组织机构、计划编制程序、方法和范围，到管理A胯-I-制，趋予成熟，计划管理也对领

导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和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起到了积极的庠用。

1958年至19(55年，县计委机构虽经数次与其它科局分合，但计划工作秩序一直正

常。在计划工作上从1956年到1960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不顾客观现实和计划的

可行性，先后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农村工作全面规划》、《十二年农业发

展规划》、《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地方道路规划》、《经济区戈U》i《一九五八

——一九六七年十年发展规划方案》、．、《第二个五年计划》等六个中、长期计划。共同

的特点是要求过急，不顾主客观条件，指标任务一高再高。年度计划比中长期计划更

高。严重脱离实际，使计划失去了领导作用，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全县国民经济

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1961年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在计划管理工作上，纠正了“左Ⅳ的思想影响，经过三年调整j到1965年全县国民经济

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穸、一度计划委员会机构瘫痪，、计划管理停顿。1968年县革命

委员会成立，计划，业务由革委会整产组承担。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一度又出现了

“洋跃进”，计划管理工作对领导垒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使国
民经济失调现象，越来越严重。

党的十一届三申全会，彻底清除了‘左’的流毒影响，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韵轨道。在“诃整～改革，整顿，提高刀／k字方针和“对外开放，对内搞
活经济”，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指导下，陇县计划管理工作，1979

年作了四介方面的初步改革t一、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基层自主权，克服了以往套比
例、算死帐，层层加码，致使指标年年完不成，挫伤了下面的积极性等弊端，二、充分

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贯船计姗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三、注意价值规律的作

用I四、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扩大建设资金和项目。所制订的计划，基本上傲到了

“积极可靠，留有余地”。

1980年贯彻审央工作会议提出的“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

安定刀和省市有*规定，当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工业本着。一是充分发挥市场调节

作用，把着眼点放在‘活’字上，放开手脚让主管部门和企业自找“米”吃，自找销

路，尽可能把经济搞活，二是加快轻工业的步伐。农业计划，除一些主要作物依据国家

安排外，一般只下达总产不下面积，尽量减少可有可无的指标，强调因地制宜l发挥地

区优势，发挥生产者的自主权。强调在重点生产粮食的同时，加快林、牧业步伐，调整

农、林、牧关系，从而取得了全面发展的好成绩。

1981年，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方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办各项事业

都要量力而行，讲求实效，使我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有所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编制1981

～1990年《陇县‘六五}规划赧十年设想的意见(草案沙》时，为调整好经济各项比
例关系，改革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促使国民经济扎扎实实的向前发展，

。2‘



首先对各类地区特点和怍物适应性等作了历史的和现状的调查、分析，把全县划分为川：

原农耕区、、汝山饲草丰盛区和深山宜林区兰犬类，接因地制宜，1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量力而行的原则，提出：。“农林牧并举，、主攻粮食，狠抓畜牧业，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遂步实现农业区域化、专业化和社会化，，．j对农业作了全面规射。工_业生产规制，要求

以挖、，革、泼为盔，以轻]=_业为主，生产以加工农产品为主，-坚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

规窜办事，棚强经济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对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商贸、文卫等

事业的指标都tI：了适当的安排。 。

’。1982年，在党的计‘二大提出的“有系统的进行经渚体铷改革∥方针指导下，为实现

2,0：00年型国芷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嗣标做出壹毫献∥从本县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稆经
济条件碰发；在保避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全面发展林、i牧。副、4渔各业，，以满

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ij断提高的需要，制订了《iris3_堋9Q年从每农业生产建设规；
划》；，同年12身斛诃了《1981—■；2∞0年上农业发展规划(草案)》。二”一

、蛹33牮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迸_步深化0计划管理作了三太转变t一是从撅：：：筝度

计划、为主转向以抓中，、‘长期计划，抓战珞布局和战略措施为主，二是从单纯抓产品、

产量的数量，转向抓质量，抓经济效益，特鄹是综合经济效益．；三是从抓具体指标项目

的落实为主，，转向以调查研究新向题、新情强为耋。在计划管理体徽转变中>对上年提

出的《198薹——≮z000年上农业发展规划《草案)净4从既考虑资源条件的可能性，1又考

虑今擂发展盼可行性卜既考虑现有基础，又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经过反复分析研

究，从宏观决策到微观发展，作了进一步修改。 。t、
．

．

党的十二届三中金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应

“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

划的商晶经济刀，。“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

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

是：一i==台皂做至0的。≯

为了檄据《决定》精神改进计划管理，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遵照

“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靛方面放开放活"和“简政放权"的要求，适当缩小指令性计

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使指导性计划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促其实

现，对指令性计划，也应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计划工作的重点要转到制订中长期计划

上来，适当简化年度计划，并相应地改革计划方法，充分重视经济信息和预测，提高计

划的科学性，县人民政府在1986年s月，转发了．县计委《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暂行

规定》。《暂行规定》在对工农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物资、商贸、文卫和人口与劳

秘密资等计划管理，提出具体改进办法的同时，对改进计划方法明确提出。计划编制程

序，实行两下一上，下达计划要有经济效益指标；实行承包责任制和经济合同制，加强

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做好财力(财政信贷)、物力、瓜力等平衡，使固定资产投

资魏模的扩大要同生产资料的增长相适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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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并要求加强经济信息和预测工作。。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本县计戈ll体制，由单靠行政手段，不注重经济手段，’飘

纯抓产品产量：．忽视抓质量抓经济效益和只管指标项目的落实，不注意调查研究．基本

转向稻正在转向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魄方面放开搞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发挥

市场调节作用发展商品经济的弹性计戈II管理轨道。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和

各项事业的大发展。由1979"年改革以来，至1983年，本县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12．6％，

速度空前。 ．

198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精神指导下，、对原订的《胧县

198l。一2000年工农业生产发展规划’．》。，!作了进一步修改，．并提出了本县“七五”规她
和十年设想意见规划，对调动广大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充分发挥经济资源优势，

振兴陇县经济，：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

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经过全县人民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经济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清除了“左"的思想影响，在开放、搞活的路线、

方针、政策指引下’，陇县经济得到更快的发展。截至一九八五年底与一九四九年解放初

对比，粮食总产量和平均亩产分别僧长了一点七倍与两倍，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132万

元增长了25倍；乡镇企业从无到有发艘鳓47户；总产值达592．4万元。人均国民收入增

长了11点63倍。’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温饱问题巳基本解决。茅屋草舍为高屋建瓴的

瓦房所代替r新型楼房巳在农村多处出现。、-农业机械化程度得到提高，劳动条件有很大

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都有相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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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事记

一 1949年
’

7兄25目，陇县全境解放。次日陇县人民政府成立，设第四科(后改为生产建设

科)分管经济计划管理工作。 ．

1950年

11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翌年夏收前结束，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
其团，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51年

年初，县贝j政多巍委员会成立，兼管计划管理工作。

3月1日，善：，’，政府发出《陇县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计划》，要求改进生产技
．术，精耕细作，≯l-’／’-利，奖励开荒。

7月19日，大少i：。冰雹交作，八渡，温水、河北等区秋禾受灾。

1952年．

元月，在县政疵程书室内设“计划统计筹备组”，．办理计划管理和统计工作。同年
】|1月统计科成立，舞台组结束。

lO月，娘嫉庙，苌象湾等六个区成立供销合作社，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经济。

10月25日，县人艮政府发出《陇县■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农业生产计划》即国民

经谛建设第一个五年{：划lo
。1

11月9日至型匀j三月进行．“查田定产”，为制订农业生产计划提供了依据。

1953年 ．

。

、6月3日下午，雹，雨大作，河水暴涨，受灾面积宽四十余华里，长六十余华里，
温水、固关、曹家湾等区，麦秋受灾惨重。

10月17日——23日，号鹿区的长宁驿、宝平、马鹿镇三个乡，移交给甘肃省张家川

闾熬自治县，讨有950户，。4108人，总面积47898．24亩，其中耕地36858．21亩，(JlI平
擞9189．49亩，坡地14857．07亩，山地12811．65亩)蔗地11040．4亩，其中林地7792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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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地350．95亩，耕畜牛，驴，骡，马2157头，猪羊等2929只，大小车辆S{辆，主要农具
，6960件。

10月15日，统计科成立，主管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统计业务。

11A，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城镇屠民和职工按月定量供应口稂。
●

1954年

4月，统计科改名计划统计科，业务同前。

6月16：=j下午6时至午夜12时，普降暴雨，河水猛涨，沿千河秋禾遭灾，有二百七

十亩连根冲走，冲坏犬桥四座，瓦房一百六十四间，．±窑牛四孑L，树木一千二百余株，

水磨十二座，压死二人，淹死二人，压伤四，!．，冲定猪十二头，驴五头。

。 9月15日，开始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凭票供应。

当年组织手工业合作社六十三个，小组10个，从业人员222人。
、 1_ “ {

1955年

8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兑收旧．人民币，新币一元兑收旧ijj一万元，4月1日IEl
币停止流通。

．11月23日，陇县计划委员会成立，县长白二i三宽兼主任，1
●

1956年 ．

1月】．4西，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三月底结乘，对全县城乡995户

商业(含饮食、服务)，405户工业、手工业和02户(人)运输业，采取公私合营、势

合作店组、工资制代销、经销、代销登记管理和劝其转业、歇妲等办法，进行了改造，

分别由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归口主管部门纳入计划管埋。

当!车农村高级农业合怍社发展为490-／i、，八社农户达总农户蛹酉分之圆4．22％。
。

2月5·日，县委根据上级有关指示，发出《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改进领导作风，为

争取四年内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农业生产计划丽奋斗．》的报告，对“右倾保守思想，主

要归纳提出了四种表现，作了批判。对“一五’’计划趿订指标作了大幅度提高。如粮食

总产由1．051亿斤，提为2．119亿斤，提高1．016倍。要求要径1956，簪予以实现。

3月17日，县委第三次党代会，讨论制发了《陇县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农业发
展计划》。

一 4月25日，甘肃省崇信县千牛乡所属的飞入地河几哈行政村(三个自然村)、，东西

长约五华里，南北宽约二华里，居民五十三户，耕地一二{土二酉七。}‘三亩，划归陇县，由

所在乡温水区杨岭子乡领导。

6月3、10、13、17，23 13大雨冰雹，河水暴‘涨，、23日精千j可流量二百秒立方米，

麓死四人，冲毁房屋四十四间、水磨二盘，夏团二万九千余亩，秋弼一万三干四百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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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

1957年

要月l重同，疑人委下达《陇县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十二年地方道路修建计划》。
4月，县箩：易公司，百货公司、专卖公司、食品公司、纺织品公司、粮食公司、供

-期联i；i=、浊脂么司、。木材公司、农产品公司十个单位设计划统计组。，
5月18日，甚人委下达《陇县一九五七年地方经济计划的命令》。为下达经济计戈Ij

j矗命令刀之始，

、9且6日，县人民委员会上报计委编制的《陇县商业网及职工人员长期发展计划》

鄢l辨3——196Z年十年商业贸易计划。
：：c2月13日，在税减机构中，县计划委员会与统计科合并，扯销物价科，业务交统计

秘，设专管物价干部一人。

1958年

5月9日，县人委逐知t乡镇人民委员会设工农业计划建设委员会，管理工农业生

产，基建投资，经营管理、公路的新建和养护、牲畜饲养繁殖和水利等计划。

5月10日，计委编制《陇县十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七年)经济发展规划方

案》草案。

5月30日，’讨委编制发布《陇县农作物生产规划(1958—1967)》，。实际是按年
度合编的“二五弦， “三五刀规划。同年十月修改为《陇县十年发展规划方案(1958一
1967)》。

同月，千惠渠建成投产，扩灌面积4．2万亩。

6月，本县第一座水电站——白牛寺水电站建成投产，，装机一台200危，发电菩
】；3{；。68万度。

9月15日．，i{委编制《陇县“二五"期间工业、手工业总产值、产品产量规划》。

9月．i日，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原三十个公社合并为十个。普遍推行“公共、

喷垒力制y实行矗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计酬力。 ，．

9月6日。计委向省计委报出《陇县一九五]k-----九六七年国营、合作商业网及
职工人数发展计划》。

’· 9月23日，．根据上级通知，成立“千陇钢铁指挥部”。遵循：一切为“钢铁元帅升

麟露让路，抽调两县农村三万余名精壮劳力，296名干部，动员532辆畜力车，489头驮
’畜，按军事编制，分别在千阳县南山、陇县的李家河、自家滩、银洞沟四区设指挥分部，
按叠小土群”办法进行采矿石，挖筑土炉、烧木炭和劈柴办法进行冶炼。留机关干部和
厂矿企事业职工，一面组织带领群众沿主要河道下河浪海铁沙，一面自筑土炉、拉风

菊，．烧木炭，利甩收缴的铁锅．铧，逼土等铸铁炼钢，至12月23日，全县大炼钢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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