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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路

《南雄乡镇企业志》姗姗来迟，终于付印出版了。

建国以来我市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层次清楚、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我市乡镇

企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实为可喜可贺1

据我所知，此志的编写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早在1986

年，为配合《南雄县志》的编纂工作，乡镇企业管理局曾安排谢

九连等同志着手收集和整理有关发展乡镇企业的资料，交给县志

办，其中部分主要内容已被编入1991年初版的《南雄县志》第十

四章乡镇企业。此后10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继续派

员编写《南雄乡镇企业志》o直到去年秋，乡镇企业管理局向有关

部门和领导请示同意后，成立了“南雄乡镇企业志编纂领导小

组"，局长陈本山亲自任组长，由陈春生、陈赞锦等同志负责收集

整理建国以来至2001年底的所有发展乡镇企业的资料和数据，抓

紧时间编写《南雄乡镇企业志》。经过他们一年来的辛勤努力，于

最近完成了《南雄乡镇企业志》的编纂出版工作，为我市今后发

展乡镇企业提供了详尽的基本情况和丰富的数据资料，对我市的

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值此志出版之际，谨缀数言，权为序。

注：．序作者为现任南雄市副市长

．二Oo二年十月十八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分经营形式、经营行业、

经营效益、企业推介、管理机构、工资与福利、先进单
“

位和先进人物及乡镇企业基本情况表共八章o 。

二、断限。上溯不限，下限2001年o ．。

三、数据。以南雄市统计局定案数字或有关单位准确数字为

据o 。
，

四、南雄于1996年6月18日撤县设市，为县级市，本志文

，- 中以此时间为界，前称“县”：后称“市"， “县"或

“市"均指南雄o ．，。

“， ～t

五、凡采用的文献资料，除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略作更正外，

原则上未作改动，仍保持原文风貌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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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大庾岭南麓，与始兴县和江

西省的大余县、信丰县相邻，并与曲江县、仁化县及江西省的

全南县的部分山区接壤。境内四周群山环抱，中部丘陵平

原，人称“南雄红层盆地”，是远古时代恐龙的故乡。总面积

约23 6 l平方公里，现有人口47万余人。南雄交通便利，国

道323线贯通全境，南北分别与京广线、京九线铁路和京珠

高速公路相通；通讯便捷，电话、移动电话可以直拨世界各

地。南雄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有较明显的湿热和干冷

季，夏季(5至9月)具有气温较高：光照充足、雨量丰富的海

洋性气候特征，秋冬季(1 O月至次年2月)又具有天气干燥、

气温低的大陆性气候特点。年平均日照数1756小时，年平

均气温19．7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1 53 6．5毫米。南雄是广

东省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久负盛名的“南雄四古"：即梅

关古道、珠玑古巷、三影古塔和恐龙古生物化石。南雄是中

原通岭南之要冲，自中原来粤，南雄素称岭南第一州。既为

沟通岭南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之通衢，又为历代兵家必争

之地。特别是著名的南雄珠玑巷是古代中原人南迁的重要

集散中转地，珠玑巷后裔遍布珠江三角洲、港澳及海外地区。

南雄自然资派丰富，种类繁多。素有“中国黄烟之

乡”、“岭南银杏之乡’’之美称。山林有220多万亩，其中

用材林占70％、毛竹占1 5％、经济林占15％o林木蓄积量

250多万立方米，可伐量1 3O万立方米，主要用材是杉、

松、竹，还盛产土纸、松脂、香菇、木耳等o j水利资源

64700千瓦，可开发量45600千瓦，现已开发28 140千瓦a

花岗岩石资源储量1．2亿立方米，有巨斑状枣红色花岗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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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丝窆堡全些查

浅红色花岗岩、纯黑辉绿岩等1 2个品种，主要分布在孔江、

油山、澜河等镇。矿产资源有稀土、钨、铀、铜、莹石和石灰石

等品种。此外，还有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所有这些山区的

丰富资源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为发展南雄的乡镇企业提

供了十分深厚的物质基础。南雄的乡镇企业。在清朝以前是

指手工业作坊，解放初期是农村的工副业和街道手工业：，成

立人民公社后称社队企业，撤销人民公社成立乡镇后称乡镇

企业。乡镇企业的经营形式分为镇办企业、村办企业：联办

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其他企业等多

种形式。其经营行业，又分为农业企业，、工业企业、建筑企业、

交通企业、商业流通企业、旅游饮食服务业和其他企业等多

种行业。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对于逐步改变农村面貌和

农村经济结构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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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南雄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据《明·南雄

府志点校本》记载：宋志有水纲、花绸、焦布、蒸纱布。又据出

土文物考证：该市宋代的水南窑、铺背窑、莲圹坳窑主要分布

在市区附近的浈江、凌江两岸，产品为白瓷碗i盘、碟等EI常

用品。明代有葛布、苎麻布产品。至清代已发展到l 8种行

业：计有织布、烧石灰、造土纸、造木船、纸帘、木器、石器、铁

器、银器、铜器、土建、印刷、制革、烟丝、饼食、酱料、凉果、酿

酒等。许多行业在市内及圩镇开厂设店并已成行成市。集

中于一条街或一条巷的专业巷有：以打石行业集中的街叫

“打石街”、打铜行业集中的街叫“打铜街”、结绳行业集中的

街叫“牛筋街"、做棺材行业集中的巷叫“棺材巷"，还有”扎

笔巷"等等。在城镇开厂设店的主要手工业厂家有：陈源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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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鎏

烟丝店、周德茂木匠铺、周德兴木匠铺、伍汉生寿板铺、何绍

彰寿衣店、李全记造船厂、刘安合造船厂、刘兴福造船厂、伦

元阁书局、汇源和印刷所、成德堂印务所、五凤楼印刷局、陈

跃星银匠店、叶珍源银匠店、刘茂兴石器店、楚南正合利纸帘

坊、胜和昌酱园、福聚利酱园、封广隆饼食店、朱广泰饼家、福

合饼家、永利昌酒庄、李珍记酒庄、吴同记皮场、广利源皮场

等。清代南雄最大宗的土特产品是土纸，道光初年，百顺、澜

河山区的纸农各户设厂经营生产。品种有毛边纸、山背纸、

重桶纸、京文纸、背心纸等。第二大宗的土特产品是梅子加

工。据《直隶南雄州志》记载：“至结子之梅，花白、瓣单、州

属所在多植，平田尤多，寻常村坞有之。子熟时j渍以盐灰甘

草等汁，北售南赣十之三四，南货佛山十之六七，南雄以梅名

天下。”

民国时期，随着近代工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手工

业发展较快，有的已采用较为先进的机械动力生产，由简单

1的作坊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这一时期，新兴的行

业较多，棉土窝开始开采钨矿，兆丰米机厂开始用木炭煤气

机加工粮食，郑炳记开始用缝纫机车制衣服。和祥安行鞋坊

开始生产皮鞋，汇源和印刷厂开始使用铅字印刷机印刷，广

裕池开始生产“·心：’、“一德”牌香烟，还有干电池、火柴、肥

皂、陶器、竹编各种新产品和机械修理等新行业。生产规模

较大的是卷烟、粮食加工和印刷业。

卷烟业兴起于l 927年，兴宁人开设的广裕兴商号首先

生产“一心"、“一德"牌香烟。抗战时期，卷烟有较大的发

展。1 943年1月在县政府登记在册的就有5家工厂：抗建卷

烟厂、中国南雄家庭卷烟厂、中国顺风卷烟厂、中国友联卷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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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和岭南手工烟厂。产品销粤北、粤东和赣南各地。抗日

战争胜利后，南雄仍有家庭和兴业两家产量较大的烟厂，每

家日产香烟250条，品牌有喀斯、繁华林、双喜、海军和龙眼

等o。
t - I

‘粮食加工业已普遍采用煤气机。兆丰米机厂I 92 1年开

业，‘工人22名，使用40匹马力的木炭煤气机，日加工稻谷3 O

吨。农工米机厂1 93 3年开业，使用60匹马力木炭煤气机，

1 2小时加工稻谷30吨。利记米机厂1 946年开业，使用40

匹马力木炭煤气机o ． ：，

印刷业普遍采用铅字活版印刷技术的有伦元阁书局、五

凤楼印刷局、成德堂印务所、汇源和印刷所、昌兴文具店和黄

广济印刷所。五凤楼印刷局除印刷一般日常印品业务外，还

负责印刷《南雄日报》、《岭南民国周报》等业务。

据l 94 1年统计资料记载，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有l 7个行

业计643家，5088人。造土纸排行第一，有乡村造纸厂坊

560间，从业人数402 1人，当年产土纸1 0万担。榨油厂坊8

家，从业人数11 O人，年加工花生油2300担。．制鞋业4家，

从业人数1 40人，年产皮鞋、布鞋25000双。打铁业2 1家，

从业人数11 O人，生产铁具2万件。其余行业都是在1 OO人

以下的小型手工业。到1 949年，全县有个体手工业1 45 8

户，总产值392万元，其中私营工业产值1 27万元，专业手工

业产值9 1万元：农民兼营手工业产值1 74万元占j。 。、

建国前，由于生产力落后，南雄丰富的自然资源得不到

充分的利用，乡镇和街道手工业的发展相当缓慢0‘
一

‘：‘

．t 二．‘i 。 = ’’

．．4·，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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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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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

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力扶持发展手工业，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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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发展手工业生产o 1 949年11月，城关区将城镇个体

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成立城关区职工筹备委员会，是为

群众团体组织o 1 950年3月，职工筹备委员会改为总工会

筹备委员会，成立了木器、理发、车缝、铁器和五金修配等行

业经济实体小组o 1 95 1年总工会已有基层工会8个，会员

6345人o l 953年冬，贯彻中共中央总路线的精神，对农业和

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民按照自愿、互利、联合

的原则，走一条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合作化道

路，改造私有制，变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o 1 954年首先在木

器行业成立“木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o入社的社员要交纳

相当于本人1个月工资的股金和入社费。合作社按照入社

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吸收社员。社内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

有，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o 50人以上的生产合作

社设脱产的主任和会计各1人。由互助组到高级社再到人

民公社，集体从事农业生产外，还派出．部分社员从事工副业

生产，较大的合作社还组织副业队外出搞副业，有1名专门

管理工副业的副社长负责管理。在此同时，街道的手工业也

出现了一个声势浩荡的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据1 957年的

资料统计，从1 954年、1 955年到1 956年1 2月底止，全县组

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67个，入社人数l574人，占

手工业总人数的84．1％o

．1 958年兴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以公社为单位进

行经济核算，高度集中，统一经营，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

有．，手工业社组全部纳人当地人民公社，与公社兴办的企业

合并，这就是社队企业的萌芽时期o 1976年11月，中共南

雄县委为了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和管理，成立了“南雄县

社队企业管理局”，局长由县委副书记王广居同志兼任，配专

职干部5各，归属县革委会财贸办公室领导，办公地点设在

繁荣路与二轻局合署办公。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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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丝垒筮全些查

政策，制定全县社队企业发展规划，编制和执行年度计划，审

批新上企业和新上项目，管好归口企业的安全生产和质量，

分配国家下拨给社队企业的资金和物资，培训企业管理干

部，指导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推广运用新技术，研究开发新产

品，总结交流先进经验，推动全县社队企业的稳步健康发展o

1 978年，南雄县政府决定把原属二轻管辖的铁木社、车缝社

划归各公社作为社队企业，归县社队企业局管理o 1 979年，

全县共有企业68 1个，年总产值1 166．9万元，为农村社会总

产值的1 2．1 7％。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政府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农

村治穷致富的突破I=I，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采取一系列优惠

政策，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县政府从1 985年起大力扶持乡

镇企业，每年由地方财政拨出低息、贴息贷款支持发展乡镇

企业。税务部门对新办企业3年免征所得税，科研部门提供

技术咨询服务。。1 985年，市、县地方财政及有关部门发放低

息贷款14 1万元，贴息贷款1OO万元，重点支持新上项目及

龙头企业更新改造机械设备，增设生产线等o 1 9 86年又发

放低息贷款3 00万元，贴息贷款l 00万元，扶持发展小水电

站、稀土、采矿、建筑：运输、竹木加工及工艺玩具、水产养殖

等o l 987年，县政府从各方调集美元1 95万元，人民币950

万元，以贴息和低息贷给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乡镇企业

发展项目。至l 987年底止，全县乡镇办’、村办、联办、户办四

级企业的各类加工、五金修配、竹木农具：家具、玩具、运输、

缝纫、造土纸、砖瓦、石灰、建筑<小水电站、稀土、采矿、商业

和各种厂场等企业共有“1 32个，其中乡镇办30 1个，村办

839个，联户办368个，户办9624个，拥有固定资产4368．6 1

万元，从业职工26962人，年总产值10767万元，占农村社会

总产值25．5％，创税收457万元，实现利润2266．74万元o·

．为贯彻广东省第八次山区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我县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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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姿

企业的发展，实现“八五"期末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超20亿

元的目标，1 993年1 1月，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发

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决定》的内容有九条：一、进一步履行

领导责任制，强化对乡镇企业的领导o’二、认真调整乡镇企

业发展规划，提高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三、多方筹集资金，

增加对乡镇企业的投入。四、引进技术，爱惜人才，推进企业

的技术进步。五、努力搞好外引内联，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六、理顺隶属关系，充分发挥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

作用。七、通力协作，为发展乡镇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八、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对乡镇企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九、深化改革，坚持“多个轮子一起转"o各镇纷纷落实该《决

定》的精神，各项经济指标对比往年有了飞跃的提高，至

1 993年底，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96 1 58万元，总收入9370 1

万元。此后连续八年，乡镇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继续保持了

较快的增长势头o
’

1 997年3月的南雄市机构改革方案中，拟将南雄市乡镇

企业局由行政单位改为事业单位，称之为“南雄市乡镇企业

工作站”o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的颁发施行，

同年7月，根据雄机编(1 997)89号文件精神，恢复“南雄市

乡镇企业管理局”行政职能。并于同年9月委派新局长到

任，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开展“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工作"，从

此，乡镇企业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从1 O月开始，由乡镇企

业局本部干部带队，组织各镇乡镇企业骨干分子先后6批、

合计36人到韶关市乡镇企业局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

企业法》，提高执法水平。同时还加强了局本部及下属公司

的自身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改善了干部、职工

的办公和居住环境，更有成效的为基层服务，深受各镇企业

的赞扬，并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表扬。南雄市乡镇

企业局连续多年被韶关市乡镇企业局评为“先进单位”，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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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办评为“先进党支部"，200 1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全国乡镇企业系统统计工作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一

200 1年1 2月，南雄市市直机关进行彻底的机构改革，

《南雄市市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意见》[200 1]25号文件

决定：“不再保留市农业办公室、农业局、乡镇企业局，重新组

建农业局。原乡镇企业局安全生产职能划归经济贸易局，其

他行政管理职能划归新组建的农业局o"1 2月底，该局有5

名行政干部、包括局长、吾j局长及股长等5位同志，根据《分

流人员的实施办法》精神，自愿申请提前退休，并很快获得批

准。其余人员到新组建的农业局工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

的“乡镇企业局"虽然被撤并到农业局了，但南雄市的乡镇企

业事业仍在不断的发展，将为南雄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

的贡献o
-。 南雄市的乡镇企业在历届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大乡镇企业干部职工认真

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坚持以党的十五大

精神为指针，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

托，以效益为中心，从实际出发，结合各自的镇情、村情、户

情，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资源型企业，

生产适销对路的新老产品，从而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各项经济

指标。到200 1年底，全市乡镇企业个数发展到20055个，从

业人员达到606 1 1人，总产值25484 1万元，总收入328997

万元。实交税金2574万元，实现利润22466万元。乡镇企业

保持了稳步、持续、健康的发展方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

南雄的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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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 朝，目 别

乾隆四十四年(1 779)，中站村大岳山，带村民用馒头窑

生产石灰o
’

嘉庆二十五年(1 820)，江西省丰城人在城关镇开办周德

茂木匠铺o
’

道光四年(1 824)，《直隶南雄州志》记载：梅子熟时，渍以

盐灰甘草等汁，北售南赣十之三四，南货佛山十之六七，南雄

以梅(凉果)名天下o

咸丰五年(1 855)，广州人在县城开办胜和昌酱园，生产

酱料o’

咸丰八年(1 858)，封广隆商店始产饼食类o

光绪九年(1 883)，湖南省双峰人在县城设楚南正合利纸，

帘作坊。

光绪二十六年(1 900)，秀才朱某办永利昌酒庄o

光绪二十七年(1 90 1)，南海里水人在县城开办吴同记皮

坊o
～

光绪三十一年(1 906)，联丰饼家开业。

宣统年问(1 909至1 9 11)，在县城相继开业的有李珍记

酒庄、米广泰饼家、福合饼家、广利源皮坊等o

中华民国

民国九年(1920)，南雄名酒店天和祥酒庄开业。

民国十年(1 92 1)，兆丰米机厂开业。以木炭作燃料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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