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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l

。 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简要记述佛山市四十年来社会

主义建设发展的历程，我们编辑了((佛山市大事记(1949--1989)》。

以便各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借鉴历史，总结经验，知兴衰，明得·

失。通过今昔对比，加深热爱佛山、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感情，激励振兴中华，振兴佛山、建设佛山

的雄心壮志。这就是我们编辑《佛山市大事记》的宗旨。

《佛山市大事记》是一部综合性的、较系统的历史资料。它

以佛山市(不含各县)党政机关活动为主线．采用编年体，条目

式的记事方法，记述了佛山市解放后四十年来的政治，经济、科

学，文化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和一些新事。其记述范围如下：

一，行政区域的划分，变化。

二、党政主要机构的建立和沿革及其领导人的任免。

． 三，重要会议的召开(如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民主党

派会议等)和重要文件颁布实施。 一
’

四、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案件。

五、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其重要发明创造，科研

成果、名优产品。 ．

六、各种重要工程建筑，设施。如公路、桥梁等社会公益事

业项目的建设。

七、不同时期文教、卫生、体育事业发展情况及其特点。

八，受国家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劳动模救
九，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名胜古迹修复及其重要文物的保护．

i 革命历史纪念地的修建。

专 十、党和国家、省的主要领导来佛山视察。

十一、外事活动，。包括与外地、外国重要友好往来和经济．

， j．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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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

十二、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等。

《佛山市大事记》选材主要以佛山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为

主，伺时查找了省、市一些报刊资料。并通过走访、座谈、信函

等不同形式调查核对，力求内容准确，使其成为查考历史的凭证．

学习参考的资料，增长知识的“乡土教材’’。并具历史性、知

识性。 ．

1

我们在编辑《佛山市大事记))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尊重历史。对一些历史重大的事与人及其背景，必要时，作了注

释(夹注)，努力做到“存真、求实、立准、立好"。

《佛山市大事记》主要采用一事一记和综合记述相结合的方

法。每个条目记述力求言简意赅，脉络清楚。编排采用以时间为

序，上限为1949年，下限到1989年。‘对于年内日期不清者附于月

后。月份不清者附于年后。总之，努力使其从纵向通览，能反映

佛山历史发展变化的进程，略知史事要略。从横向观察，能揭示

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地方特色：

“佛山市大事记》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

持及有关人员的大力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编写“佛山市大事记》尚属首次。．材料，经验不足，人力有

限．遗漏，错误、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读者指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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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概况

佛山市地处东整儿3。1 7200北纬22 058730∥。即位于广东省

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东接珠海，西连肇庆，南通江门，北

邻广州，毗邻香港、澳门(距香港245公里，水路96海涅；距澳

门155公里，水路90海涅)。现管辖有城区，石湾区和南海、顺德、

三水、高明县。总人口为268万(市区34．53万多人)。总面积

为381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为77．4平方公里)。大部份为平原，

小部份为丘陵，河道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t’鱼米之乡"

之称。气候条件属亚热带，气候温和，终年无雪，雨量充足。年

平均气温为摄氏21．7度，降雨量为1630毫米。

佛山历史悠久， “肇迹于晋"，得名于唐。据地方史料记载，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现城区称季华乡。唐贞观二年(公元

628年)，因在城内塔坡岗掘出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厨

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达毗耶舍前来传教遗留的三尊佛像，

乡人为此建佛寺，立石榜：日“佛山"，因而得名。

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世代劳动人民艰苦耕耘，佛山经济、

文化发展较快。远在秦汉年间佛山已有颇具规模的农渔民聚居的

村落。唐宋年间这里手工业、商业和文化也相当发达，著名盼t佛

镬’’远销东南亚，石湾陶瓷、佛山香云纱等产品蜚声海内外：明

末清初为佛山历史的全盛时期，人口约70万，工商行业300多个，

韭设有18省会馆，23家洋行，成为我国南方经济、文化和对外贸

易发展的名镇，与湖北的汉口、江西的景德、河南的朱仙镇齐名，

并称我国四大名镇，名声显赫。

佛山也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之一。全市在国外的华侨及外籍人

士73万，港澳同胞76万，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亲属70多万人。

他们有深厚的爱国、爱乡观念，一向关心故乡各项建设事业，为



祖国、为佛山建设作过不少贡献。
。

佛山于1949年lO月15日解放。从此，佛山获得新生，踏上了

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轨道。1951年6月正式成立佛山市，。1982

年被列为全国明星中等城市，1983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实行市领

导县的体制。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珠江三角洲(含佛

山市)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就为佛山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开辟了更为广阔

的前景。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人民。

在佛山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和国家一系列改

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大胆探索，励精图治，努力搞活经济，加

快了佛山市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速度，各项建设事业有很大发

展，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城乡一片繁荣景象。
， 佛山的工业，在三十年建设的基础上，自八十年代始，利用改

革开放的有利时机，有目的有重点的引进国内外的先进技术、设

备，注意吸收、消化、创新，对企业进行行业性的技术改造，使

佛山成为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新兴的工业城市。佛山市现有工

业企业16000多家，其中市、县直属企业2000多家，全市工业以

轻纺为主，以中小型企业为主，门类多，适应性强。纺织、电子，

塑料、陶瓷，糖纸构成五大经济支柱行业。机械、电器仪表、化

工、制药、食品、印刷、工艺美术等企业也有相当的规模和基础。

这些行业在全省以至全国占有重要的位置。近几年来，佛山企业

更新幅度很大，现已拥有许多现代化生产的新厂房，新设备。许

多企业还注重产品的更新换代，采用新工艺、新材料、微电脑开

发应用，使企业生产技术取得新突破。全市有半数以上企业在赢

得国内市场的同时，打入了国际市场。

佛山农村也由“传统型"的农业向现代化、“开放型’’的农

业转变。佛山农业自然条件优越，土地类型多，兼有精耕细作的

传统．，生产布局多样化，平原、基塘相间，稻，桑，蔗，鱼、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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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辅相成，构成了自然、人工的科学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使

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近几年来，佛山农村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基础上，又兴起了开发性和刨汇性农业生产，采取多种联

合经营方式，开办农、林、牧、副、渔和珍禽异兽、花卉盆景等

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联营生产，农产品商品率达80％以上，

成为全国全省农产品重要出口基地，也为农村又开辟了致富的新

路子。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也蓬勃兴起，乡镇办的家

电、家具、塑料、制衣、农产品加工等企业已有相当规模和基础。

其中不少是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或进行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

到1988年，全市农民“洗脚上田’’转上乡镇企业的有48．5万人，

加上农民转上第三产业的7万人，两项合计占农村劳动力53％。

逐步形成了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新型的农村经济结构，古老的自然

经济正被商品经济所取代，农村在逐步转向城镇化。

佛山的商业贸易发达，国营、集体、个体商业贸易发展迅速。

商业网点遍布城乡，购销两旺，市场繁荣。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

佛山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把改造经济结构，发展外向型经

济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努力跻身于国际大循环，逐步形成

了外向型经济体系。全市有三资企业650家，出口生产体系227

个，创汇百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83家。佛山已被国家确定为全国

12个纺织品出口基地之一，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之一、农副产品出

口基地之一。近两年来，佛山还在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

美国、法国、毛里求斯、西德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了贸易投资洽谈会

或商品展销会，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1988年外向型经济发展

又有新突破，出现了五个超历史：协议利用外资超历史，达5．04亿

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超历史，达2．18亿美元；三资企业中，外商

投资比例超历史，达54％，合同反销比例超历史，达78％I三资

企业出口额超历史，达8036万美元。1988年的外贸收购实绩达22．7

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5．8倍。全市出口总规模达6．2亿美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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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1978年增2倍。出口商品达350多类，2000多个品种，商品销

售市场遍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国内外的广阔市场，从而

带动了全市经济建设的发展。

佛山八十年代崛起的新兴工、农、商业的迅速发展，给佛山带

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4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82．4

亿元，比1980年翻一番；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168．2亿元，相当

于1978年的6．7倍，比1980年增4倍，翻二番多。在经济翻二番

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市基本解决就业问题，人

民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1988年佛山农村人均收入1343元，

比1980年增3．6倍；城市职工人均收入2717元，按职工平均负担

0．71人计，人均收入1600元，比1980年增2．3倍。1988年，全市

城乡居民存款储蓄达58亿多元，相当于1978年的36倍，人均储蓄

存款余额达2200元。又根据1989年城区居民家庭生活调查，百户

居民家庭拥有消费品是：彩色电视机78台，电风扇336台，洗衣

机94台，电冰箱86台，录音机98台，音响21台，自行车291辆。

佛山城镇居民住房条件也有很大改善。近几年来，城区兴建了汾

江、卫国、同济、建设等新的居民住宅区i人均住房面积达10平

方米，农村13平方米。城市用电充足，1988年全市人均年用电达

到970度，市区达到2500度。自来水普及率达95％，每天供水35

万吨，平均每人一吨多。绿化覆盖率达13％，市区大气烟尘沉降量

已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内。佛山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一个优

美、舒适的良好环境，“乐在佛山’’已成为佛山人和中外来宾的

赞语。

佛山交通电讯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了陆，海、空交通网络。

广湛、广珠公路干线穿越市区、南海：顺德、三水县，以此为骨

干，形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市、县、镇、乡公路皆通。广三，

广茂铁路横贯市区、三水县，是全国客运量最高的路段。全市水

网密布，航道北至清远、曲江，西通广西梧州，南抵香港、澳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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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直通香港的澜石集装箱货运码头，又有容奇客运港口等。1988

年开辟了广州至佛山的广佛高速公路和直达全国各主要城市的佛

山机场。新建了佛山过境公路和佛山、西樵、澜石、龙江，三洪

奇等大小桥梁59座，全长7399．9米，是1978年前(5312米)的1．39

倍。全市邮路遍布各县、镇、乡。电讯事业也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全市已开通电话总数达10．1万门，其中程控电话4．8万门，移动

电话416门。佛山可同国外154个城市，国内300多个城市直拨

通话。交通电讯的迅速发展，为佛山经济、贸易的腾飞，人民生

活及同国内外交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佛山的改革开放、经济振兴也给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

各项事业带来了显著的发展变化。全市影剧院，文化馆，艺术馆

博物馆、体育馆设施比较完备。城区普及了初中教

育，各县普及了小学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2％。全市有佛

山大学、教育学院各一间，电视大学6间，中专9间，进修学校

5间，普通中学213间，小学1371间。群众体育运动蓬勃开展，

1983年佛山被中华体育总会命名为“田径之乡”。佛山爱国卫生

运动开展较早，1960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红旗城市，近三十年来，

在全国、全省一直保持卫生先进城市的光荣称号。1988年又达到

国家规定的无鼠害城标准，成为我国南方第一个“无鼠害，，城。

佛山还兴建了兴华，玫瑰商场，旋官、珠江、南国、金城酒店，

佛山宾馆、佛山乐园等一批商业服务行业，文化娱乐设施，使佛

山城貌更加壮丽b旅游业也相继兴起，佛山城区是千年古镇，名

胜古迹有祖庙、孔庙，仁寿寺、梁园(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等。

近几年来一些宾馆、酒家还增设了现代化的游乐中心一音乐、歌

舞厅等，为市民和旅游者增添了生活的风彩。佛山素有盛名的土

特产和工艺品，如佛山盲公饼、佛山酶猪蹄，佛山酱油、佛山秋

色，佛山公仔等等，也为旅游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旅游商品。

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佛山人民，在

卜。．．．．．-L



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创新，所取得的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辉煌成就已载入《佛山市大

事记(1949--1989)》历史史册。愿佛山人民，继续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走改革，开放之路，为把佛山建设成为文明、富庶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再创光辉历史。
。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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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9

1954年····”···············”·····”·······””·····”···24

19 55年OBO 000⋯⋯⋯⋯⋯⋯⋯⋯⋯⋯⋯⋯⋯⋯⋯31

19 56年⋯⋯⋯⋯⋯⋯⋯⋯⋯⋯m⋯⋯”O OODIOO OOQ38

一二，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7年1月--19 66年4月)

1957年···················································48

1958年·········”··”⋯”··”·············”····”·”···55

1959年·”··”····””··””·”···”······””·”·”·”·”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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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6

．1961年．．．····”···!”·”···············”········一····”83

1962年⋯⋯⋯⋯·⋯二·000000 000000 000 000⋯⋯⋯⋯⋯89

1963年．”．．．．．··”························000 000 000 000 000 94

1964年⋯⋯⋯000 000 000⋯⋯⋯⋯⋯⋯⋯⋯⋯⋯1．00

1965年⋯⋯000 000 000 000"000⋯⋯⋯⋯⋯⋯⋯⋯⋯106

}19 66年l一4月⋯⋯⋯⋯⋯⋯⋯⋯⋯⋯⋯⋯1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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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文化大革命即时期

’
。

(1966年5月--1976年9月) 一

1966年5月⋯⋯⋯⋯⋯⋯⋯⋯⋯⋯⋯⋯⋯⋯113

1967年⋯⋯⋯OOO 000 000 000 000000 800 000 000 000 000000⋯119

1968年⋯⋯⋯⋯⋯⋯⋯⋯⋯⋯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6

1969年⋯⋯⋯⋯⋯⋯⋯⋯000000 000 000⋯⋯000 000 137

1970年⋯⋯⋯000 000 000000 000 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3

1971年⋯⋯⋯⋯⋯⋯⋯⋯⋯⋯⋯⋯⋯⋯⋯⋯15 l

1972年⋯⋯⋯⋯⋯···OOO 000000⋯⋯⋯⋯⋯⋯⋯159

19 73年O00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000⋯16 6

1974年⋯⋯⋯OeO 000 000 000 000000⋯⋯⋯⋯⋯⋯⋯’173

1975年”·····”·······”·”·”····”···”··”··”“”·179

、．1976年1—9月⋯⋯⋯⋯⋯⋯⋯⋯⋯⋯⋯⋯1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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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

1976年lO月⋯⋯⋯⋯⋯⋯⋯⋯⋯⋯⋯⋯·⋯”．190

1977年····································-···········193

1978年····”····””·”·”····”········”···””””·20l

1979年·””·····”·”······”····”··”·”····”·”···210

1980年·”·”·”··-······”··”·”····”······”·······220

1981年·。·OOQ 000····”···“-······”·”·”·····”······233

1982年⋯000 600000 000 00e 000-000 000 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24 6

1983年000 0BO 000⋯⋯⋯000 000 0000⋯⋯”OO0000⋯⋯259

1984年900 000 000000”．．．····”·”··”····”·”····一”·280

1985年⋯⋯⋯⋯⋯⋯⋯⋯⋯⋯⋯⋯⋯⋯⋯⋯306

1986年”·”········”····“····””·000000000···”····33 3

1987年⋯⋯⋯⋯⋯．．．．⋯⋯⋯·00 0000000000eO⋯⋯35 8

1988年”·”··一”····”·····”····”·””····”·”一”‘376

1989年⋯⋯．．．．⋯⋯⋯⋯⋯⋯⋯⋯⋯⋯⋯⋯⋯398
。466

附录：

附录一：。解放后佛山市(市区)历年人口统计表

附录二：佛山市：县(区)历年农业总产值

附录三：佛山市、县(区)历年工业总产值

附录四：佛山市1950年--1989年财政收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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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 949年1 O月一1 956年1 2月)一

一九四九年
，

十月

14日 14日，广州解放的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 第十五军先头部队由广州西郊转向佛山方向追歼逃敌，于

16日 15日凌晨进占佛山，蓝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同时，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一三一师过珠江后，兵

分三路由东到南包围佛山。一部从南海县平洲经军桥进入

佛山；一部沿广(州)三(水)铁路疾进；一部沿广(州)

1佛(th)公路经南海县大沥到佛山火车站，过中山桥占领

高基看守所。当时，位于佛山南堤光华电汽公司应解放军

要求，深夜派出一班工人，由两名解放军带领沿火车站一

带，。加装电灯以利解放军进城，蓝保证全晚供电。同时，

解放军进驻佛山发电厂。解放军一三一师三九二团团部和

侦通连驻岭南坊。15日20时，解放军进驻佛山电话所和佛

山长途电话、电报局。16日凌晨2时，被解放军包围在一
。 个大院里(今佛山军分区驻地附近)的国民党保安团约300

人全部缴械投降。佛山解放。 。

接着，中共南三花工委书记杜路和珠江地委干部肖志

刚等狄三水到佛山协助驻军工作。同时，南三花工委先后

抽调王灿、陈寄星、杜国彪、戴竹森、张虹、黄宝珠等大

。批党员、干部负责接管南海县民国政府，配合驻军维持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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