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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常德地区志·乡镇企业志))记述常德地区从农业生产

互助合作对期的农村企业，到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再到恢

复乡镇建制后的乡镇企业的历史过程．主要成就，以及在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f'r-用。一般是上起50年代．下至1988

年，个别章节时限有所延伸。 ·

二、在1973年以前，地区和县市未设管理社队企业的机构，

因此，很难全而收集这一时期的资料、数据。地区和县市乡镇企

业局对1984年以前的农村农户联营企业和个体企业未予管理，本

志没有记述这一时期农户联蕾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史料。

三、本志所用史料主要来源予地区档案馆、常德市图书馆、

地区乡镇企业局档案室及有关科室、各县市乡镇企业局、部分区

乡企业办公室及基层企业。个别史料由当事者口述。所用统计数

字主要来源于地区统计局统计年鉴、地区乡镇企业局统计年报，

湖南省乡镇企业局统计资料。

编 者

l 0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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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苗共常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象忠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乡镇企业是新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为乡镇企业修志，为广

大农民立传，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常德地区志·乡镇企业

志》的成书，无疑填补了常德历代地方志l抢空自，这是很有意

义，值得庆贺的。

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历经风风雨雨，几度潮涨潮

落，但总是在困难申发展，在曲折中前进。一部乡镇企业发展史，

就是一部新中国农民可歌可泣的创业史，不屈不挠的奋斗史，大

智大勇的竞争史，图强求富的翻身史o《常德地区志·乡镇企业

志》正是对我市乡镇企业萌芽子农业合作化时期发展刭1988年这

30多年的历史作了较全面、真实的记载。这部志，史料翔实、脉

络清楚、叙事客观、详略得当，是值貉一读的。

乡镇企业是具有旺盛生机的新生事物，她的崛起是中国经济

改革的重大成果，是二十世纪下叶最令世人瞩目的伟大实践。历

史已经和将进一步证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我国农村和农

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我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是增强我

国综合实力，跻身子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由之路。尽管这条路漫

长、坎坷，充满艰险，中国农民将义罗暇顾，更加大胆地，坚定
不移地走下去。大道通天，前程辉煌，对此我们深信不疑。一

乡镇企业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实惠，带来了希望，给广阔农村

带来了深刻变革。它的意义还在于，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先

导，它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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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的乡镇企业是昨天乡镇企业的继续，现在和过去有着割

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乡镇企业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有胜利

的凯歌，也有挫折的咏叹，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我

们修志读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镜，看兴衰，悟得失‘，获得借鉴，

受到启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我们缅怀昨天，更着眼明天。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要

以更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更勇敢地投身市场经济的舞台，

搿痴心"不改，顽强拼搏，把乡镇企业这一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不断创造出无愧于先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业绩，谱写出新的历

史篇章。

199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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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l

概 述

常德地区素称曩鱼米之乡詹，是传统的农业地区。新中国建

立之前，农村长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只有少数农民

在农阕季节从事烧木炭、烧石灰、烧砖瓦、制陶器、榨油、酿

酒，挖煤、淘金、炼铁、做鞭炮、纺纱、织布等家庭虿4业。各类

匠人生产铁：术、竹制农具及日用杂品。新审国建立后，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审全会以后，农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

展，众多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发展乡镇

企业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过的。 口要使这堕被排挤出农

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

从事工业劳动黟(马恩全集第19卷369页)。

1950～1957年是全地区农业企业的趔创时期。新中国建立初

期，全区农村企业在副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开始萌芽。1951年，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察)》指

出。矗在适宜予当地条件下，发展农业和副业+(手工业、加工

工业、运输业、畜牧、造林、培养果树、渔业及其他)相结合的

互助组一。全地区对个体手工业；采取减免税收，组织加工订

贷。建立生产小组等措施进行挟持。农村手工业随之兴旺起来。

1952年，全区经营手工业的农民有6103k，产值30k22万元。

1955_195 7r年，全区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对，把农村手

工业者和从事工副业生产的人员组织起来，兴办直接为农业生产

和农民生活服务的企业，有的乡还办了农业机械厂等企业。 《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装后，全区农讨普遍建立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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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组)，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

1958～1978年，是全区社队企业的形成和发展阶段。1958

年，全区建立农村人民公社。这时对乡(镇)所在地的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实行“转厂过渡"，有的并为大厂，过渡为大集体性质

的企业，有的成为公社办的企业，有的成为走乡串户的手工业

者。这年年底，全区由乡镇办的工厂有128家，从业人员4076

入，ril乡镇办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有89个，从业人员

2587人。不久，农村人民公社规模缩小，实行公社、大队两级管

理，躁，f：j『fi，j企业分别划归公社、大队经营，称为社队企业。公让

一级经营的企业，比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企业规模要大。当时

由于政企不分，管理紊乱，搬用国营企业的经营模式，企业经济

效益箍。躁材科浪歌、产品积压、生产停滞不前。1961年，人民

公社实彳彳“兰级所柯，队为基础"管理体制。社队企业在国民经

济调整，整顿flI多数停办、关闭。比如t常德县的社队企业，

l 959q-有】1 00家，到1 962年只剩¨O家，石门县的社办工业产值，

19625I-41有15．9i万元，比1959年下降97．31 95。1963年，国民经

济形势好转，垒区社队企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经营范围由“一种

二养三加工"扩大到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

业等门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有“左"的干扰，批判

“弈农经商"，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农民个人发展多种经

营。但公社，大队却通过兴办企业的形式：|=l=大集体经济，社队企

业仍然得到发展。到i976年，全区社队企业发展到1．4．syj‘家，从

立之人须增加到21．49万人，当7年总收入达到1．97亿元，比】961年增

长28詹。当时，社队企业的收益分配，除缴纳税金、生产成本

外，利润全部或大部一f-_交公社、大队。集体积累偏多，分给农民

的偏少。企业I双工月工资一般是15～30元，效益好的企业为40元

左右。在一些生产周期长的企业，如林场、园艺场等，职工每月

只有几元莱金补贴，匾生产队参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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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8年，是全区乡镇企业改革创新、蓬勃发展的阶

段。1979年7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

的若干同题的决定》，要求社队企业有一个大发展。全区各级认

真鼹彻这个决定的精神，社队企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1980年全

区社队企业发展到1．91万家，从业人员增加到22。63万人，当年企

业总收入3．。71亿元，比1978年增长68．1％。1984年3月，中共中

央、圄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让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

规定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包括社(乡)队(村)举办的企

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乍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

业。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文件精神，开创全区乡镇企业的新局面，

中共常德地委和行署采取了许多措施。这年，地委和行署负责同

志率团到湖：汜省荆州地区参观学>--3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i月末

～5月初，在临澧县召开金区三级干部会议，发动各级大办乡键

企业。1985年1月‘，召开全区农村工作会议，解决了在发展摸式

上认为集体企业是乡镇企业，农户驳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不算乡镇

企业的片面认识，在结构上，重视建材业和农具修造业，忽：况农

副产品加工业、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的问题。1986年，在常德县

河浓区进行发展乡镇企业试点，总结推广灌溪乡金属结构厂实行

科学管理的经验。这年8月，地委、行署负责同志率领25人到江

苏省无锡市挂职学习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在全区掀起了学无

锡，大办乡镇企业，振兴常德农村经济的热潮。地区建立了乡镇

企业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庞道沐任组长，行署副专员卜启圣

任富0组长，地委瓦0秘长吴愈陵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87年

4、5月，地委组织工作组在临澧县新安镇进行乡镇企业深化改革

的试点。5月下旬召开有各县，市委书记、乡镇企业领导小组组

长，计划产值过亿元的17个乡镇党委书记参加的流动现场会。交

流了实行乡(镇)办、村办、农户联办和个体兴办四个轮子一起

转，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建立厂长(经理)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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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制I实行外引、内联，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引进技术、设备．

人才，开展质量创傥，新产品开发，向口高、精、尖一方向发展

等方面的经验。经过连续几年的努力，全区乡镇企业出现蓬勃发

展的新局面。到i988年底，全区乡镇企业发展到12．32万家，比1978

年增加lI．03万家l从业人员增加到48．19万人，比1978年增加

28．79万人，固定资产总值12．32亿元，}L1978年翻了2．4番，企业

总收入28．43亿元，1：L1978年翻了3．6番，平均每年递增29．1％，

企业总产值24．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1978年翻了

3．5番，平均每年递增17．6％，交纳税金7706万元，比1978年翻

了8．5番，平均每年递增29．1％，企业职工入均工资965元，比

1978年翻了1．6番。

毛泽东主席在50年代曾把社队企业誉为“伟大、光明，灿烂

的希望黟。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农村改革

中预想不到的最大收获。新中国建立后，全地区乡镇企业经过近

40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全地区1978～1988年社会总产值净增部分的28．6％，工业

总产值净增部分的40．3％，1980～1988年全区农村社会总产值

净增部分的52．75％，都是来自乡镇企业。1988年，全地区乡

镇企业总产值已相当于1977年的全区社会总产值，乡镇企业工业

总产值已相当予1980年的全区工业总产值，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

超过全区农业总产值。1988年乡镇企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占全地区

同类产品的比重l水泥75．57万吨，占67．6％；原煤114万吨，占

62．3％，红砖29．8亿块，占89．6％；机制纸1．47万吨，占22．8％I

食用植物油7．43万吨，占82．11％，家具50万件，占90％’石灰、

陶器、石膏、火柴等产品，l’iloo％。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额

6562万元，占40％。

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湖南省占有一定位置，1988年同

1978年相比，顺序排列是向前移的。乡镇企业总收入由第四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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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第二位，乡镇企业工业产值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水泥，

石灰、土纸、陶器、白酒、食用植物油，莲子，蚕茧等产量，都

居首位’机制纸、石膏，鞭炮，乳花、硫磺，饲料，鲜鱼等产量

居前三位’出口产品交货额占第三位。

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工业、建

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改变了

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成为农村新兴的商品生产体系。在1988年

全地区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中，工业占61．3％，建筑业占11．2％，

交通运输业占10％，商业占6．5％，饮食业占3．9％，种植业和养

殖业占7．1％。

全地区乡镇企业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产品质量提高和

新产品开发。至f]1988年，有14项产品获国家农孜渔业部优质产品

奖，I项产品获全国食品银牌奖，2顼产品获全国食品铜牌奖，

53项产品获湖南省傥质产品奖，9顼产品被湖南省鉴定为省级优秀

新产品，11项产品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临澧县新安镇龙凤山水泥

厂研制的新产品R型#425早强快硬矿渣硅酸盐水泥，填补了湖南

省的空白，获湖南省经委颁发的新产品证书。汉寿县沧港镇化工厂

研制的新产品。异丁基苯’’，纯度为99．8％，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这种产品目前只有日、美、英、法等国家可以生产a这家化工厂与印

度哥哈皮尔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签订了为印方代培人员的协议。

全地区乡镇企业，始终坚持“服务农业，建设农村"的指导

思想。在创办时期，各级都把任务定在为农业生产服务上。在70

年代提出， 群围绕农业办企业；办好企业促农业"，80年代坚持

“以工补农、以工促农、以工建农”，从物资、资金、技术等方

面支援农业。1971-～1988年，全区乡镇企业为农业生产供应铁制

农具3870万件，木制农具754万件，竹制农具1453万件，农机具

配件2715万件，石灰790．4万吨，机引农具2362台，机耕船656

爽，机动脱粒机1．5l万台，化学农药1．82万吨，打稻枧3．53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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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加工茶叶、油料、粮食、棉花、畜产品、水产品、水果、

蔬菜等农副产品，为发展农村各项事业提供资金7．77亿元，其中

用于以工补农资金1．7亿元，用于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小城镇建

设、教育事业资金1．16亿元，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4．91亿

元。1988年，全区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48万人，占农村

劳动力蠡,921．1％，比1978年上升12．4个百分点。农民进入乡镇企

业，劳动方式由过去分散种田到集中做工。还参加职业培训，为

用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提供了条件。到1988年

底，全区有6881人获得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其中任高级

职务的5人，任中级职务的455人，任初级职务的6421人。吴志

泉等19人获得中共常德地委、常德行署授予的“农民企业家"称

号。

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城镇化的步伐。1988年，

全区农村小城镇发展到80个，比19700年增ITFi60个。农村小城镇吸

引农村人口转移，带动了农村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

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成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乡

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小城镇的形成，打破了城乡分割，加强了城乡

经济联系，形成了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新型关系，缩小了城乡

差别。
’

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1988年，全区乡镇企业

产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乡(镇)有95个；企业产值在500万元以

上"-'1000万元以下的乡(镇)有88个；企业产值300万元以上～

500TY元以下的乡(镇)有50个；企业产值在300万元以下的乡

有71个。其中有12个乡的企业产值在100万元以1-o全区乡镇企

业产值在100万元以上的村有139个；企业产值在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村有267个，企业产值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村有1798个。企业产值在10万元以下的村有2377个，占村总

数的48．3％。．其中有472个村的企业产值在1万元以下，占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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