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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和改革开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记述本县乡

镇企业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志中上限，主体内容上溯至1956年本县社队集体企业萌芽时

期，下限到1989年底止，个别企业的产品和事项到1990年6月底止。

三、本志记述范围包括乡办、村办、组办、联户和个体企业五个层

次以及县乡镇企业委员会直属的公司。

四，本志建国前年号均按各历史时期沿用年号，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年号．

五、本志所用数据，一般取自乡镇企业委员会和有关部门。金县性

的统计数据，则源于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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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
常宁乡镇企业

上图：常宁县乡镇企业委

员会正、副主任合影(从
左至右：何建民，邹月生、
昊凌风、昊世安)

左图：常宁县乡镇企业委
员会同志们合影。

左图：全县骨干企业

负责人合影。

右图：常宁县乡镇企业区^镇v、乡

办公室负责人合影。



上图：获得全国生产许

可证、市优质产品的城
关水泥厂外景。

右网；艰苦创业的三塘

煤矿全嚣。

左上：图为盐湖镇煤矿

党支部书记、矿长邓仁

发与工人一道下井。

右上：图为西岭铜矿为

提高产品质量，正在释

选锡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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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l刳：常宁县水泵厂生产的80—16型水泵
远销非洲利比里亚。

器矮蓄襄糠告孟兰挈蕞器薯翘：

t图t年产4．4

万吨的桐梓水泥
厂外景。

右图：大堡运输

上图：装机1000千瓦的太平电站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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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月生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在举国上下政通人和

编修社会主义新县志的热潮中，我们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编纂出《常

宁县乡镇企业心--k-》，这是一件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乡镇企业是社会主义的新兴事物，它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

潮中产生，并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本县乡镇企业从1956年萌

芽，几经周折，仍以15．8％的年递增速度向前发展。现在，在省、市同

行业中虽不是佼佼者，但终究还是形成了一定规模，产生了可观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1989年底止，全县已有各类企业12169个，从业劳力占

农村总劳力的1 9．03％，年总收入占全县农村总收入的46．8％，上缴税金

占全县财政收入五分之一，实现利润为1630．5万元，其中乡、村集体企

业纯利润为56 1．0 1万元，上交主管部门201．40万元，企业留利359．6 l万

元。。在企业留利中，用于支援农业生产的56．5万元，用于兴办集体福利

事业的62万元；用于教育事业的46．5万元；用于扩大本身再生产的

194．61万元．这些数据表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

柱，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很大。从

当前看，它是农民致富的重要内容，是农村剩余劳力的重要出路，是国

家大工业的重要补充。在一些乡镇企业特别发达的地方，还成了外贸出

口创汇的重要基地。从长远看，它是促进小城镇建设，逐步缩小“三大

差别”的重要途径。一言以蔽之，它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

现在，人们对乡镇企业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社会上对乡镇企业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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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舆论时有发生，一些同志对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还有疑

虑，但不管人们的主观认识如何，乡镇企业还是按照它自身固有的客观

规律向前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常宁县乡镇企业在全国、全省的

同行中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但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忠实地记载我县

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和概况，也许能起点“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为今人和后人提供一点评价乡镇企业的资料。

本志史料较为充实，内容比较全面，忠实地记载了本县农村广大干

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坚

持改革，兴办企业，搞活经济，勤劳致富，并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业绩。

特别是突出了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县乡镇企业发展概况

和地方特点。但由于乡镇企业行业多，从业人员多，涉及的范围广，加

之，时间短促，难免有不足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199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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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的地位与作用(序二)

吴世安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县乡镇企业从1956年萌芽，几经

曲折，到今天己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1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在调整农村的经济结构和劳力配置结构，推动农业生产、商品经

济的发展以及小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成了“振兴农村经济

的必由之路”。

一、为农村剩余劳力开辟了就业门路，为农民致富找到了一条重要

途径。
’

我县人多地少。1950年，金县劳平耕地4．48亩。随着人口、劳力逐

年增多，耕地面积相对减少，到1989年劳平耕地仅I．92亩，其中水田

1．55亩，人平水田不到0．8亩。乡、村剩余劳力一般占总劳力的25—30％，

有的高达40％。近几年，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科学技术、

农业机械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力更多。如何使剩余劳力既能找到出路，

又不致于被迫涌入大中城市，造成城市畸形发展。实践验证只有发展乡

镇企业才能解决这个难题。本县乡镇企业从1958年兴起，到1980年共发

展l 3 1 5个，吸收了剩余劳力32782个，占农村总劳力的l 2．53％。以后’，

企业越发展，解决的剩余劳力也越多，到1989年，全县发展各类企业

12169个，从业劳力59081人，占农村劳力总数19．03％。盐湖、松柏、西

岭、城关、白沙等9个乡镇的企业，共吸收剩余劳力13847人，占这些乡

镇的农村劳力总数30．1 4％。松柏镇渔业村处于湘江之滨，其江段是全国

三大家鱼产卵场之一，全村人民历来靠江段捞鱼苗为业。由于上游厂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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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严重，70年代后，鱼种资源濒临枯竭，使全村200余劳力无事可做，

600人生计无着。当地党、政部门多次为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均未能如

愿。1976年该村办起一化工厂，安排185人就业，1989年工资总额22．4万

元，使全村人民安居乐业。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也相应增

多，有些农民已开始富起来。1974一1980年，乡镇企业拨回生产队的工

资3298．66万元，年平回队工资471．24万元，占农村分配总收入20％。

从1980年以来，特别是1985年对乡镇企业放宽政策后，企业总收入突

增，到1 989年达21780．43万元(含村以下1 1758．96万元)，占全县农业

总收入的46．8％。其中乡、村办工业企业收入为5415．42万元，比1978年

增加1．6倍。l 989年松柏镇有企业157个，其中年产值超百万元的骨干企

业5个，企业劳力3338人，占全镇农业总劳力59％，人平工资1084元。

城关镇桃江村从1976年起，先后建成石灰厂、电石厂、渔场、柑桔场、

猪场以后，企业收入年过两百万元，90％的企业劳力家中都盖了钢筋水

泥结构新房，添置了电视机、单车、手表，有的还购进了电冰箱。实践

证明，凡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地方，农村剩余劳力不愁无用武之地，农民不

忧无致富之路。

二、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成为国营企业的得力助手。

靠种田吃饭，杀猪过年，养鸡买盐。”这是本县多年农村自给半自

给的经济结构。到1989年，乡镇企业已形成了农业、工业、建筑、交通

运输，商业服务等五大行业，分别占总收入的7．4l％、58．10％、l 2．22％、

6．78％和15．49％，乡镇工业又有能源、采掘、农机、化工、建材、粮油

加工，造纸、饲料、其它等九大门类，分别占工业企业总产值的38．7 3％，

6．42％、10．75％、11．66％、22．5l％、0．83％、 3．78％、0．6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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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由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多种行业0改变了农村的经济

结构。1959年，全县农村经济结构是农、林，牧，副、渔五大行业，总

产值为6847万元，其中种植业占总产值的62．10％。1989年，农村经济结

构己形成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等十业，农村总收

入为460 14．54万元，其中种植业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3．94％，其

它各业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已由1959年的37．9％上升到56．06％，上升了

18．16％，单一化的农村经济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

当前，乡镇企业产品众多，达一千多项，主要产品有llo种，每年为’

国营企业提供金、银、铜、铁、锡、锰、铅锌、原煤、硫铁、瓷泥等lo

多种工业原料，特别是提供锰矿石最多。如1987年为“湘钢”、“武钢”、

“上钢”等9个国家钢铁公司提供锰矿石1．0IT吨，为全国钢铁工业作

出了较大的贡献。煤炭是我县一大资源，1989年乡镇煤矿产煤281 319

吨，占全县产煤总量的71％。还有不少企业为市场提供了小商品，对大

工业起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全县有骨干企业63个，已由传统的手工型逐步向现代工业发展，形

成了一定的规模。尤其是城关、松柏两镇的乡镇企业，围绕城市和大工

业的需要而发展，成了国营／工业的得力助手。通过联营扩散产品，生产

零配件，与大工业建立了相互依存，紧密合作的关系。金县已有31家乡

镇企业与省内外大工业建立了联合．城关、松柏、新河、大塘等八家农

机厂除与县农机厂建立联系外，还为全国20个省市68个国营单位生产水

泵、机耕犁和消声器、滤清器等产品，1989年，年产值达450万元。既支

援了国家工业，又促进了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

三、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作出了重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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