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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 激励后人

义乌县委副书记 王辉中．·

．《．义乌乡镇企业志》于_九八五年七月开始编修。在这一年零四

个月的时间里，乡镇企业局修志人员广集史料，，去粗存精：，按照志书

体例，精心编排章节，力求文字精当，语言清通。经过各方努力，终

于在今年十月底编纂定稿。现在，义乌历史上第一部乡镇企业志与大

家见面了。

《义乌乡镇企业志》的问世，是全县人民所欣喜的一件大事，值

得庆贺。她忠实记载了广大农民投身于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基本史

实，印记了农民艰难创业的风风雨雨和历史足迹。毫无疑问，这部专

志必将充分显示出她的资政、教育和存史作用。

回顾历史，乡镇企业发展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为了她的发展：I_=J=

大，上上下下多少人为之付出了心血。在义乌这块宝地上，既有比较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达的交通条件，又有聪明勤劳的义乌人民，加上

一大批能工善商的经营人才，照理说，乡镇企业的发展更应快一点。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封闭型的小农经

济格局。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两个巨

轮推动下，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下，义乌人民才得到施展身手的广阔

舞台，乡镇企业才从此崛起。

义乌乡镇企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她虽然走过了二十七年的历

程，但还很幼雅，还很年轻，因此我们还要继续积极扶持其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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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断前进。人民的富裕，国家的昌盛， “我们伟大的、光辉灿烂

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一 。

总结和记取历史经验，。‘以前人激励后人■对加快我县乡镇企业的

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义乌乡镇企业方兴未艾，我们更应借鉴历史这一面镜子，以成功

的经验运用到，今天的工作实践中来，。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以出色的

成绩续写义乌乡镇企业史上更加催人奋进的新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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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取事主要从1 9 5 8年人民公社建立起，下限至1 9 8 5年

底止。主要记述从社队企业局成立开始。

二、全志设《义乌县社会经济概况》、《乡镇企业概况》、《乡镇工

业》、《其他企业》四篇二十二章。

三、1 9 8 3年政社分设前的公社、大队，统一改称乡、村。1984

年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

四、乡镇企业产值1 9 8 0年前按1 9 7 0年不变价计算，1980年后

均按1 9 8 0年不变价计算，服装工业产值按全价计算。

五、本志资料录于县档案馆及县、区、镇、乡各部门的资料，为节省

篇幅，没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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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义乌县社会经济概况

义乌县始置于秦王政2 5年(公元前2 2 2年)，名乌伤。唐武

德六年(公元6 2 3年)分置乌孝、华川两县，次年合两县定名义

乌，沿用至今。县人民政府设在稠城镇。

本县位于浙江省中部，东经119。4 97—120。1 67 2 5¨，j匕纬

29。02
7

13¨一29。33
7

40¨+。东邻东阳，南接永康、武义，西连金

华、兰溪，北靠浦江、诸暨。南北长5 8．1 8公里，东西宽44．4 1

公里。总面积1 1 0 2．8 0 7平方公里，折合1 6 5．．4 2万亩。

全县共辖5介区、2个镇、4 7个乡(其中4个乡级镇)、7 4 3

个行政村。l 9 8 5年底总人口5 9．3万。人口密度537人／km 2，

为金华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县份。

我县地处金衢盆地东缘，北、东、南三面环山，中、西部丘岗起

伏，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资源丰富，
、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2 4 3天)。全县有耕地59．20万

亩，其中水田4 7．0 4万亩，旱地1 2．．1 6万亩，以水稻、大小

麦、糖蔗、豆、薯等粮食经济作物为主。有林地面积7 5．3 0万

亩，以桑、枣、茶、毛竹及松、杉林木为主。从而形成多种经济作物

的综合性农业经济区。有水域7．3 6万亩，有东阳南北二江汇合流

过城阳、佛堂两区，山塘水库星罗棋布。且有浙赣铁路，杭金公路横

亘全县，境内公路四路八达，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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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义乌各方面条件，对于发展乡镇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

首先是以粮、糖、猪为主的农牧副产品丰富，为发展食品工业奠

定了基础。义乌县已被列入全国百个食品试点县和浙江省五个食品试

点县之一。

1 9 8 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 7．7万吨，花生、油菜等油料

8 9 9吨，茶叶5 7 8吨，蚕茧3 4 6吨，棉花1 4 1吨，为发展养

殖业、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本县糖蔗有4 0 0多年种植历史，种植面积．3万亩左右，占全省

三分之一。所产红糖称“义乌青"，营养丰富，闻名省内外。年产白

糖5 0 0 0吨，红糖万吨以上。

义乌大枣是全国名枣之一，最高年产量达3 7 4 5吨。加工成南、

蜜枣，是优质滋补品。山花梨年产约4 0 0 0吨。近年正在积极发展

柑桔、黄桃等水果。 ，

本县生猪饲养量在6 0万头以上，是著名良种“两头乌”的重点

产区和“金华火腿"主要产地。同时，家禽年饲养量达1 2 0余万

只。 ，

其次，劳力充裕，能工巧匠多，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利条

件。1 9 8 5年全县农业人口5 4。7万，其中正半劳力2 7；3万，

人均耕地0．6 8 7亩，剩余劳力丰富。全县有万余人从事泥木建筑

业，组成8 0多个建筑企业，有l 5 0 0 0余名缝纫技术工从事服装

加工业。还有豆腐皮、火腿、南枣、蜜枣、糖果糕点，棕棚、棕线、

羽毛、猪鬃、制刷、陶器及各种小商品加工业等，成千上万专业人员

技艺精湛，为乡镇企业发展，为出口都作出了贡献。

再次，有一定的矿产资源，有利于建材工业的发展。蕴藏量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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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石矿已有数十年开采历史，乡村已具有年产二万吨以上的开采能

力。丰富的原煤，红壤资源为砖、瓦生产提供了条件。1 9 8 5年红砖

产量达一’i乙块以上。县境内有东阳江、大陈江两大水系，流长7 8公

里，砂石资源丰富，年产黄沙24万吨，销及沪、杭、苏州等地。建筑

石料取之不尽。

第四，、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商业发达。浙赣铁路横穿县

境，长达4 4公里，设有大陈j苏溪、荷叶塘、义乌、官塘、义亭等

六个车站，县内公路通车里程3 0 5公里，直达金、衢、杭、沪、

宁、温、浦、桐。东阳江汛期，五吨木船可从佛堂通航金华、兰溪j

全县有大小集镇3 0个，有l 4 0 0 0余人从事小百货经营。特

别是1 9 8 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放后，各地客商云集q市场兴旺，

闻名全国，促进了乡镇的商品生产。

第五，社会经济发展较快。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6．3 4亿

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2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 9 0元，城乡居

民储蓄余额8 3 0 0余万元。

’1 9—7 9年以后，乡、镇企业有较大发展。1 9 8 5年全县有乡

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种养殖业、商业服务业)企业2 2 9 2

家，其中乡办4 7 7家、村办5 3 6家：联办1 2 7 9家；家庭工业

户l 1 0 3 8户；还有众多的建筑、运输、商业个体户。从业人员

1 1万余人，乡、村联办集c体企业固定资产3 3 2 7万元，总产值

2．9 4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成为本县国民经济的重

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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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乡镇企业概况

第一章 发展概逸

一、 “二五"时期(1 9 5 8—1 9 6 5年)

社队企业在中国大地萌生之时，毛泽东同志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1 9 5 8年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掀起大办地方工业高潮。原手

工业组织的9 4个社组划归公社；发展成社办工厂1 5 0个。从业人

数3 0 8 9 0人，其中手工业社组5 5 3 1人。工业产值5 3 4万

元，其中社组4 3 4万元。由于当时浮夸风盛行，统计数字不够准

确。．

1 9 5 9年初，社办工厂猛增到4 8 3个，有农机、竹木、被服

和陶器等4 9个行业。接着贯彻地委工业会议精神，着手整顿公社企

业；年底巩固了8 8个社办企业，．产值5 7 1万元，其中社组4 7 7

万元。全县还有队办企业3 8 5个，4 8 1 1人，分布在8 2％的生、

产队中(相当于后来的生产大队或行政村)，基本上达到队队有工

厂、农机具修理“小修不出队，中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

1 9 6 0—1 9 6 1年，全县继续精减公社企业和裁减务工人

。员。I 9 6+1年底，社办企业只剩下6个。为满足小农具修理需要，

充实了部分队办农机修理企业。

1 9 6 2年继续整顿农村社办企业，进行“停、放、转”，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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