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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仙居县地方

志系列丛书之六——《仙居县大事记>(1986～1997年)出

版问世了，这是我县修志工作取得的又一成果，可喜可

贺。

星转斗移，光阴荏苒。自1980年仙居县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成立至今，历时20年，相继出版了新编《仙居县

志>、《光绪仙居县志》(标注本)、<旅外仙居籍人士名录>、

<万历仙居县志>(标注本)、<十年修志的轨迹>等系列丛

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县文化宝库，为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

提供了一套权威性工具书和资料书o

<仙居县大事记>几经征求、修改、补充、审稿，历时4

年。它采用横排门类、类以时序的编写方式，以极其简炼

的语言全面反映了1986年至1997年我县人民在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发扬“团结奋斗、
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务实争先”的仙居精神，在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所采取的改革举措及

取得的辉煌成就。它记叙真实、准确，信息量大，是一本

很好的资料工具书，对我县今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

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o<仙居县大事记>的编纂出版，

不仅有利于我县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积累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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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手资料；为切实搞好我县下一届修志工作奠定了

基础。

学习历史，开创未来。希望全县上下特别是各级领

导干部，认认真真阅读《仙居县大事记》这本书，进一步解

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进取，扬长避短，大胆探索我县两

个文明建设的新路子，为使仙居早日跨入全省中等发达

县市行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仙居县委书记胡斯球

仙居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根福

1999年5月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纂说明

一、<仙居县大事记>记载仙居县1986～1997年社会各行各业

重大事件和重要成就。

二、本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

地加以记述。

三、本记以事业属性横排门类，采用编年体记叙。有些时间跨

度不大的事件，结合采用纪事本末体集中记述。

四、本记资料来源于档案文献，几经征求各部门各知情者意

见，修改补充，翔实可靠。

五、书中浙江省简称为“省”，仙居县简称为“县”，中国共产党

仙居县委员会简称“县委”，仙居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中国共

产党仙居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县纪委”，仙居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简称县人大常委会或“县人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仙居县委员会简称“县政协”。

六、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在选材编写中标准掌握不当和错

漏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编者

19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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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主村、新桥区横街镇陈家村、新桥镇风阳章村参观学习开发性

生产和户办企业经验。

8月16日 台州地区行署批准：撤销县委农村工作部、县农

业局、县林业特产局、县农业机械管理站，设立农业委员会；撤销县

教育局、县职工教育委员会、县体育运动委员会，设立县教育委员

会。

11月15日，仙居县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161名离休

老干部、61名城关地区退休教师入会，瞿素芬为名誉会长、郑中卿

为会长。

12月11日，台州地区行署批准：撤销县计划委员会、经济委

员会，设立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

协作办公室。同时，县政府决定：撤销县经济研究中心，建立县经

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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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县二轻工业联社筹备组。

1987年

1月6日一7日 县委六届五次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我县

“七五”期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措施>报告。

1月7日 县政府驻杭办事处成立。办事处设在杭州市莫于

山路省煤炭厅招待所。

2月23日 颁发居民身份证领导小组成立，副县长周泽兰任

组长。开始颁发居民身份证。

3月28～31日 中共仙居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320名代

表出席。会议选举产生有30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

仙居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委9人。瞿素芬为书记。王猛照、瞿仁秉、

滕显木为副书记。同时，选举产生有12人组成的县纪律检查委员

会，常委5人，阮孟合为书记。

5月7—11日 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到

会代表254名。选举产生由19人组成的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和

县政府新领导班子。瞿素芬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猛照当选

为县长。同时，选举产生县人民法院院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7月27日 本县遭受7号强台风袭击，损失惨重。31日，地

委书记项秉炎、副书记丛林率台州地区慰问调查组来县。帮助开展

灾后自救工作。

8月2日 省委副书记许行贯和地委书记项秉炎，副书记、行

署专员杨雨洒，副书记丛林等到本县视察灾情，并与县委、县政府

领导就灾后恢复生产等问题作了研究。

10月10—11日 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仙居县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试行办法

县人大常委会关于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规定>。



11月24日 省委派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自带铺盖

进驻皤滩乡宣传党的基本路线。

1990年

2月7日 台州地委、行署领导黄兴国、林希才等带领地委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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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机关干部40多人，在步路乡观音岩村官山冒雨植树。

2月27日 郑桥乡郑桥村、白塔镇圳口村等22个村，县妇幼

保健站、仙居中学等17个单位，被县委和县政府授予第一批文明

树、文明单位的称号。

3月1日 县委发出<关于清查处理党政干部违法违纪违章

建私房的规定>，全县“清房”工作开展。至9月15日，查处“三违”

建房的干部职工421户，其中拆除104户，没收20户，罚款297户。

3月31日～4月3日 中共仙居县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大

会选出中共仙居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27人、候补委员4人，县纪

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人。选举颜安兰为县委书记，王猛照、瞿仁

秉为副书记。

4月26—30日 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

举孙守印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郑世炉、王洪顺、杜崇伟、高宝和为

副主任，委员14名；选举王猛照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张继业、郭小

岩、吴森杰、陈观春、周关林为副县长。

4月30日一5月1日 本县党组织创建者林迪生来县检查、

了解党群关系问题。1

6月1日 县级机关61个单位实行“挂乡联村、挂校联厂”制

度，共计挂联40个村、12个厂、14所学校，并规定了具体目标和考

核办法。
‘

．

7月1日 本县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县家庭115665户，总

人口418709。其中在本县登记的406225人，男性211211，占

51．99％，少数民族14个，共141人。

8月2日 省委书记李泽民来县检查指导工作。并与县领导

一起深入官路、田市、寺前等乡和仙居精雕厂考察抗旱和企业管

理。

8月3日 李德葆副省长来县考察教育。

8月8—9日 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作



12月2日 县“帮教小组”一行6人赴杭州乔司省少年犯管教

所，对本县40多名少年犯进行帮助教育。

‘12月25日 县委、县政府发文确定本县107个贫困村，并制

定扶贫优惠政策。

12月26日县委决定每月15日为信访接待日，由县委、县政

府领导轮流在县信访室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1991年

3月27日 广度乡和天台县天柱乡签订友好条约。

5月23日 本县中共组织创建者、国家教委副部级顾问、88

岁的离休干部林迪生第三次来县考察。

5月27—28日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关

于推进科技进步，依靠科技兴县的决定>。

6月10日 县委组织部制作党旗750面，入党誓词条幅750

张，赠送农村党支部。

6月29日 县委在仙居剧院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

年暨表彰“三优一先”大会，党员代表和受表彰者1000多人参加会

议。

8月8日．嘉善县遭受特大洪灾，全县募捐人民币12．74万

元、粮票46505．3斤、稻谷26376斤、大米735斤、小麦120斤、药品，

价值12491．4元和计总值6．22万元物资，由郭小岩副县长带队送

往嘉善，支援灾区。此前，由颜安兰书记带队送去价值5．7万元的

3吨三唑磷农药。

8月19日 葛洪升省长来本县考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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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28且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关于

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决定>，并审议通过<仙居县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作制度>。

10月12日 县级机关文件交换站建立，每年可节约邮寄费2

万多元。

10月12日 县委发文建立中共仙居县委县直机关工作委员

会和中共仙居县直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1992年

2月13日 田市乡下街村和该村宣传员朱新才分获省宣传

工作先进集体、省优秀宣传工作者。

3月18日 (中共仙居县组织史资料>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

版，全书60万字。

5月11日 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仙居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对仙居县人民政府(关于撤区扩镇并乡区

划方案)的审议意见>。

7月21日 经国务院批准，本县被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

7月27日 县长办公会议决定：城关镇、白塔镇、杨府乡为全

县创办工业小区或经济开发小区的试点乡镇；农业局、水电局、林

业局、交通局、科委、科协等6个单位为兴办经济实体的试点单位；

仙居制药厂、液压件厂为改革试点企业。

7月28 El 县保密局徐尧忠被评为全国保密战线先进工作

者。

8月18日 横溪镇山枣园村方炳伟家获浙江省首届十佳特

色家庭评选活动“奉献之家”称号。

8月27—29日 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会

议作出<关于仙居县县城总体规划修改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永安



经济建设中心位置，充分发挥“四先”精神，走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路子，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乡镇企业发展。

11月28日 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永安溪治理规划的决议>，接受王猛照辞去县长职务的请求，决

定应一民为代理县长；会议还选举孙守印、杨月红、杨美英、王焕

庭、周明英、徐光彩等6人为省八届人大代表。

12月2日 县委发出<关于加强企业党的工作的意见>的通

知。

12月24—26 El 县委召开中共仙居县第八届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扩大会议，县委书记洪显周作<认真贯彻十四大精神，加速我

县经济建设>的重要讲话，仙居制药厂、仙居液压件厂、杨府乡等

11个单位作典型发言，全会对<仙居县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进行讨论，提出仙居县1993年改革和发展的指导

思想、工作思路和主要经济目标。

12月27日 中共台州地委决定：蒋万明任中共仙居县委副

书记，免去其中共仙居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职务；高敏任中共仙

居县委委员、常委、县纪委书记；朱贤满、李建平任中共仙居县委委

员、常委；张满庆任中共仙居县委委员、常委、县人武部政委；张洪

! 湘任仙居县县长助理；免去刘铮中共仙居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免去姚善庆仙居县人武部政委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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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林济满任仙居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是年据统计，全年县纪委审理结案54件，有51人受到党纪

处分，其中开除党籍34人，留党察看7人，严重警告7人，警告3

人，受党纪处分的党员中，副科局级以上干部4人。

1993年

2月20 El 县委、县政府在仙居剧院召开文明示范镇建设动

员大会。 ，

3月1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昔日世外桃源，今朝外

商乐园>为题介绍了本县风光人情、农林特产、建设成就和投资环

境。

3月18～21日 中共仙居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仙居剧院召

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洪显周代表中共仙居县八届委员会所作的

工作报告和高敏所作的中共仙居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中共仙居县第九届委员会和中共仙居县纪律检查委员

会。县委书记：洪显周，副书记：应一民、蒋万明、韩烈兴。

3月26日 县政府发出<关于加快发展“一优两高”农业的若

干意见)。

3月30日 刘锡荣副省长视察本县。

4月14日 <中共仙居县委、仙居县人民政府关于引进科学

技术人才的优惠政策>出台。

4月15—19日 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出席代表284名，列席人员100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

府、县人大常委会、县计经委、县财税局、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

院的报告。依法选举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检察院

主要负责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守印；副主任：郑世炉、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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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吴焕西；县人民政府县长：应一民；副县长：朱贤满、吴森杰、林

济满、张洪湘；县人民法院院长：徐天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滕

显木。

5月10日 县纪委、监察局机关开始合署办公，下设办公室、

纪检监察室、信访室、案件审理室、教育调研室、执法监察室、党风

廉政室。

5月11日 省委副书记刘枫来本县考察。

5月29日 根据台地编(93)6号文件，决定建立县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为正科级机构。

6月7日 原浙江省委书记铁瑛来本县考察：

7月30 El 县政府发文决定撤销城关镇蔬菜村，设立城关镇

第五居委会，778名农业户口村民转为非农业户口居民。

9月8日 县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石汝法为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

10月8日 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在农村开展争创lO个农村先

进党支部、争当10名富民党支部书记、扶持按新标准划分的174

个农村后进党支部、创建1000名富民党支部书记、创建1000个党

员勤劳致富模范户活动。

lO月20—26日 县政府在北京召开招商引智会。县长应一

民作专题报告，蒋万明代表县委、县政府聘请陈章良、冯长根、白春

礼等13位中青年科学家为县政府顾问。

11月5日 县委、县政府成立清理“乱收费、乱罚款”领导小

组。19日，县政府发布<关于公布首批取消和先停后清收费项目

的通知>，决定首批取消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等120个收费项

目。

11月29日 县委、县政府召开住房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应

一民作动员讲话。本县房改工作从此全面展开。

12月25日 县委决定成立仙居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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