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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凤以凤凰来临的传说得名。她地处鄂西，南接湘西，西邻JtI东，为三省边区交通冲要

和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境内酉水纵贯，武陵横亘，风光秀丽，作物种类众多，品质优良。从

古代起，土家人祖先就在此生活，创造了古老的文明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今，这

块肥美的土地养育着土家，苗，汉、侗等17个民族的25万同胞，民情风俗，特色浓

郁。

来凤各族人民有过长期苦难的历程，更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历史上，境内长期实

行封闭的土司制度，清乾隆元年建县设治以来，生产力虽有一定发展，但民众深受封建官府

和地主豪强的双重压迫，过着“辣椒当盐，棕片当棉”的悲惨生活I民国以来，更是迭经战乱，

土匪肆虐，县无宁岁，民无宁日。为了谋求幸福，各族人民一次又一次投身革命斗争。清中

期以降，县内爆发过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军激战’许多志士仁人参加辛亥武昌首义

和反袁护法战争，为摧毁封建王朝建立了功勋。大革命时期，本县曾建立人民政权，土地革

命时期，来凤是湘鄂川黔苏区的组成部分，数以千计的青年参加了红军，各族群众踊跃支前

参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抗日战争时期，来凤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各

族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活动。

新中国建立后，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建立和巩固了各级

政权。在三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山河，建设家园，

使历史上贫穷、落后、闭塞的来凤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由于排除了“左”的干扰，各族人民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勇于开拓，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使

全县的经济文化建设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1985年，全县在1980年的基础上的工农业总

产值在全州率先实现了翻番。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来凤建县二百五十余年，历史上仅修成两部志书，一部成于号称

盛世的乾隆年间，一部成于所谓中兴时期的同治年间，此后一直失修，实在令人叹惋。1980

年冬，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县委、县政府不失时机地将编修新<<来凤县志》的工作

纳入议事日程。经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各界人士大力鼎助，分志编写人员厚积薄发，县志芷

副总编精心总纂，历时八载，三审定稿，始告成书。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全县各族人民

一大喜事l

新编《来凤县志》与当时被誉为全省佳志之一的同治《来凤县志》相比，既有传承关系，又

有发展创新。它力求以马剐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来认识和记述史实。在内容上，它突出经济建设，贯彻“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

原则，注重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全书分9编，共39章，志、记、传，图、表，录综合

运用，力求突出来凤作为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老苏区的固有特色。

在<<来风县志》付梓出版之际，我们衷心祝愿它能充分发挥“资治，存史，教育”的功能，

成为本县干部群众认识县情的必备读物，成为各界人士了解来凤的重要参考，成为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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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土教材l祝愿全县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谱写更加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I

中共来凤县委书记 吕纯池

来凤县人民政府县长牟方成

时于1988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本志断限，

内容适当上溯下延。

二，本志资料，

凡 例

上限起自1866年，接清同治五年《来凤县志》，下限断迄1985年，个别编章

主要录自各级档案馆、室’有关建国后的数据，以本县统计局资料为·

? 准。

三，本志立地理、经济(上)、经济(中)，经济(下)，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大事记
?

共9编，计39章，151节。
。 四、本志以《概述》为篇首，以便读者尽快了解来凤全貌，以《大事记》殿尾，藉以作全志

l 参索。

五，在篇目设计上，按照现代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体现整体性和科学性，各编、章，

’， 节内容适当分工，前后照应，尽量避免一事多处出现。

。 六、在详略取舍上，坚持详今略古，着重记述现状，坚持详独略同，体现地方特点。

? 七、不为生人立传，但从本县实际出发，对健在的十多位年事已高、离职休息的老红

；． 军，专设《红军人物录》进行简要介绍。

I 八、《大事记》取编年体，对在其它编章没有作记载的条目，适当详述·

》 九、图、表、附录，随文附载，以便参阅。

酴 十，度，量，衡计量单位，尊重本地历史习惯，文中作必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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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县远处鄂西南边陲，地当鄂、川、湘三省边区要冲，东接湖南龙山，西邻四川酉阳，北

与本省宣恩、咸丰相连。全县总面积208．78万亩，耕地37r．18万亩。1985年，县辖8区2镇，

52乡(镇)，202个村民委员会，7个居民委员会，1984个村民小组，36个居民小组，57811

户，247804人。

来凤县以翔凤山飞来凤凰的传说而得名。周为巴子国五溪地，春秋战国以后，历秦、汉、

晋、隋、唐，或隶此，或属彼，未成定制。宋仁宗时，置敖毛司。此后，土司世代承袭。历

元至明，或升或降，不一而足。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乾隆元年(1736)废散

毛等七土司，建立来凤县，隶施南府。民国初年，直隶予省。继而先后隶荆南道、施鹤道、

鄂西行政委员会、第十行政督察区、第七行政督察区。1949年11月9日，来凤解放，隶恩施

专区。1979年12月19日，撤销来凤县建制，设立来风土家族自治县。1983年12月1日，仍恢

复来凤县建制，隶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来凤南北狭长。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西北部多山，重山迭岭，山势嵯峨。’东

北和东南部地势较平，河谷错落，盆地开阔，属酉水河上游河谷盆地。县境一般海拔(黄海)

680米，县城海拔458米。海拔800米以下的低山平坝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8％，居住人口占

总人口的87％。境内山脉属武陵山系。武废山余脉自四川酉阳北出入境，分为两支，呈钳形

走向。一支自南至北绵延于大河、旧司、革勒车、三胡与成丰县境之间，一支自西南至东北

经百福司、漫水、绿水、接龙桥入宣恩。境内溪河纵横，曲折蜿蜒。主河道酉水，由北向南

纵贯县东部边境，流进沅江，汇入洞庭。怯道河、老峡河、新峡河，老虎洞河等酉水支流，

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注入酉水，组成梳齿状水系，水能蕴藏量为8万千瓦。
‘

本县气候属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型山地气候。除具有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

沛、雨热同期等特点外，因地貌、地势等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又具有气候环境多样，垂直

差异明显的立体气候特色。丘陵低山，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

候，二高山气候温和，春迟秋早，属中亚热带向类似南温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候的过渡带，

高山气候寒冷，四季不太分明，类似南温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候。

来凤土质肥沃，气候优越，适宜多种生物生长，是“一碗泥巴一碗饭”的好地方。粮食作

物以水稻为主。水旱兼作，一年可两熟或三熟。植被群落种类繁多，有乔木237种，灌木128

种，木质藤本20种，草本321种。其中属国家保护的稀有珍贵植物25种。野生动物主要有獐、

麂、狸、獾、野猪、刺猬、穿山甲等，天然鱼类有4目8科42种，两栖纲动物娃娃鱼资源丰富，

山区珍稀动物棘胸蛙资源保护尚好。家畜家禽以猪、牛、鸡、鸭为大宗。来风水牛、麻鸭皆

为本省地方优良品种。经济作物主要有油桐、油茶、柑桔、杨梅、桑蚕、茶叶、油菜、烟叶、

生姜，辣椒、五倍予等。“金丝桐油”驰名中外，4凤头姜”产量高，质量好，颇享盛名。地下

引√l童蚤kfF¨量}k．=双E∞致∽"”o黔乳“

曩蟹曩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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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藏主要有煤、铁、铅锌、锰、重晶石、石膏等，原煤已大量开采。

来凤风景名胜较多，有一定的旅游开发价值。接龙桥革命胜迹，闻名遐迩，仙佛寺悬崖

古佛，历史悠久，是本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伏虎洞，洞键幽峭，深邃尢际I落印潭，

传说神奇，风景秀丽，卯洞洞容开阔，宏伟壮观，附近洞群星落，景观各具风彩；茅杆洞，

百丈飞瀑，气势磅礴；还有民族建筑摆手堂，建造古朴，特色浓厚，逢佳节喜庆之夜，jt家

人齐集摆手堂内，欢跳摆手舞，“男女相携，翩跹进退”，通宵达旦。这些绮丽的山乡景色，

浓郁的民族风貌，令采风揽胜者应接不暇，流连忘返。
‘

(二)

县境内居住着17个民族的人口。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十家族占全县总人

口的38．87％，占县内少数民族人口的66．2％。土家族自称“比兹卡”，是古代巴人一支的后

裔，早在两T．年以前，就在这一带披荆斩棘，繁衍乍息。

唐宋以后，封建王朝在l：家地区实行L可制度。来凤境内有散毛、大旺、腊壁、东流、

卯洞、漫水、百户七个土司。落后的封建领土经济，严重束缚着．1二家地区的牛广：力。“改一f：归

流”以后，废除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上家地区的生产力有所发展。可是，在封建

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下，土家族的民族成分一直得不到承认，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解放后，

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政策。1956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认定土家族是我国的一个单一的少数民

族，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到了士家山寨。
‘

土家族无统一宗教，无禁婚规定，与中原汉族文化接触较早，是一个与汉族最为接近而

进步较快的少数民族。土家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长期以来使用汉文。经

过长期的民族交往，土家风习大都与汉族风习相融合，仅少数偏僻地区还保留部分本民族习

俗。土家人性格质朴、淳直，勇武粗犷，任侠尚气，是个喜歌善舞，文化艺术丰富多彩的民

族。民间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歌谣，戏剧、舞蹈等，其中以摆手舞和山歌

最著名。摆手舞是土家族比较流行的一种古老舞蹈，舞姿优美，节奏鲜明，内容健康，具有

显著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山歌是土家族口头文学的主体，男女老少，人人会编会

唱，触景生情，即兴而歌。还有薅草歌、哭嫁歌、盘歌等也各具特色。民间工艺以“西兰卡普”

最为著名，工艺精美，色彩鲜明，图式构思巧妙，质地古朴厚实，堪称土家人民艺术奇葩。

在共同开发建设来凤中，各族人民世代友好，和睦相处，与邻县人民团结友爱，共同进

步。特别是来风、龙山两县人民，历来互相支援、互相帮助，“龙凤呈祥，比翼齐飞”成为传

颂民族团结的佳话。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不断落实各项民族政策，少数

民族的经济、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民族干部迅速成长。1985年底，全县党员中，少数民族占

49．2％，干部职工中，少数民族占36．73％I县第七次党代会中，少数民族代表占49．1％；县

第九届人代会中，少数民族代表占65．2％，正、副县级领导干部中，少数民族占45％I中国

共产党第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第六

届全国政协，共青团第十大，都有来凤土家族的代表。 ．

(三)

来凤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历史上反封建统治的斗争一直连绵不断。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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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一一n 从近几百年来看：元来，曾参加明玉珍领导的农民起义。明末清初，参加李自成、张献忠领

b 导的农民起义。清嘉庆年问，向文进、王长清等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道光，成丰

}’、 年间，来凤人民秘密结社，组织“红钱会”、。黑钱会”和随之而起的“哥弟会”，开展反对清王

叠l 朝腐朽统治的斗争，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遥相呼应●咸丰十一年，石达开部转战到来凤，得

K， 到来凤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和积极参加。帝国主义列强侵入我国以后，来凤各族人民奋起抵
，1 制洋货，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化奴役，同帝、官、封三位一体在来凤的黑暗统治进行斗争。

幼 ， 1925年冬，在武汉读书的来凤革命青年张昌岐，受共产党派遣，回县开展革命斗争，组

!}：． 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1926年10月28日，来凤农民暴动，赶走了北洋军阀反动武

ij 装，在鄂西首创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共同领导的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来凤革命惨遭镇压，

终。。 但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来凤人民，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前仆后继，继续回

戤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 ，

0i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来风人民盼红军、爱红

k～ 军，接龙桥就是历史见证。1935年，来凤人民配合红军在刺猪槽、胡家沟、官渡口几次痛击

量： 国民党反动军队，保卫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数以千计的来凤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

融 踊跃参加红军，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蛋． 作出了突出贡献。

叠：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再次派人到来凤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各级党组织，团结各方面力

l 量，领导来凤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无数来凤热血青年为抗日捐躯。

垂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凤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

，j 配合解放军清剿顽匪，配合公安部门禁绝鸦片，结束了百余年匪患和烟毒的为害。1953年正

基1 月，又配合部队迅速歼灭美蒋空投特务，受到省军区嘉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各族

蠢 人民更加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努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新来凤。

(四)

来风这块美丽富饶的地方，在解放前却是兵连祸接，萑苻遍野，经济萧条，满目凄凉。

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仅1516万元。解放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组织起来，迅

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上升到1986万元。紧接着，认真贯彻执行

“发展主体，改造两翼”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1957年，工农业总产

值达2939万元。随后，经过“大跃进”、“公社化”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左的干扰，国民经

济迭经起伏，曲折发展。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6599万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

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发展商品生产，经济

效益迅速提高，封闭式的自然经济，逐渐I句商品经济转化。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4174

万元，是1949年的9．35倍，平均每年增长6．45％，人平产值572元，是1949年的5倍。

解放前，生产资料为剥削阶级占有，农业内部结构单一，工具简单落后，生产条件极

差。1949年，全县总控制水量仅25万方，灌溉面积只有700亩。解放后，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不断进行经济体制变革，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业机械，

迅速改变生产条件。至1985年底，全县拥有农机总动力2．58万马力，蓄、引、提总控制水量

7044万方，有效灌溉面积8．96万亩，占水田面积的47．55％，水稻，包谷基本实现良种化；将

饥—≯，i肇j≯，．j矗剐舻黔套毋数留玉墨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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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应用于水稻生产已取得显著成效。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条件的改善，科学技术

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1949年到1985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61％。1985年，

农业总产值7508万元，是1949年的5．0 7，倍。其中：粮食产量为2．09亿斤，是1949年的4．02

倍；全县人平占有粮食843斤，是1949年豳2倍多。油料产量1038万斤，是1949年的20倍。生

猪年末存栏12．61万头，是1949年的6．3倍。在1985年的农业内部结构中，种植业产值占

62．91％，牧业占21．46％，林业占12．48％，副业占2．48％，渔业占0．67％。农业产值在工农

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49年为97．69％，1985年为52．97％。198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813元，

农民人平年净收入223元，农业产品商品率32．10％。

在工业生产方面，解放前，全县只有几家摇摇欲坠的小作坊。解放后，在以农业为基础，

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引一F，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从1949年到1985年，工业

总产值jI，．均每年增长l 58％。1985年，全县已有90家工业企业，卷烟、丝织、化肥、水泥，

印刷等国营工厂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食品工业为骨千，轻纺、建材、化工、能源等协调发

展的I：业格局。1949年，：J：业总产值只35力‘元，j985年达6666，玎元，是1949年的190．46倍。

全民：l：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15，472元。：【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巾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1949年只占2．31％，1985年达47．03％。在1985年的工业内部结构中，轻1：业占86．08％，重

工业占13．92％，全民工业占88．69％，集体工业占11．31％。一批骨干企业迅速发展，逐步

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产品产业结构，竞争能力不断加强。继“宝石花”漆筷评为部优产品后，“接

龙”牌清水凤姜又被评为省优产品。本县工业已基本走上立足来凤，瞄准市场，扩大辐射，加

强竞争，稳步发展的道路。

本县能源工业发展较快。1985年，原煤开采量为8．18万吨，拥有水电装机容量9912千瓦，

发电量为2369万度。在交通方面，由于本县地处偏僻，历来交通闭塞。解放前，除一条成来

公路和酉水船运少量物资外，一切进出物资均赖肩挑背驮。解放后，党领导群众大办交通。

到1985年底，全县已修通公路34条，449．2公里，是解放前的14倍。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县城

为中心，辐射8区2镇52乡(镇)，干支相连的公路交通网，疏通了湘、鄂、川边交通孔道。

当年货运周转量1344万吨公里，客运周转量4613万人公里。

由于来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货丰物饶，给发展民族贸易

创造了有利条件。早在清代，来凤就“商多农少”，“列肆而居者，云相连矣”。可是到解放前

夕，已是城镇企业倒闭，农村经济破产，物资奇缺，货币贬值，市场凋敝。解放后，民族贸

易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曲折发展，迭经起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市场空前活跃。

1985年，仅县城就云集着九省七十余市、县的客商，集日流动人口达1．8万人次。市场繁荣，

购销两旺，营业总额成倍增长。来凤正逐步成为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商品贸易中心。

1950年，全县国内纯销售总额仅44．8万元，1985年达6029．1万元，增长122．5倍。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1980年为3，296万元，1985年达5659万元，增长71．7％。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逐年增加。1953年仅10．94万元，1976年才156万元，

1985年已达2450万元，按人平居全省第二位。当年财政支出2101万元，做到了收支平衡，略

有结余。储蓄存款人幅度上升：1950年末存款余额4．99万元，1985年末达2536．43万元。

1950年末个人储蓄余额只0．22万元，1985年末达1117．98万元，其中城镇人平储蓄244．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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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时斯，生产水平低下，教育相当落后。q改土归流一后，汉文化大量传入，文化教育

事业有所发展。宣统二年(1910)，全县有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25所，在校学生640

人。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黑暗，兵燹、匪患、鸦片三害横行，地方官僚贪赃枉法，广大人民

饥天寒地，根本无文化教育可言。1928年，全县只有1所完小，11所初小，学生总共才371

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流亡到本县，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1945年，全县有1所中学，11所完小，48所初小，在校学生5000多人。抗战胜利后，外地

教师大量复员，国民党发动内战，全力“戡乱建国”，无暇顾及教育事业。到来凤解放时，全

县只有1所初中，25所小学，在校学生1300多名，学龄儿童入学率只6．1％。解放后，党和政

府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遭

路。全县教育事业，虽几经起伏，仍发展很快。1982年，在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大专文

化程度占0．22％；高中文化程度占5．36％，初中文化程度占14．5％’小学文化程度占

44．42％，12周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6．49％，文盲率比1964年下降54．41％。1985

年，全县有5所幼儿园，232所小学，14所中学，l所中等师范，5所农职中，有教师1700

多人，在校学生43000多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6．4％。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1985年，全县有各类科技团体10个，有各类

科技人员2161名，其中授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有36名。文化艺术初步繁荣，民间传统文艺

形式受到重视，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一批文艺作品已在省以上出版物发表。到1985年，已

基本完成民歌、民舞、民间曲艺和器乐四大集成。全县有1个体育馆，2个文化馆，1个图

书馆，藏书7．2万册，居全省县级馆之首。有放映单位61个，电影院10个，5000多个座位。有

广播站1个，放大站8个，广播线路总长4023杆程公里，有线喇叭入户率48％。有电视差转站

7座，电视机6000余台，79％以上的群众可以收看到电视。现正筹建电视卫星传输地面接收

站，以改善收看效果。

解放前，本县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县城内虽有一所卫生院，仅有几名医护人

员，3张简易病床i遇到瘟疫流行，束手无策，燕村整寨乡民死于瘟疫的事，时有发生。解

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医疗卫生部门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

卫生工作方针，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队伍建设，积极为民防病治病。曾在县

内恣意肆虐的天花、霍乱，鼠疫、梅毒、白喉等传染病，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扑灭，血丝虫、

疟疾等地方多发病，已基本消灭，麻风病得到完全控制。1982年，省将来凤列为卫生建设重

点县以后，医疗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基本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1985年，全县卫生专业

人员占总人口3．3490，每千人占病床2．96张。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1970年，全县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1985年降至10．36‰。儿童发育状况越来越好，群众健康水平不

断提高，1981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男性66岁，女性65岁，人口平均年龄26．5岁。

(六)

， 综上所述，来凤县有“老，少、边、山”四大特点，民族、地理、资源三大优势。解放以

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优势还没有很好

数强嚣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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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发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其主要表现：一是农业乍态系统失调，自

然资源利用不合理，二是商品生产比重不大，产品单一，后劲不足；羔是能源、交通还不能

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四是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严重缺乏技术人

才。总结解放36年来的经验教训，鉴已往而知来焉。要使来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步

伐，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原则下，勇于探索，大胆改革，

开拓前进。

对农村，要继续坚持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要继续贯彻执行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抓紧粮食，综合经营，农、。I：、商协调发展”的生产方针，以提高经

济效益为中心，实行政策、科技“双轮”驱动，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使我县农业

成为一个以林特为主，粮食基本自给，五业协调发展，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有机结合

的农业生产体系和多组合、多层次、多效益的犬农、lk经济结构。

对城镇，要加快和深化企业改革，紧紧把握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继续发展多层

次、多渠道的横f句经济联系，加快技术进步，j卞断提高经济效益。在工业方面，要在继续加

强能源、交通的毖础上，以食品工、fk为骨干，大力发展轻纺、建材、化J：工、№。加快乡镇工

业和商办工、lk的步伐，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使产品适销对路，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要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使卷烟、食品、丝绸和建筑建材等重点产业成为骨干并成龙配套。产品

的主攻方向应放在“新、优、轻、高”四个字上，逐步形成系列产品，使产销对路，不断增强

辐射能力。在民族贸易上，要利用本县地理优势，面向边区市场，进一步疏通流通渠道，大

力发展多层次、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流通网络，不断扩大消费品市场和生产

资料市场，扩大财源，繁荣经济，为建设筹积更多的资金。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要高度蓖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认真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

坚持民主与法制，坚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教育。思想、文化、教

育、卫生等各部门都要以重视社会效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特别要注重发展教育、科

技、文化事业，提高人口素质，大量造就各种技术人材，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

来风的建设逢天时，据地利，占人和。只要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坚持和深化

改革，更新观念，大胆开拓，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两个文明扎·起抓，努力做到地尽其力，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一定会把来凤这个凤凰迷恋的地方，建设得更加美好。金风腾飞，指

日可待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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