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羹磁地匿态
湖南省怀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孛 卷

生活·葫吉·薪知三联书店



A l 3缉一乍



目录 ·1·

目 录

卷一。经济综述

第—章经济发展概况⋯⋯⋯⋯⋯(786)
．，第一节固定资产投资0000Q0000(790)

第二节经济发展速度⋯⋯⋯(794)

第三节综合经济效益⋯⋯⋯(798)

第二章国民经济结构⋯⋯⋯⋯⋯(802)
第一节所有制结构⋯⋯⋯⋯(802)

第二节产业结构⋯⋯⋯⋯⋯(805)

第三节固定资产投资

结构⋯⋯⋯“⋯⋯⋯·(8 11)

．第四节商品流通结构OOIOQO000(8 12)

第三章人民经济生活⋯⋯⋯⋯⋯(8 14)

第一节农民生活⋯⋯⋯⋯⋯(8 14)

第二节城镇居民生活⋯⋯⋯(816)

卷一一农 业雹一一欲 业

第一章耕地劳力畜力000000000000000(824)

第一节耕地⋯⋯⋯⋯⋯⋯(824)

第二节劳力⋯⋯⋯⋯⋯⋯(827)

第三节畜力⋯⋯⋯⋯⋯⋯(829)

第二章水利⋯”⋯”⋯⋯”⋯”·(829)

第一节蓄水工程⋯⋯“⋯⋯·(83 1)

第二节引水工程⋯⋯⋯⋯⋯(836)

第三节提灌工程⋯⋯⋯“⋯·(837)

第四节排水防洪工程⋯⋯⋯(839)

第五节水利管理⋯⋯⋯⋯⋯(841)

第六节水土保持⋯⋯⋯⋯⋯(842)

第三章农业机具⋯⋯⋯⋯⋯⋯⋯(845)

第一节农具000000000000000000(845)

第二节农业机械⋯⋯⋯⋯⋯(847)

第三节农机修造⋯⋯⋯⋯⋯(853)

第四节安全生产监理⋯⋯⋯(854)

第五节农机员培训⋯⋯⋯⋯(855)

第六节农机供应⋯⋯⋯⋯⋯(855)

第四章粮食生产⋯⋯⋯⋯⋯⋯⋯(856)
第一节耕作制度⋯⋯⋯⋯⋯(856)

第二节面积产量⋯⋯⋯⋯⋯(858)

第三节水稻品种⋯⋯⋯⋯⋯(865)

第四节栽培技术⋯⋯⋯⋯⋯(872)

第五节病虫防治⋯⋯⋯⋯⋯(876)

第五章经济特产⋯⋯⋯⋯⋯⋯⋯(878)
第一节草本油料“⋯⋯““⋯(878)

第二节棉·麻·桑⋯⋯⋯⋯(880)

第三节茶·烟ooo00000000·oooooJ(882)

第四节柑桔⋯⋯⋯⋯⋯⋯(885)

第五节蔬菜⋯⋯⋯⋯⋯⋯(888)

第六节其它特产．．OO000000．OOOO(890)

第六章畜牧生产⋯⋯⋯⋯⋯⋯⋯(893)
第一节养猪⋯⋯⋯⋯⋯⋯(893)

第二节养牛OooooooooO@0@01000(897)

第三节养羊⋯⋯⋯⋯·⋯”(900)

第四节养禽⋯⋯⋯⋯⋯⋯(901)

第五节养蜂⋯⋯⋯⋯⋯⋯(904)

第七章水产养殖⋯．．．⋯⋯⋯⋯⋯(905)
第一节水产资源⋯·?⋯⋯⋯·(906)

第二节鱼苗鱼种⋯⋯⋯⋯⋯(908)

第三节成鱼养殖⋯⋯⋯⋯⋯(909)

第四节．江河捕捞⋯⋯⋯⋯⋯(911)



·2· 怀化地区志

第五节渔政管理⋯⋯⋯⋯⋯(912)

第八章农业经营管理⋯⋯⋯⋯”·(9 15)

第一节生产劳动管理⋯⋯⋯(916)

第二节财务会计管理OOOOOOQ60(9 18)

第三节 收益分配管理⋯⋯⋯(920)

第九章农业场所⋯⋯⋯⋯⋯⋯⋯(926)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农垦

区(场)⋯⋯⋯⋯⋯⋯⋯(926)

第二节解放后的国营

农场(所)⋯⋯⋯⋯⋯”·(928)

第—O章综合农业区划OOOOOOOODOOO(933)

第一节北部林·粮·牧·

经作区O·00QDOQOOQ60QOOQO(933)

第二节东北部林·粮·茶·

工副区⋯⋯⋯⋯⋯⋯(934)

第三节西部林·牧·经·

早粮区0000000000·0000000(934)

第四节中部粮·经·工·

养殖区⋯⋯⋯⋯⋯⋯(935)

第五节东南部林·牧-粮·

橙区⋯⋯⋯⋯⋯⋯⋯(936)

卷一二林 业奄一一杯 业

第一章森林资源OOOOOOOO0000000BB·OO·(940)

第一节资源调查⋯⋯⋯⋯(940)

第二节树种资源⋯⋯⋯⋯(943)

附：古稀名木OOO0000·OOOa(945)

第二章林木种苗⋯⋯⋯⋯⋯⋯⋯(948)

第一节种子Ooo000000000000000(948)

第二节苗木⋯⋯⋯⋯⋯⋯(951)

第三章造林育林⋯⋯⋯⋯⋯⋯⋯(954)

第一节人工造林⋯⋯⋯⋯⋯(954)

第二节飞机播种⋯⋯⋯⋯⋯(96 1)

第三节封山育林⋯⋯⋯⋯⋯(963)

第四节抚育⋯⋯⋯⋯⋯⋯(965)

第五节基地建设⋯⋯⋯⋯⋯(967)

第四章林场⋯⋯⋯⋯⋯⋯⋯⋯(972)
第一节国营林场⋯⋯⋯⋯⋯(972)

第二节集体林场⋯⋯⋯⋯⋯(976)

第三节专业户林场⋯⋯⋯⋯(977)

第四节森工林场⋯⋯⋯⋯⋯(978)

第五章森林保护⋯⋯⋯⋯⋯⋯⋯(979)

第一节山火防范⋯⋯⋯⋯⋯(979)

第二节病虫害防治⋯⋯⋯⋯(983)

第六章森林利用⋯⋯⋯⋯⋯⋯⋯(986)

第一节木竹采伐⋯⋯⋯⋯⋯(987)

第二节木材集运⋯⋯⋯⋯⋯(989)

第三节木材经营⋯⋯⋯⋯⋯(995)

第四节林副产品⋯⋯⋯⋯⋯(1005)

第七章山林权属及经营体制⋯(101 1)

第一节解放前的山林

制度⋯⋯⋯⋯⋯⋯⋯(1012)

第二节解放后的山林

体制⋯⋯“⋯“⋯⋯”(1013)

第三节山林经营体制

改革⋯⋯⋯”⋯⋯⋯·(1015)

第四节山林纠纷调处⋯⋯⋯(1017)

第八章林业管理·0000·000000·00000(1018)

第一节管理机构⋯⋯⋯⋯⋯(1018)

第二节林政管理⋯⋯⋯⋯⋯(1019)

第三节依法治林⋯⋯⋯⋯⋯(1024)

第四节资金管理⋯⋯⋯⋯⋯(1025)

卷一三乡镇企业奋一=乡误笠业

第一章经营体制⋯⋯⋯⋯⋯⋯(1036)

．第一节乡办企业⋯⋯⋯⋯⋯(1037)

第二节村办企业⋯⋯⋯⋯⋯(1037)

第三节联户企业⋯⋯⋯⋯⋯(1037)



目 录 ·3·

第四节个体企业⋯⋯⋯⋯⋯(1038)

第五节地直属企业⋯⋯⋯⋯(1038)

第二章行业构成⋯⋯⋯⋯⋯⋯(1 040)

第一节种养企业⋯⋯⋯⋯⋯(1040)

第二节工业和建筑企业⋯⋯(1043)

第三节交通运输和商业

服务业⋯⋯⋯⋯⋯⋯(1049)

第三章企业管理⋯⋯⋯⋯⋯⋯(105 1)

第一节经济责任制⋯⋯⋯⋯(105 1)

第二节分配方式⋯⋯⋯⋯⋯(1052)

第四章国家扶持⋯⋯⋯⋯⋯⋯(1055)

第一节税收减免⋯⋯⋯⋯⋯(1055)

第二节国家投资⋯⋯⋯⋯⋯(1056)

第三节部门支持⋯⋯⋯⋯⋯(1056)

卷一四工 业

第一章工业综述⋯⋯⋯⋯⋯⋯(1060)

第一节发展概况⋯⋯⋯⋯⋯(1060)

第二节工业结构000000000000000(1064)

第三节技术装备⋯⋯⋯⋯⋯(1067)

第四节经济效益⋯⋯⋯⋯⋯(1068)

第二章纺织工!l匕⋯⋯⋯⋯⋯⋯(1069)

第一节棉纺⋯⋯⋯⋯⋯⋯(1071)

第二节麻纺⋯⋯⋯⋯⋯⋯(1078)

第三节色(单)织⋯⋯⋯⋯⋯(1079)

第四节针织⋯⋯⋯⋯⋯⋯(1082)

第五节棉复制⋯⋯⋯⋯⋯⋯(1084)

第六节丝绸·毛纺⋯⋯⋯⋯(1087)

第七节印染⋯⋯⋯⋯⋯⋯(1088)

第三章电力工业⋯⋯⋯⋯⋯⋯(1089)

第一节火电⋯⋯⋯⋯⋯⋯(1090)

第二节水电⋯⋯⋯⋯⋯⋯(1095)

第三节电网⋯⋯⋯⋯⋯⋯(1103)

第四节用电⋯⋯⋯⋯⋯⋯(1105)

第四章化学工业⋯⋯⋯⋯⋯⋯(1 108)

第一节化纤⋯⋯⋯⋯⋯⋯(1109)

第二节化肥⋯⋯⋯⋯⋯⋯(1109)

第三节制药⋯⋯⋯⋯⋯⋯(1112)

第四节油漆⋯⋯⋯⋯⋯⋯(1112)

第五节塑料制品⋯⋯⋯⋯⋯(1113)

第六节橡胶加工⋯⋯⋯⋯⋯(1113)

第七节无机化工⋯⋯⋯⋯⋯(1114)

第八节 日用化工·00·00000·0··00(11 14)

第五章机械工业⋯⋯⋯⋯⋯⋯(I I 16)

第一节农机制造修理业⋯⋯(11 19)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工业设备制造业⋯⋯(1 121)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1 122)

电气机械器材

制造业⋯⋯⋯⋯⋯⋯(1 123)

第五节其它机械工业0000000·0(1 124)

第六章电子通讯工业⋯⋯⋯⋯(1 125)

第一节发展概况⋯⋯⋯⋯⋯(1 125)

第二节企业简介⋯⋯⋯⋯⋯(1 125)

第七章煤炭工业⋯⋯⋯⋯⋯⋯(1 126)

第一节煤炭资源⋯⋯⋯⋯⋯(1127)

第二节煤矿建设⋯⋯⋯⋯⋯(1 129)

第三节煤炭生产⋯⋯⋯⋯⋯(1 130)

第四节煤炭经营⋯⋯⋯⋯⋯(1 132)

第五节煤矿安全⋯⋯⋯⋯⋯(1 134)

第八章冶金工业⋯⋯⋯⋯⋯⋯(1 137)

第一节黑色金属⋯⋯⋯⋯⋯(1 138)

第二节有色金属⋯⋯⋯⋯⋯(1 141)

第三节黄金生产⋯⋯⋯⋯⋯(1 147)

第九章建材工业⋯⋯⋯⋯⋯⋯·(1152)

第一节砖瓦·石灰⋯⋯⋯⋯(1153)

第二节水泥及其制品⋯⋯⋯(1154)

第三节耐火材料⋯⋯⋯⋯⋯(1 156)

第四节其它建材⋯⋯⋯⋯⋯(1 157)

第一。章陶瓷玻璃⋯⋯⋯⋯⋯(1 159)

第一节陶器⋯⋯⋯⋯⋯⋯(1159)

第二节日用瓷器⋯⋯⋯⋯⋯(1160)

第三节日用玻璃⋯⋯⋯⋯⋯(1165)

第——章造纸印刷⋯⋯⋯⋯⋯(1 16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卷一六邮 电

第一章邮电机构⋯⋯⋯⋯⋯⋯(1 264)

第一节驿铺000000000000000000(1264)

第二节邮政·电信局⋯⋯⋯(1266)

第三节邮电局⋯⋯⋯⋯⋯⋯(1267)

第四节无线电管理机构⋯⋯(1270)

第二章邮政⋯⋯⋯⋯”⋯⋯⋯·(1 270)

第一节 邮路000000000000000006(1270)

第二节业务⋯⋯⋯⋯⋯⋯(1275)

第三章电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信⋯⋯⋯⋯⋯⋯⋯⋯(1283)

有线电报⋯⋯⋯⋯⋯(1283)

无线电报⋯⋯⋯⋯⋯(1285)

长途电话⋯⋯⋯⋯⋯(1290)

农村电话⋯⋯⋯⋯⋯(1298)

市内电话⋯⋯⋯⋯⋯(1301)

无线电话00·600008000000(1306)



目 录 ·5-

卷一七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

第一章城乡规划OODOOOOOOOOOOOOOQO(1309)

第一节城建规划OOOOO0000QOOOOO(1309)

第二节村镇规划OOO000000006000(13 10)

第二章城市建设⋯⋯⋯⋯⋯⋯(13 1 1)

第一节市区建设⋯⋯⋯⋯⋯(1311)

第二节县城建设⋯⋯⋯⋯⋯(13 15)

第三章乡镇建设⋯⋯⋯⋯⋯⋯(1323)

第一节集镇建设⋯⋯⋯⋯⋯(1323)

第二节村庄建设⋯⋯⋯⋯⋯(1327)

第四章建筑业⋯⋯⋯⋯⋯⋯⋯⋯(1330)

第一节勘察设计⋯⋯⋯⋯⋯(1330)

第二节建筑队伍QOOOOOOOOOOOOOO(1331)

第三节施工技术⋯⋯⋯⋯⋯(1340)

第四节少数民族民居⋯⋯⋯(1345)

第五节建筑物选介⋯⋯⋯⋯(1350)

第五章房地产管理⋯⋯⋯⋯⋯(1357)

第一节房产类别⋯⋯⋯⋯⋯(1357)

第二节落实私房政策⋯⋯⋯(1358)

第三节房屋租赁⋯⋯⋯⋯⋯(1358)

第四节房屋交易⋯⋯⋯⋯⋯(1359)

第五节房屋维修⋯⋯⋯⋯⋯(1360)

第六章环境保护⋯⋯⋯⋯⋯⋯(1361)

第一节环境污染⋯⋯⋯⋯⋯(1361)

第二节环境监测二⋯⋯⋯⋯”(1364)

第三节污染治理⋯⋯⋯⋯⋯(1372)

第四节环境管理⋯⋯⋯⋯⋯(1375)

卷一八商 业

第一章经济成份⋯⋯⋯⋯⋯⋯(1386)

第一节私营个体商业⋯⋯⋯(1386)

第二节公私合营商业⋯⋯“(1387)
第三节集体商业⋯⋯⋯⋯⋯(1388)

第四节供销合作商业⋯⋯⋯(1388)

第五节国营商业⋯⋯⋯⋯⋯(1391)

第二章市场⋯⋯⋯⋯⋯⋯⋯⋯(1392)

第一节中心市场⋯⋯⋯⋯⋯(1392)

第二节农村集市⋯⋯⋯⋯⋯(1400)

第三节专业市场⋯⋯⋯⋯⋯(1403)

第三章生产资料购销⋯⋯⋯⋯(1405)

第一节农业生产资料

供应⋯⋯⋯⋯⋯”⋯·(1405)

第二节工业生产资料

供应⋯⋯⋯⋯⋯⋯⋯(1407)

第三节石油供应⋯⋯⋯⋯⋯(1409)

．第四节物资回收利用⋯⋯“·(1410)

第四章生活资料购销000000000000(141 1)

第一节 日用工业品⋯⋯⋯⋯(1411)

第二节食品·副食品⋯⋯⋯(1414)

第三节食盐·烟专卖⋯⋯⋯(1418)

第五章农副产品购销⋯⋯⋯⋯(1421)

第一节收购⋯⋯⋯⋯⋯⋯(1421)

第二节销售ooooo00000000,0000(1423)

第六章粮油贸易⋯⋯⋯⋯⋯⋯(1423)
第一节粮食市场⋯⋯⋯一⋯·(1423)

第二节粮食征购⋯⋯⋯⋯⋯(1425)

第三节粮食销售⋯⋯⋯⋯⋯(1433)

第四节食油购销⋯⋯⋯⋯”·(1437)

第五节桐油购销⋯⋯⋯⋯⋯(1444)

第六节粮油储运ooooo0000000000(1445)

第七章饮食服务业⋯⋯⋯⋯⋯(1449)

第一节饮食业oooooooooo00000000(1449)

第二节服务业⋯⋯⋯⋯⋯⋯(1450)

第八章对外经济贸易⋯⋯⋯⋯(1452)

第一节出口商品⋯⋯⋯⋯⋯(1453)

第二节进口商品⋯⋯⋯⋯⋯(1455)

第三节进出口商品检验⋯⋯(1456)

第四节招商引资⋯⋯⋯⋯⋯(1457)



·6· 怀化地区志

卷一九财 政

第一章财政体制⋯⋯⋯⋯⋯⋯(1462)

第一节地级财政体制000000010(1462)

第二节县(市)财政体制⋯⋯(1465)

第三节乡(镇)财政体制⋯⋯(1470)

第二章财政收人⋯⋯⋯⋯⋯⋯(1473)

第一节农业税收入O00606060006(1473)

第二节工商各税收入06000·066(1475)

第三节企业收入⋯⋯⋯⋯⋯(1476)

第四节其它收入⋯⋯⋯⋯⋯(1478)

第三章财政支出⋯⋯⋯⋯⋯⋯(1482)

第一节经济建设支出oo·000060(1482)

第二节社会文教卫生事业费

支出⋯⋯⋯⋯⋯⋯”·(1487)

第三节行政管理费支出⋯⋯(1490)

第四节其它支出⋯⋯⋯⋯⋯(1492)

第五节上解支出⋯⋯⋯⋯⋯(1492)

第四章财政管理·60000000000000000(1494)

第一节管理机构⋯⋯⋯⋯⋯(1494)

第二节预决算管理⋯⋯⋯⋯(1496)

第三节财务管理⋯⋯⋯⋯⋯(1499)

第五章财政监督⋯⋯⋯⋯⋯⋯(1508)

第一节财政监察⋯⋯⋯⋯⋯(1508)

第二节控制社会集团

购买力⋯⋯⋯⋯⋯⋯(15 10)

卷二。税 务

第一章税收体制000000000000000000(15 15)

第一节税务机构⋯⋯⋯⋯⋯(15 15)

第二节税制演变⋯⋯⋯⋯⋯(1520)

第二章征收税种000000000000000000(1525)

第一节农业税⋯⋯⋯⋯⋯一·(1525)

第二节工商各税⋯⋯⋯⋯⋯(1527)

第三节其它税捐⋯⋯⋯⋯⋯(1553)

第三章税务管理00·000 000000000000(1555)

第一节稽征管理⋯⋯⋯⋯⋯(1555)

第二节税源培植⋯⋯⋯⋯⋯(1558)

第三节税收减免··4b006·66,066060(1559)

第—章金融机构⋯⋯⋯⋯⋯⋯(1567)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

机构”一””“⋯⋯””·(1567)

第二节新中国时期机构OODOOO(1569)

第二章货币⋯⋯⋯⋯⋯⋯⋯⋯(157 1)

第一节货币演变⋯⋯⋯⋯⋯(1571)

第二节货币流通⋯⋯⋯⋯⋯(1576)

第三节货币管理000-00000600060(1579)

第三章存款⋯⋯⋯⋯⋯⋯⋯⋯(158 1)

第一节企业单位存款000000000(158 1)

第二节储蓄存款⋯⋯⋯⋯⋯(1585)

第三节 中央银行存款⋯⋯⋯(1587)

第四章贷款⋯⋯⋯⋯⋯⋯⋯⋯(1588)

第一节流动资金贷款OIIP·0000110(1588)

第二节固定资产拨款与

贷款⋯⋯⋯⋯⋯⋯⋯(1594)

第三节引进外资贷款⋯⋯⋯(1597)

第四节中央银行再贷款⋯⋯(1597)

第五章外汇管理0D0000000000000000(1598)

第一节留成外汇⋯⋯⋯⋯⋯(1598)

第二节调剂外汇⋯⋯⋯⋯⋯(1599)

第三节外汇管理⋯⋯⋯⋯⋯(1599)



第六章债券⋯⋯⋯⋯⋯⋯⋯⋯(1600)
第一节解放前发行的

债券⋯⋯⋯⋯⋯⋯⋯(1600)

第二节解放后发行的

债券⋯⋯⋯⋯⋯⋯⋯(1600)

第七章信用合作社000000000000000(1603)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八章保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卷二二综合经济管理

第一章计划管理⋯⋯⋯⋯⋯⋯(16 18)

第一节管理体制⋯⋯⋯⋯⋯(1618)

第二节年度计划⋯⋯⋯⋯⋯(1620)

第三节 中长期计划⋯⋯⋯⋯(1623)

第二章统计管理⋯⋯⋯⋯⋯⋯(1624)

第一节统计报表⋯⋯⋯⋯⋯(1626)

第二节专项调查⋯⋯⋯⋯⋯(1627)

第三节抽样调查00000000···o·00(1629)

第四节统计资料整理⋯⋯⋯(1630)

第五节统计基础建设⋯⋯⋯(163 1)

第三章物价管理⋯⋯⋯⋯⋯⋯(1633)

第一节管理体制⋯⋯⋯⋯⋯(1633)

第二节物价演变⋯⋯⋯⋯⋯(1635)

第三节物价监督000000000000000(1641)

第四节物价补贴⋯⋯⋯⋯⋯(1643)

第四章工商行政管理⋯⋯⋯⋯(i644)

第一节集市贸易管理⋯⋯⋯(1645)

第二节工商企业登记⋯⋯⋯(1647)

农村信用合作社⋯⋯(1603)

城市信用合作社⋯⋯(1607)

险·”···“⋯”⋯⋯⋯”(1608)

保险机构⋯⋯⋯⋯⋯(1608)

保险种类⋯⋯⋯⋯⋯(1608)

防灾·理赔⋯⋯⋯⋯(1614)

第三节个体工商户管理⋯⋯(1649)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1651)

第五节商标广告管理⋯⋯⋯(1652)

第六节经济案件查处⋯⋯⋯(1653)

第五章计量标准管理⋯⋯⋯⋯(1655)

第一节计量管理⋯⋯⋯⋯⋯(1655)

第二节标准化管理00000·。0000-·(1659)

第六章审计监督⋯⋯⋯⋯⋯⋯(1662)

第一节财政金融审计⋯⋯⋯(1662)

第二节工商企业审计⋯⋯⋯(1663)

第三节行政事业审计⋯⋯⋯(1664)

第四节专项审计⋯⋯⋯⋯⋯(1665)

第五节 内部审计与社会

审计·⋯·”⋯⋯⋯⋯“(1666)

第七章国土管理00000000000·000000(1666)

第一节地籍管理⋯⋯⋯⋯⋯(1667)

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1670)

第三节开发利用管理⋯⋯⋯(1671)





·786· 怀化地区志

第一章经济发展概况

怀化地区的经济，历来以农业为主。

秦朝时期，境内居民大部居住“五溪”河

畔，从事农业生产，少部散居原始森林，

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汉高祖灭秦后，曾实

行。与民休息”政策，农业生产有一定发

展。东汉时，因战乱不断，人烟稀少，田

园荒芜。三国时期，刘备派军队至五溪地

区招抚溪峒，经济得到恢复。据《太平御

览》卷817《布帛部》记载，李衡种植的

柑桔。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

从西晋到隋末(公元265～606)三个

多世纪中，北方战乱频繁，而五溪地区较

少战争，加上晋王朝对偏远夷地实行轻

赋、免役，故逃入境内定居者尤多，农业

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唐、宋两代，是境内经济发展的重要

时期。唐代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

利，推广牛耕和稻麦生产。据《通典·食

货六·赋税》(下)载，天宝中卢溪郡贡光

明砂四斤、潭阳郡贡金八两、卢阳郡贡光

明砂一斤、龙溪郡贡蜡二十斤。《新唐书·

地理志》载：辰州土贡有光明砂、丹砂、

犀角、黄莲；锦州土贡有光明砂、丹砂、

犀角；叙州土贡有金、犀角；奖州土贡有

金，犀角，蜡。从这些贡物中可以看出，

当时境内手工业，采矿业已有一定规模。

唐末五代时，五溪地区出现大姓豪酋割据

局面，屡起边衅，境内经济发展受到影

响。宋绍兴元年(1131)以后，实行“奖励

垦殖，减免课役”政策，境内农业、手工业

和采矿业又得以恢复和发展。据《宋史·

食货志》载：湖广产金之处有辰州、沅

州、靖州，会同漠滨山开始淘金。沅陵界

亭茶叶、靖州白绢，有相当规模，且。岁以

为贡”。

元、明时期，境内经济继续有所发

展。元初，辰州的水银，沅州的朱砂、

铁，靖州白金、葛、布，均具有较大生产

规模。据《沅州志》载：武宗至大元年

(1308)，沅州五寨肖雷发等每岁定纳朱砂

一千五百两，雷管寨每岁包纳水银二千二

百四十两。中期以后，朝廷拨辰，沅、

澧、靖州民万户为金场淘金户。但课税较

世祖时重10W 20倍，大都倾家荡产，生产

受到阻碍。明代奖励开荒和兴修水利，

辰、沅、靖三州的耕地较宋初扩大20％．

洪武年间，沅州建成笙竹塘、莫家村塘、

清水塘、石门塘，均可灌田千石以上。溆

浦舒克义，李良四、向贵山联合修筑的杜

家坝，引四都河水，灌田3700亩，是辰州

水利工程之最。麻阳知县蔡心一，组织农

民修建山塘134处，为世代称颂。随着农

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境内粮食、桐油，柑

桔、茶叶、蚕丝等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

洪武十七年，辰州、沅州、靖州各县种植

蚕桑即达2200亩，岁贡蚕丝60斤。手工

业和商业贸易较前发达。

清朝前期，境内土地、矿藏等自然资

源得到较多开发，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

据嘉庆二十二年(1817)调查，境内新开

田土，辰州为55顷39亩，粮食单产上等

田亩产谷五石、中等四石、下等三石。咸

丰二十一年(1861)对各县储粮进行清

理，辰州常平仓有谷39642石，社仓有谷

15771石；靖州常平仓有谷14782石，社

仓有谷1 187石。多种经营亦有较大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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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阳、溆浦，靖州，沅州等地的油桐，油

茶，棉花、甘蔗，苎麻，兰靛、漆树等，

均有相当种植规模。手工业和采矿业进一

步兴起．沅陵柳林汊、会同漠滨兴办金

矿，晃州酒店塘开办朱砂矿，沅陵兰溪、

怡溪铁矿尤具规模，兰溪有高炉56座，怡

溪有23座。洪江、沅陵、晃州、靖州等地

商业贸易也较繁荣。晚清时期，由于朝廷

腐败，外国帝国主义经济侵入境内，洋货

充斥市场，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农业停

滞不前。经济复趋衰落，。民之完纳愈苦，

官之追呼亦愈酷”，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

每年饿死者不计其数。光绪年问，由于“洋

务运动”兴起．境内先后建立几家近代工

业，如汉冶萍公司在黔阳芷江交界处办炼

焦厂，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黔阳黄榜坡开煤

矿，英商在晃州设水银公司，建洋炉炼水

银。洪江，晃州等地出现一些资本上千上

万元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境内开始

萌芽。

民国前期，境内军阀战争接连不断，

经济萎缩，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如淑浦县

地主占有土地达5000亩以上的有2户，

500～1000亩的有50户，lOO～500亩的有

100户。而广大农民则成为地主的雇工或

佃户，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和劳役剥削。加

上经常遭遇水，旱灾害，农民长期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芷江，洪江的。万人坑”，

就是1921年和1922年特大旱灾造成的历

史悲剧。抗El战争爆发后，外地一些工

厂，商号迁入境内，经济出现畸形发展的

局面。1939年，外地迁入工厂108家，其

中有辰溪县惠民煤矿等8家公司，年产原

煤2万吨以上；有机械厂3家，年产值60

万元(法币)；有辰溪华中水泥公司，年产

水泥18万桶。采矿业亦兴盛一时，到

1945年，境内有小金矿17个，重晶石矿2

个，煤矿17个，朱砂矿8个．商业也一度

繁荣，抗战中新兴起来的安江镇，就有大

小店铺700余家，从业人员近4000人，资

本300余万元。农业，手工业，建筑业、

水上运输业等，均有一定发展。抗日战争

胜利后，外地工厂、商号纷纷回迁，境内

经济顿趋衰落。1946年湖南全省发生饥

荒，境内。饥民载道，饿殍遍野”。同时国

民党政府全面发动内战，肆意征兵、征

粮、征税，滥发纸币，通货膨胀，加上官

匪勾结，洗劫沅陵、黔城等地，境内经济

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部门调查测算，到

194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76元(折

人民币，下同)，国民收入67元，工农业

产值86元，社会商品零售额2l元。社会

经济和人民生活处于非常落后和贫困的状

态。

新中国成立后，区内经济进入了一个

崭新的发展时期。1950～1990年的41年

中，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

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区内经济获

得高速发展。1990年与解放初期比较，全

区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

农业产条件有了重大改善，农业生产获得

稳定发展。解放前，境内农业极端落后，

自然灾害频繁，生产方式古老，生产水平

低下．经过40年的开发建设，面貌极大改

观。到1990年底止，全区农村已建成大小

水库1576座，其中中型水库14座，小

(一)型水库203座，小(二)型水库

1359座，总蓄引提水量22．64亿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276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

积204万亩，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73％和

54％．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77．83万千

瓦，其中排灌机械18．23万千瓦，大小拖

拉机9382台，农用汽车4535辆，排灌、

运输、农副产品加工等基本实现机械化和

半机械化。建成农村小水电站(含县市办

水电站)886处，装机容量20．18万千

瓦。年农村用电量1．73亿千瓦小时。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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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28．4亿元(现行

价)，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

3．07倍。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其中

粮食由51．45万吨增至162．98万吨，增长

2．17倍；棉花由520吨增至1355吨，增长

1．6l倍；油料由3910吨增至61078吨，增

长14．62倍；烟叶由597吨增至8537吨，

增长13．3倍；茶叶由169吨增至1453

吨，增长7．6倍；木材采伐量由20万立方

米增至115万立方米(含能源性采伐量)，

增长4．75倍；竹材采伐量由40万根增至

183万根，增长3．5倍；牲猪发展数由

56．65万头增至421．38万头，增长6．44

倍；水产品产量由1092吨增至10703吨，

增长8．8倍。第二是工业建设面貌焕然一

新，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解放前，境内

工业较为薄弱。1949年全区仅有工业企业

61个，且大都是手工作坊。当年工业总产

值3974万元，人平只有18．7元。到1990

年，全区工业企业发展到4519个，其中全

民所有制企业417个，集体所有制企业

1519个，村及村以下企业(不含个体工业

户)2583个，拥有电力、煤炭、机械、电

子、化工、建材，纺织、陶瓷、造纸、塑

料、印刷、食品等36个工业行业。累计形

成的主要工业生产能力有：发电机组装机

容量65万千瓦(其中水电60万千瓦，火

电5万千瓦)，煤炭开采189万吨(其中全

民74万吨，集体115万吨)，水泥65万

吨，化肥(折纯量)5．4万吨，烧碱7500

吨，化学纤维7300吨，棉纺锭8．2万锭，

布机2760台，陶瓷5000万件，电冰箱25

万台等。199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29．69亿

元(现行价)，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

年增长49．4倍。可以生产一千多种工业产

品。其中电力，机械、建材、化纤、纺

织、陶瓷、电子、家用电器等行业在省内

有一定地位，并有一批工业产品达到国

际、国内先进水平。如国营白云家用电器

总厂生产的白云牌电冰箱获国家。金飞马”

奖，国营建南机器厂生产的磁盘机获国家

银质奖，洪江瓷厂生产的微波瓷、红攻瑰

餐具等出口产品畅销国际市场。第三是交

通建设突飞猛进，交通面貌极大改观。解

放初期，区内交通条件很差，全区仅有公

路648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只有

公路2．3公里。客、货运输汽车共计不到

100辆。物资交流主要靠木船、排筏运输

和肩挑背负。新中国建立后，区内交通条

件发生根本变化。到1990年，湘黔、枝柳

两条铁路贯穿全区12个县市中的11个县

市，通车里程473公里，设有48个车站，

近期设计年货物运输能力为1200万吨。两

条铁路交会的怀化市已成为全国9大铁路

枢纽之一。年末公路通车里程6342公里，

较建国初期增长8．8倍。同时新建了辰

溪，安江、洪江、黔城，新晃，大江口、

五强溪、沅陵等10多座大中型公路桥梁和

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对国道和省道公路进

行改建和扩建，大大提高通车能力，扩大

了通车面。全区有97．6％的乡(镇)和

66．9％的村通公路。流经区内的沅水干流

和舞、渠、巫、溆，辰，酉等6条支流通

过整治，全区12个县市均可通航，常年通

航里程1217公里，其中有393公里可通行

轮船。基本上形成铁路、公路、水路纵横

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1990年全

区旅客运输量4497万人次，货物运输量

1890万吨，分别比1952年增长224倍和

lll倍。第四是商业贸易发展迅速，市场

日趋繁荣兴旺。旧中国境内是个封闭落后

农业自给型经济地区，商业贸易极不发

达。1949年全区日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

12．38万元，按当年全区人口计算，平均

每人每天为6分钱。新中国建立后，在工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交通条件不断改善的

情况下，区内商业贸易发展很快。到1990

年，全区拥有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机构



49908个，从业人员10．29万人，平均每

平方公里拥有商贸机构1．8 1个，商贸人员

3．73人。全年社会商品零售额20．25亿

元，较1949年增长43．8倍。全区有集贸

市场315处，当年集市贸易成交额15．48

亿元，城乡人均345元。同时利用地处湖

南。西大门”的优势，从1985年起连续4次

举办湖南西部地区商品交易会，进一步扩

大国内外的流通渠道。1990年，全区外贸

商品供货额7600万元，较1965年增长10

倍。主要出口商品有粮油食品、土畜产

品，矿产品，日用瓷器等几大类。基本形

成内外交流，城乡畅通的商业贸易网络。

经过40年的发展变化，区内经济实力

有很大增强，平均每天创造的社会财富大

幅度增长。并有一些经济指标在全省占有

重要地位。1990年，全区平均每天创造国

内生产总值1276万元，国民收入1022万

元，社会总产值2024万元。较1949年分

别增长27．7倍、25．1倍和33．5倍。其他

各项主要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全区平均每天创造社会财富主要指标发展变化情况表

1 990年

占全省总
单位 1 949年 1 957年 1965年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 990年

量的比重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44．38 74．79 109．59 140．55 191．23 368．22 579．73 1275．82 6．63

国民收入 万元 39．18 66．85 97．53 126．30 165．48 3l2．88 504．93 1021．94 6．31

社会总产值 万元 58．63 104．66 167．67 215．34 301．37 594．25 954．79 2024．43 5．55

其中：工业总产值 万元 10．96 21．37 21．37 44．1l 75．89 233．70 382．19 813．55 4．17

农业总产值 万元 38．90 67．95 116．71 135．62 168．49 224．66 390．41 779．97 7．16

粮食产量 吨 1409．59 2509．59 251260 2949．59 3294．52 3886．30 3749．86 4465．21 6．05

油料产量 吨 10．71 38．35 44．25 33．86 27．73 66．25 127．86 167．34 8．46

牲猪发展数 万头 O．16 O．31 O．38 o．39 0．54 O．62 O．92 1．15 7．27

原煤产量 吨 88．22 439．45 597．53 1761．10 3604．66 4087．96 4329．32 5205．48 5．64

力1-凡
发电量 1．92 3．56 9．32 26．03 56．16 524．93 707．95 808．77 14．66

小时

木材产量 立方米 547．94 1383．29 1665．48 1549．86 1966．30 2126．30 2832．60 1647．12 24．77

水泥产量 吨 75．62 195．62 503．29 969．04 1342．47 1520．55 5．54

棉纱产量 吨 4．38 1 2．60 14．25 18．36 18．63 26．03 29．86 26．30 8．18

棉布产量 万米 1．72 4．24 5．99 5．9l 7．41 13．42 13．37 13．88 10．89

机制纸产量 吨 2．55 4．73 7．34 23．Ol 60．24 101．64 5．72

财政收入 万元 2．93 13．90 14．8l 21．27 34．29 48．41 89．49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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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固定资产投资

清末和民国前期，境内仅有少量驿

道、驿站、民桥、民渡等建设投资。1929

年，湖南第二汽车路局投资修建洪江～武

冈公路，后因经费匮乏，未全部竣工即停

建。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长沙等地的

十一兵工厂(现白云家用电器总厂)、华中

水泥厂、湖南第一纺织厂(今安江纺织印

染厂)等工厂相继迁至辰溪、安江等地，

并先后兴建沅陵、辰溪、洪江等小火电厂

和九曲湾～榆树湾、安江～洪江、大江口

～烟溪等几条公路，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增

加，但数额极微。

解放后，党中央，国务院和湖南省

委、省人民政府对怀化山区的开发建设非

常重视。40年来，全区各族人民在各级党

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国家扶持，发扬

自力更生精神，完成大量的基本建设项

目。至1990年，全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54．94亿元，加上未列入地方统计口径

的铁路建设、“三线”建设等投资，共达80

亿元。这对于改善区内的基础设施，开发

区内资源，促进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起

决定性的作用。其起伏历程大体可分为四

个阶段：

5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前3

年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一五”时期，国家

为了保证重点建设，怀化未列投资项目。

地方主要采取民工建勤的办法，逐步开展

农田水利和公路，航道的修复与整治。据

统计，5年中全区农田水利工程共投入劳

动工日1188万个，完成土石方1017万立

方米，整治和新修水库183座，塘、坝

16487口(处)。同时用民办公助的方式，

整治和修建溆浦～统溪河、靖州～锦屏、

塘湾～黄茅园等公路。但均未列作基本建

设投资。地方财政“一五”时期用于经济建

设支出仅913万元。1958年开始执行第二

个五年计划，当年全区全民所有制单位基

本建设投资1488万元，翌年增至2586万

元，区内出现了第一次投资建设的热潮，

但投资规模过大，结构欠当。两年基建投

资中，属于生产性建设项目占89．2％。尤

其是盲目大办钢铁，先后新建炼铁厂12

座，年产能力为2．84万吨。实际炼不出一

吨合格钢铁，造成重大损失。

60年代为第二阶段。1960年继续受

。大跃进”的影响，当年全区全民所有制单

位基本建设投资达到2764万元，大大超过

了当时区内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造成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及时扭转这种

非正常局面，从1961年起执行中央提出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是年，全区全民

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885万

元，1962年又压缩到574万元。三年经济

调整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正常

的建设秩序又被打乱。整个60年代区内基

本建设一直处于曲折和停滞状态，10年中

全区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仅

15178万元，基本上只能维持简单再生

产。

70年代为第三阶段。从1970年起，

怀化被列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贯穿怀化地区11个县市的湘黔、枝柳两条

铁路相继兴建，一批军工企业在怀化崛

起，国家安排的若干重点建设项目先后在

区内建设。据《湖南固定资产建设》统

计，十年中，区内开工和建成的大中型建

设项目有凤滩水电站、湘西仪器仪表总

厂、湖南维尼纶厂、华峰器材厂，建南机

器厂、红敏化工厂、沅江机械厂“六五”扩

建工程，湘西金矿沃溪采选工程、辰溪煤

矿新开巷井工程、712工程、怀化石油

库、洪江～会同输电线路、辰溪～怀化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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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路、会同～靖州输电线路、凤滩～桃

源，常德．益阳输电线路．辰溪大桥等18

个建设项目，共计投资7．21亿元。地方的

投资规模亦随之扩大，尤其是。小水电”、

。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等

五小工业发展较快．期内全区全民所有制

单位基本建设投资达到8．64亿元，比前

10年增长4．7倍。加上未列入地方统计口

径的铁路建设、三线建设等投资，全区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34亿元，是建国后区

内进行开发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但这一

时期中，区内基本建设亦出现过一些失

误。例如国家投资兴建的一批军工企业，

因布局不当，多数中途停建或建成后外

迁，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地方在“自成工业

体系”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盲目新上雪峰钢

铁厂，红旗炼焦高炉，通道氨水厂、怀化

硝铵厂等一批工业建设项目，均因资源、

技术、质量，市场等原因被迫下马或关

闭，损失近2000万元。

80年代为第四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区内固定资产投资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首先是国家在怀化继续安排

了若干重点建设项目。如装机120万千

瓦、计划投资33亿元的沅陵五强溪水电站

于1986年开工兴建，至1990年底已完成

投资5．12亿元；第二是贯彻改革、开放、

搞活的方针，调动了各方投资的积极性，

投资主体向多元化、多层次扩展。1980～

1990年，区内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体

投资达16．33亿元，占这一时期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的36．8％；第三是有重点、

有步骤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改善

了投资结构，扩大了投资方向。全区全民

所有制单位技术改造项目投资8．58亿元，

占同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的31．8％。这些变化，．为区内开发建设开

辟了新路。11年中，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44．38亿元，超过前30年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的总和，是区内进行开发建设的

一个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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