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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新的方法编纂而成。

二、本志采用以事分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的编写方法，采取记、述，志、图、表，

录、传，以志为主的体裁编写，全志设章、节，目。

三、本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略述乡镇企业沿革，详记自1978年以来的宁

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下限至1990年。全志正文设产业结构、外向型企业、产品结

构、装备与技术、经营管理、产值税金与利润、行政管理机构与职工队伍、人物传，共计八

章、 节。为了摘要介绍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概貌，正文之前设概述和大事记。

四，本志书资料来源，主要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档案室和有关科室，宁德地区档案馆，

各县乡镇企业局，Ⅸ福鼎县乡镇企业志》、‘(寿宁县乡镇企业志》、((闽东乡镇企业大全谤，

以及部分同志特别是离退休老同志提供的资料。由于资料来源广，故均不注明出处。

五、本志书的各项数据，均以历年来福建省乡镇企业局部署的统计日经为准，按全区九

个县的统计数据汇总而成。对连江、罗源两县因行政区域变动而带来的统计数据变动，有相

当部分已按现辖县范围而予以技术性处理。

六、本志书采用现代语文记述体编纂。所采用的数词，按国家规定用阿拉伯数字，计量

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各县排列按地区现行统计惯例顺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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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宁德地区通称闽东，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位于东经118。327至120。447，北纬26。187至

27。40'之间，在闽浙两省交界，北邻温州，南接福州。总面积1．29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14．6l万公顷。境内太姥山脉、莺峰山脉，洞宫山脉斜贯西北部与中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

斜，千米以上山峰871座，山场面积103．5万公顷。区内河流密布，水电资源丰富，蕴藏量达

191．64万千瓦，可开发利用131万千瓦。属火山岩地带，非金属矿资源丰富，有矿点360多

处，矿种48种，高岭土矿点200多处，各类花岗岩遍布全区，紫砂陶土储量达数亿吨。全区

海岸线长达973公里，占全省三分之一，濒临东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滩涂面积4．36万公

顷，浅海面积9．34万公顷，海洋水域面积436．37万公顷，沿海岛屿307个。中共福建省委领

导曾称闽东是“念‘山海经，的理想地方"．发展乡镇企业潜力巨大。

全区辖宁德、福安2市和福鼎、霞浦、古田、屏南、寿宁、周宁、柘荣7县，123个乡

(镇)，2155个行政村。1990年末，总人口为290．0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52．74万人。闽东

是福建省重点革命老区之一，老区遍布9县(市)，102个乡(镇)，老区人口占总人口的

7 O％，发展乡镇企业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

(--)

宁德地区是“老、少、边、岛、穷弦贫困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们绝大部分从

事农业生产，自然经济色彩十分浓厚，农村中仅有另星的个体手工业者、手工作坊和个体商

贩，直接为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就地取材，自产自销，自生自灭。据明代崇贞十

年(1637年)《寿宁待志》载。当时寿宁有制红曲、铸锅、烧石灰、陶器、蔗糖、榨油、

竹、木匠、编织、打铜、制秤、手工制茶等。清代发展到制纸(粗纸)、染坊、炼铁、造船、

雕刻、刺绣、雕、酒、豆油、制伞、制锁、加工菸丝、加工首饰、制鞭炮等。民国时期增加水力

磨粉、臼米坊、茶行、机制衣、鞋、帽、手摇机面等。当时民国政府为了统计上的需要，组

织l所工业生产社、7所茶业生产社、1所蔗糖生产社，商业方面组织有百货、国药、京果、

茶、布、盐、油、糖8个同业工会，会员147人。从寿宁一个县，大体上可以看出宁德地区从

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历史长河中农村个体手工业、商贩的缩影。这也是如

今乡镇企业的历史源流。当时，现代工业完全是个空白，本地许多生产、生活用品全靠泊

来，统加个“洋"字，化肥称“洋料”，铁钉称“洋钉”，水泥称“洋灰”，衣布称“洋

布”，煤油称“洋油”，蜡烛称“洋烛"，留声机称“洋戏"等等，可见贫穷之一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宁德地区乡镇企业走过了二十多年曲折、

伏的发展过程。1950至1952年，随着全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农村中的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也

得到恢复和发展。1953至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开展对农

l



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当

时农村的个体手工业者纷纷组织各行业生产合作社或合作组’农村中的个体商贩也组织成立

合营店、合作店、代售店，分属县供销总社和商业局领导。1956年前后，按行业归口，又分

属手工业联社、工业局，商业局、银行、农业局领导，形成多头领导，合合分分，都管又不

管，影响了乡村企业的发展。至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开展社社办工业，大炼钢铁，形式

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得不偿失，以致从1980至1982年出现经济困难时期，工业下马，部分社

队企业也不宣而散，从1963年到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社队企业也同样出现恢复发

展的势头，但好景不长。从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社队企业又受到严重

冲击和破坏，部分坚持下来的、基本处予无领导状态。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江青反革

命集团"后，拨乱反正，开始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乡镇企业得到了应有的位子。1977至1978

年，各县和宁德地区相继成立社队企业管理局，但均与第二轻工业局合署办公，对内一个机

构，对外两个牌子，虽然两局领导分工有所侧重，但是关系仍未理顺，许多社队企业在整顿

巩固中徘徊前进。至1978年底，全区只有乡镇企业2755个，从业人员56330人，年总产值

72787／元。这就是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八十年代起步的基础。

(三)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着，党中央、国务

院相继发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羚、((关于

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等有关发展乡镇企业的指示、文件。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方

针、政簧的指引下，经过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搞活"方针，随着农村经济体

体改革的深入，农村经济的逐年增长，宁德地区乡镇企业进入黄金时期。大体上经历了以下

三个演变发展阶段。

1979年至1982年，为新的起步阶段。其主要特点是t

一、产值总量增长幅度较慢。1979年比1978年增I7，．6％，1980年比1979年增长17．9％。

后两年经过凋整，增长速度下降，1981年增长7．1％，1982年增长6．9％。

二、第一产业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渐降低。1978年占15．3％，1981年降为

9．3％。

三、第二产业处予成长时期，产值增长相对较快。在乡镇企业产值总量中，第二产业比

重最大，占55％左右。传统技术占绝对比重，现代技术运用极少。

四、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超过第二产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约占27．6％，年均

增长率为35．5％。

1983年至1985年为发展阶段。乡镇企业基础和外部环境已具备一定条件，各级人民政府

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闽东经济的重要措施。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地区和各县乡镇企

业局独立对外办公，理顺关系，加强领导，形成前所未有的新的推进动因，使乡镇企业进入

新的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t

一、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加快。1983年比1982年增长16．9％，1984年比1983年增长

60．6％，1985年比1984年增长67．7％。

二、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势、支柱行业基本形成。全区乡村工业中冶金、电力、食品、

化学四个支柱产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4％、20．3％、12．4％和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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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组织摆脱长期以来只有乡、村集体企业这种单一化的状态，开始形成多元化格

局， “四个轮子一起转厅，联办企业和户办企业拔地面起，逐步发展到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四分之一以上-成为乡镇企业“群落’’中的重要角色。

1986年至1990年为持续增长阶段。尤其是1984年中共中央颁发的l号、4号文件，经过深

入宣传贯彻执行，从1985年起，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一系列富民优惠政策，在宁德地区

乡镇企业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和推动力。尽管1989年至1990年贯彻国务院“治理整顿"方

针，但由于有前一阶段经济能量的释放，经济自身具有的持续增长的惯性在起作用。其主要

特点是。

一、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年递增率为24．7％。

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加快，处于结构变动率较高时期。建材、机械，冶金工业等

重点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其他市场型产业的比重也在上升。遵照中央“调整、整顿、改造，

提高"的方针，关、停、并、转了一些浪费能源，原材料及产品质量差，严重污染环境而又

无法改造的企业。

兰、全区乡镇企业外向化的步浅加快，乡镇企业出口交货值1990年达4776万元，比1985

年增长3．7倍。不仅传统产品出口有较大增长，而且“三来一补，，、“三资企业’’也开始起

步。

总的看，自从1978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2年，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1990年末与1978年底对比；乡镇企业达28718家，比增9倍，总产值达109315万元，

比增14倍；从业人员达138572人，比增1．33倍，在全区农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由占23．5 o／；，

上升到超过农业总产值的13．2％；在全区工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工业产值由占14．8％，上

升到占40．9％。乡镇企业出口交货总值1990年底达4776万元，比1978年增长15．9倍，在全区

外贸出口交货总值中，上升到占46％。12年累计实现利润36486万元；上缴国家税金2560万

元，占全区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80年占6．3％，到1990年上升到占24．7％。1990年束

统计：乡镇企业总产值达2亿元的有福安县，亿元以上的有宁德、福鼎、霞浦、古田4个

县，总产直达千万元以上的乡镇有41个，行政村2个，企业2个，总产值超过五百万元的企

业4个，100万元以上企业61个。事实证明，乡镇企业已成为宁德地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帮分，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是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的重要出路，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

要途径，是各级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出口创汇的生力军，是促进农村双文明建设的

重要推动力，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

(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归功予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锻的正确，归功于各级党政的加强领导和大办扶持，归功于各级

职能部门和科研事业单位的支持配合，归功于广大乡镇企业干部职工的艰苦劳动，开拓进

取。

1979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一系列发展乡镇企业的文件、规定，但是宁德地

区乡镇企业发展砌对较慢。要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和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

来，还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1984年是一个飞跃的起步年，这一年，中共中央相继下达

l号、4号文件，此后，宁德地区乡镇企业进入乡、村、联户、个体一起上的“四轮驱动，，、

3



“五业并进"的崭新时期。迸A．／k十年代以来，中共宁德地委、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各县

(市)、乡(镇)党委、政府，普遍加强对乡镇企业的领导，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闽东

经济，实现“翻两番、奔小康”的战略措施，歹Ⅱ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的议事日程，切实

做到“思想上有位子，组织上有班子，计划上有盘子，发展上有路子，领导亲自抓，乡镇企

业打头阵，，。宁德地委、行署十分重视乡镇企业，把它作为农村经济支柱和国民经济重要组

成部分来抓，排上议事日程，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落实措施，十几年来，多次召开全区性

的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地委书记吕居永、习近平，行署专员陈增光、副专员吴增德都亲自主

持，作重要讲话部署l行署多次颁布发展乡镇企业的文件，敦促各级认真贯彻落实，乡镇企

业在前进中遇到资金、物资等困难时，多次召开专题办公会议，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而

且经常巡回到贫困县、乡现场办公，帮助乡镇企业排忧解难。1984名6月，地委行署召开全

区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强调改革、开放，在改革方面强调“四轮驱动"，在开放方面，强调

打破地域封锁和部门、行业分割，实行全方位开放，大搞外行内联，增强企业活力，并作出

给外来投资开发者以劳务、场地方便、利润分成优惠、技术报酬从优等若干规定。这些规定

在《福建日报：》、《人民日报))刊登后，震动很大，效果很好。这一年，全区引进技术人才

316名、资金445．6万元，新项目181项，不但救活一批老企业，而且兴办了一批新厂。1987年，

行署决定从扶贫资金、贷款要划出30％以上用于支持发展乡镇企业，计达7324万元，解决一

批乡镇企业的燃眉之急，使乡镇企业在脱贫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

乡镇企业是一项综合经济，宁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始终离不开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组成以乡镇企业为“龙头"的农村经济“大合唱"。地、县(市)计委、农委、经委、

财委，科委，外经委、财政、税务、农行、农业，物资、水电、交通、林业、教育、工商管

理、土地管理、标准计量管理和新闻宣传等部门、单位，多年来都对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支持

帮助，从各个例面扶持乡镇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全区计划物资经委部

门在国家统配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专项拔出钢材2500吨、生铁1500吨，柴油2600吨、煤炭

7500吨，以及一批化工、塑料等原料支持乡镇企业；地方财政拨出的乡镇企业的周转金达5987

万元；农业银行系统扶持乡镇企业的贷款累计达41440万元。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经历了12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比较具备持续发展的条件，也探索积．

累了可贵的经验．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市场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区乡镇企业结构调

整中暴露出一些新问题；各县市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比较严重I企业的生产规模、经营管

理、技术进步、产品质量和外向度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它的发展已经受到并将继续受到诸如．

资金短缺、人才缺乏、信息不灵和技术后进的制约，难以跟上先进地区的发展步伐。

党中央在“七五’’计划建议书中明确指出t“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

路”。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尤其闽东是“老、少、边、岛、穷，，的地区，

乡镇企业在农村脱贫致富中挑的担子更重，对促进闽东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将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自1988年以来，宁德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地、县(市)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就着

手酝酿，制定全区乡镇企、业到2000年十年规划和“七五"发展计划。根据全区经济发展的要

求，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到1995年达50亿元，比1990年翻两番；到2000年达100亿元，比1990

年翻三番。从整津上实现五个战略转移，即从过去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外延发展转向依靠鞍
学技术，实行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并重，从重产值增长转向注重产品质量，傲到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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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会效益、生态效益并重；从单一依托国内市场逐步转向积极跻身国际市场，实现国内、国

外市场同时开拓，沿海地区逐步转到以外向型为主，从企业分散经营管理转向进行专业化、

社会化协作生产，发展各种形式的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从传统小生产经营转向科学的现代

化经营管理．

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坚持臻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深信宁德地区乡镇企业一定会顺利达到和超额完成预期麴

兰图和规划目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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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l 9 7 7年

10月 宁德地区革委会决定t宁德地区革委会轻手工业局改称宁德地区轻手工业局，

1 9 7 8年

4月 成立宁德地区行政公署。

loY] 宁德地区轻手工业局分离为宁德地区轻工业局、宁德地区第二轻工业局。

10月1日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发出宁署[1978]001号文；成立宁德地区人民公社企

业局，与宁德地区第二轻工业局合署办公，一个机构，统一领导，对外挂两个牌子。同月4

日，启用“宁德地区人民公社企业局"公章。

同月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下文，赵嘉斌住宁德地区人民公社企业局局长。

l 9 7 9年

11月20日至12月6日 举办宁德地区人民公社企业首期干部训练班，历时17天，参加

者t地区和各县企业局干部11人，公社企业办27人，厂、场负责人23人，计61人。

是年，各县召开三五次社队企业干部会议，贯彻国务院170号文件，拨乱反正，为社队

企业恢复名誉，加以整顿提高。并举办15期社队企业财务人员培训班，学习提高财会业务，

受训者达693名。

1 9 8 O年

5月19日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发出宁署[1980]综122号文《关于地区二轻、公社企

业两局分开办公和归口问题的通知》，宁德地区人民公社企业局独立对外办公，归属地区农

委口。

1 9 8 1年

1月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分配给宁德地区人民公社企业局旧吉普车(福州牌)一辆。

使用至1986年9月报废，同年11月购进日本产马自达小车一辆，价款75270元。

7月4日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综130号文决定：宁德地区人民公社企业局改称为宁德

地区社队企业管理局。

1 9 8 4年

3月31日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发出宁署[1984]综8l号文，决定宁德地区社队企业管

理局改称为宁德地区乡镇企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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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至次年5月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供销公司因经营茉莉花苗积压造成经济损失，预付

定金22万元无法收回。

12月中旬 江苏省委副秘书长 率领一行四人的江苏代表团，前来宁德地区乡镇企

业传经送宝。

同月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办公楼动工基建，地处宁德县蕉城北路34号，占地面积

薯20平方米，建筑面积1109平方米(4层25间)。至1987年竣工交付使用。

l 6 8 5年

1月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下文，林达正任宁德地区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

问月18日 地区召开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外引内联一工作会议。

l 9 8 6年

6月 中共宁德地委书记吕居永和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亲自率队到贫困乡现场办

公，支持乡镇企业落实新建和技改项目。
6月 中共宁德地委、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在福安县召开仃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工作会

议，，，地委书记吕居永，行署副专员吴增德亲自主持会议，参加始终。

8月 福建省在北京举办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宁德地区参加展出商品有500余种，

现货销售21．23万元，订货合同312．9万元。期间，召开了34位闽东籍在北京工作的“同乡恳

谈会，，，共商发展闽东乡镇企业大计。

9月18日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下文，王玉连任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局长。

11月 福建省在福州举办名、特、优产品和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宁德地区乡镇企业

参展商品970种，成交金额506万元。

l 9 8 7年

3月11日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召开各县乡镇企业局长会议，福建省乡镇企业局局长

‘晋静波亲临会议指导并讲话。

5月下旬至6月上旬 中共宁德地委书记吕居永率队深入福安、霞浦、福鼎、柘荣4

县的8个乡镇现场办公，调查了解乡镇企业情况，并给解决贴息贷款等同题。

7月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搬迸蕉城北路34号新楼办公。

8月25至27日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在福鼎县召开全区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各

县分管副县长、农委主任、企业局长、各乡(镇)领导和企业站站长，典型单位代表，和地

直有关单位、新闻单位代表，计：300多人。福建省乡镇企业局局长晋静波应邀到会指导，行

署专员陈增光、副专员吴增德亲自主持会议并讲话。

9月14日 第12号强台风和暴雨袭击宁德地区，柘荣．屏南、福鼎、宁德、周宁、福

安、古田等7县的乡镇企业遭受灾害，经济损失628．55万元．

9月中旬 福州市刘文鹏剐市长率领鼓山、洪山，城门、盏山，鹤上、金峰、吴航、

潭头、璃头、龙田等lo个亿元乡镇领导干部一行62人，到宁德地区对口支援，帮助霍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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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成村，武曲、双溪、东源、松罗、管阳、水门，杉洋等10个贫困乡发展乡镇企业，洽谈三

达成协作意向项目39项。

1 9 8 8年

5月5日 由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和地区企业局领导率领9个贫困乡乡长一

(缺古田杉洋乡)前往福州市，与中共福州市委、市企业局、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和lO个对口，

支援的亿元乡镇长，进行。学，联、帮、带，，的对口协作项目洽谈。

8月18日福建省乡镇企业局决定福建富民海运公司(在赛歧罗江)委托宁德地区乡镇企1

业局代管，由宁德地区乡镇企业供销公司承包经营。后至1990年3月23日终止承包经营。

11月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区划》一书编成出版。

是年 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先进集体单位，，荣誉称号，并发给’

奖状、奖金。

l 9 8 9年

1月26日至2月1日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局长王玉连、辞J局长章成武、副科长卢统一

国，率领各县企业局负责人及有关厂家负责人，赴香港参加“中国沿海地区原料加工贸易展

览会"，宁德地区参展乡镇企业产品5大类、178种，共达成项目lO项，总金额971万美元．

1月 《闽东乡镇企业大全》一书出版，由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福建省社会科学咨

询服务公司和((福建论坛》文史哲编辑部联合编辑，装帧精美。

4月 中共宁德地委、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召开全区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各县

(市)委书记，农委主任、企业局长，各乡(镇)委书记，和地直各部门，新闻单位负责人

计400多人，地委书记习近平，行署专员陈增光、副专员吴增德亲自主持会议。会议期间，映

出全区发展乡镇企业专题系列录像共十部。

4月 中共宁德地委、宁德地区行署决定各乡(镇)成立经济委员会，列为副乡级建：

制的经济工作班子。6月16日，中共宁德地委组织部、宁德地区编制委员和地区人事局联合～

下文，发出《关予组建乡(镇)一级经济委员会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

7月4日 寿宁花炮厂西浦挂号引线车间，因管理不善，摩擦起火，发生火灾，受伤i

11人，死亡4人，经济损失7万多元。

9月8日 在厦门举办的福建省外商投资洽谈会上，宁德地区乡镇企业与外商洽谈，达三

盛合同4项，协议1次，意向2项，总投资368万元，其中利用外资207万元o

9月15日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发出宁德(1989)08号文。((关于积极发展我区乡镇企?

业若干问题的意见：》。

9月底至10月初 北京举办全国乡镇企业第二届出口商品展销会，宁德地区乡镇企业

嗣和福安、古田、屏南三县(市)企业局参加。

1 9 9 0年

8月17日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长壬玉连，率领各县(市)企业局长及地区局科长，



。前往浙江省苍南县参观学习发展乡镇企业经验。

一季度 地、县(市)企业局派员在福安、宁德，霞浦、福鼎、古田、屏南6县(市)

1的38个重点企业，进行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整顿，改革筇方针的调查研究，

然后研究对重点、骨干企业实施倾斜扶持、扶优限劣的对镱措施，逐步实施。

4月17日 成立《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志》编委会，由12位成员组织。

7月19日 成立“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和“宁德

地区乡镇企业经济专业人员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力。

9月8日 在厦门举办的福建省外商投资洽谈会上，宁德地区乡镇企业与外商洽谈，

．达成合同5项，总投资147．9万美元，引进外资63．65万美元。

11月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局档案室，被地区档案馆评为先进(一级)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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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产业结构

宁德地区乡镇企业，是农村中综合性的特殊产业，其产业结构原以农业企业为主，但很：

快便形成以工业企业为主体，由乡镇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这五

大业构成，下分20多个行业。1990年末，全区乡镇企业28718个，其中：属于乡(镇)办的

1091个，村办2154个，联户办2972个，个体22201个，属于农业企业1043个，工业企业9244个，

建筑企业786个，交通运输企业5884个，商业饮食服务企业(含其他妲，下同)10328个。在

从业人员138572人中，农业13230人，工业68979人，建筑13802人，交通13329人，商业饮服

29228人。在总产值109315万元中，农业7691万元，工业61558万元，建筑9362万元，交通

12330万元，商业饮服18371万元。

第一节农业企业

宁德地区乡镇农业企业分为种植业和养殖业两个行业，五十年代合作化时期有所兴

办，经历兴衰起伏的过程，七八十年代兴办较多，属于开发性生产的乡、村集体茶、果、林

场和养殖场。1990年底止，全区有乡、村办农业企业1043个’其中乡镇办216个，村办827“

个，从业人员13230人，总产值7691万元，占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的7％，上交税金483万元弘

纯利870万元。

附：宁德地区乡镇农业企业历年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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