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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6年

1月 遵义专员公署计划委员会成立，地委常委刘瑞光任计委主任。

2月 专署计委编制出1956年遵义专区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发到各县

(市)及专署有关部门征求意见。3月，经修订后，报专署正式下达。

10月 遵义专员公署劳动科成立。

11月 全区对硫磺、烤烟、桐油、药材等实行统购，生猪实行派购，统购、

派购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后的物资可进入集市

贸易。

是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全区国营企业进行工资制度

改革。生产工人的工资统一改为八(七)级工资等级制度。

△为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政策执行情况，全区各县(市)统计部门开展当

年农业合作社收益分配、增产增收和基建投资情况调查o

△ 在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及其比例关系的基础上，专署计委开始试算全

区1955年的国民收入生产额。从此开始进行国民收人统计。

△ 当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良好，工农业生产增产幅度超过解放以

来任何一年。工农业总产值32314万元，粮食总产量111．85万吨。

1957年

2月20日 地委、专署拟定出全区1957--1962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7月专署物价委员会成立，副专员刘风鸣任主任。物价委员会办公室

设于专署计委内o

10月 专署计委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几经修订，于1958年报经地委、专

署批转执行。

是年 根据省人民委员会发布的物价分类管理通告，将农副产品物价分

为3类，第一类为国家统购物资，有稻谷、大米、玉米、黄豆、小麦、棉花、油菜

籽等；第二类为国家统计收购和派购物资，有烤烟、茶叶、蚕茧、生猪、油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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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木材等；第三类为除一、二类以外的物资。商业部门经营的日用工业品

也分为3类。

△根据中央计划管理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方针，对主要计划指标实

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同时对一些计划指标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开始执行劳动工资综合年报制度。

△“一五”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区工农业总产值40725万元，粮食

总产量118．19万吨，均超额完成计划指标，比1952年分别增长106％和

57．69％。

1958年

5月12～21日 专署召开全区计划统计工作会议，讨论修订第二个五年

计划草案o

6月6日 地委批转专署计委党组《关于加强我区耕(菜)牛和主要工业品

及土特产产品的管理工作意见的报告》。

6月16日 地委发出《关于发展钢铁生产的报告》。强调工业的发展应以

钢铁生产为中心，贯彻“土、机”结合、遍地开花的方针，书记动手，全党办工业，

立即掀起一个全民性的钢铁生产运动。

6月 专署配合省工业安全卫生委员会在遵义铁合金厂召开安全防尘现

场会，总结推广安全防尘的七条经验。

△全省农村经济工作跃进大会后，形成抓生产进度、抓全民办统计的统

计工作大跃进。在全区范围内采取日报、3日报、5日报、紧急快报、卫星快报

等向各级党委快速反映生产进度情况。基层统计报表泛滥o

．10月 专署计委计统科建立钢铁生产统计日报制度。

10月22日 地委批转专署计委党组《关于建立煤炭基地的报告》。《报

告》提出，为迅速改变煤炭供不应求的状况，确定在桐梓县铁山、遵义县四面

山、枫香和湄潭县永兴等地立即筹建煤炭基地o

11月 省区域规划工作组编制出《贵州省遵义经济区区域规划初步方

案》，初步方案分6章，另附遵义经济区主要工业城市的主要工业项目技术经

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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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是年 由于“大跃进”，各项事业盲目发展，全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队伍

急剧增加，尤其是工业企业职工猛增到近2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0％。1959

年开始停止招工和精简下放，至1962年，全区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比1958年

减少75％，其中工业部门职工减少90％。

1959年

4月1日 地委批转专署计委党组关于1958年生铁亏损补贴分配的意

见。将省委分配给遵义专区大炼钢铁运动中的亏损补贴400万元，分配到各

县、市，由各县、市分配到人民公社o

6月 为计算社会商品购买力，研究市场情况，遵义市及桐梓县统计局

对机关团体销售数量进行一次性调查。按商品品种各选两个零售商店进行

调查o

7月28日 桐梓县新站公社大河煤厂发生瓦斯爆炸，造成16人死亡，12

人中毒。政法、工交、劳动等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对事故责任人依法判刑。

是年专署制发《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制度》，规定发生事故的单位必

须及时向有关单位和劳动部门呈报《伤亡事故调查报告书》，并认真调查处理。

1960年

3月25日 地委转发专署计委党组关于清理计划外基本建设项目的意

见。对全区正在施工的133个基建项目进行逐项清理，对计划外的52个项目

坚决、迅速地停下来。

4月 统计工作从计委分出，成立专署统计科。

△省统计局派工作组到遵义调查了解统计报表情况，通过对遵义市和

桐梓县的调查，发现农村人民公社和工矿企业存在报表过多过繁，统计工作负

担过重。遵义市南白公社收到市级11个部门布置的报表72种，年均每日需

填报15种报表，445个指标。

是年 由于从1958年开始，经济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加上自然灾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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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总产值下降到43586万元，粮食产量下降到

62．23万吨，低于1949年的粮食产量，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

1961年

6月 专署计委与经委合并，成立专署计划经济委员会，地委书记处书记

邵奉先任主任o 1964年7月，撤销计划经济委员会，复置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

员会o

11月22日 地委批转专署计划经济委员会《关于私招乱雇人员情况的报

告》o要求各县(市)认真检查有无私招乱雇的类似情况，并采取措施严格纠正

和防止私招乱雇人员的现象。

是年 国家对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价进行调整，较大幅度地提高

收购价。其中中等大米提高30．98％，生猪平均提高40％，蛋类提高58％。

△开始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经济工作中“左”

的错误，农村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各行各业大力支援

农、l匕。

1962年

4月 为了解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调整情况和贯彻执行分配大包干政策

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情况，全区各县(市)以公社为单位开展农村人民公社

基本情况统计调查o

△执行国务院规定，企业职工福利费由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2．5％提

取，主要用于职工医疗和生活困难补助。

5月18日 地委批转计划经济委员会党组对专、县两级工、建、交企业调

整的意见。对全区专、县两级197个企业，采取留、缩、改、并、关等办法，确定

保留100个企业，合并10个为5个，关22个，增加1个，改产1个；职工保留

8492人，精简6286人。

6月 专署决定对民间运输业价格实行暂加成补贴办法o 1965年取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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