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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lo月4“--9日，垒国县域农村小康建设经

验交流会在榆次召开，图为经验交流台会场。



▲晋中地委委员、榆趺市委书记王新义宣传新《森林

法，。 摄影I张敬

▲榆次市委副书记康柱生与农民朋友亲切交谈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 摄影／王元栋



▲ 华北五省市林业厅局长视察榆次绿色通道工

后．副市长韩挂虎和林业局领导畅谈今后发展规划。

摄影／l



▲榆次市委副书记康柱生、剐市长韩拴虎在全市农民

蔬菜销售现场会上指导工作 摄彰／王元栋

▲榆攻小康村——南关村玉苑住宅小区一角。

摄影／王元栋



今朝小康市未来富裕乡
。

——榆次市以矫健步伐跨向新世纪
．(代前言)

康柱生

。．榆次市位于东经112。34’13”一113j7
7

55"，北纬37。23
7 41’L37。

53’04”的山西晋中盆地东北边缘。东依太行，西望吕梁，北枕罕山，

中有潇河，山川秀美，物阜民丰，历来为三晋富庶之地，是晋中地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辖5镇lo乡310个行政村和10个

街道办事处84个居委会，总面积1328平方公里，总人口50万人，

其中城区面积23平方公里，城市入口24万人；‘r
‘

‘

地处黄河流域中游的榆次市，早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便

有人类繁衍生息，成为华夏文明历史的发祥地之二。上古时代，“上

古帝榆罔凭太行以居冀州”，谓之“榆州国”；春秋时，榆次是晋大夫

魏献子辖地而称“魏榆”；春秋末期，晋国在这里正式设县，改名为

簟涂水邑”，归晋国六卿之一的中行氏管辖；南北朝的北魏时，将治

所由平遥迁往榆次，定名“中都”，北齐天保元年(550年)至隋开皇

十年(590年)称中都县。“榆次”之名始于战国，当时归赵国所辖；

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灭北汉，烧毁晋阳(并州)城，将并州治所

设榆次i榆次曾一度叫“并州”；后并州主帅潘美在太原唐明镇重建

并州城；将并州治所迁太原，榆次恢复县治；此后历代均称“榆次”，

一直沿用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4年设榆次市，归省

直辖，后几经更迭，现为省辖县级市。 ．。‘

； 悠悠岁月，茫茫史海，榆次这块古老的土地给人们留下许多壮

丽的史诗，‘‘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宋太祖赵匡胤亲征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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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驻榆次，攻打晋阳城；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娶榆次民女李三娘，

后立为皇后．，政绩斐然；明末李闻王率师50万，经榆次，占太原，直

取京城；清末山西义和团首义榆次，波及三晋，名扬四海；抗日战争

时期，赖际发率八路军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在榆次。的八缚岭开

创抗日根据地，被誉为华北抗战的“井冈山”；解放战争时期，徐向

前元帅亲自指挥打胜晋中战役，使榆次回到人民怀抱；继之，徐帅

坐阵榆次指挥了解放太原战役；结束了土皇帝阎锡山统治山西的

历史，谱写了壮丽篇章，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卓著功勋。

榆次，风景秀丽、名胜甚多，不仅有奇幻无穷的自然景观，而且

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迹。具有榆次绿色屏障的“罕山”和“八缚岭”

两大山脉，峰峦叠嶂，林海茫茫，山光凝瑞，是理想的避暑胜境，置

身其中，朝看云敛山顶，暮观日挂林梢，使人心神俱静，留恋忘返。

潇河、涂水，坦坦荡荡，波平如镜；沿岸禾稼，，葱茏繁茂，鸟语花香，

大有误人桃花园之境；集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古墓葬为

一体的猫儿岭古墓群，真实地展示了榆次两千余年的文明史；建于

元代的城隍庙，气势恢宏。布局井然，令人惊叹；明代建筑清虚阁，

木柱支撑，建筑奇特，独具风格，登临其上，迎曦望岳，常生飘飘欲

仙之想；北宋始建的文庙，雕梁画栋，起脊飞檐，镏金溢彩，不愧为

莘莘学子朝拜之地；群山叠翠，松柏环绕的乌金山森林公园，有众

多的人文景观，水晶院、正寿寺、华严寺、和合寺等隋唐古庙群、宋

代石像、吕洞宾词碑等名胜景色万千，历来就是旅游避暑胜地；这

里还是天然的珍奇动植物王国，其中有国家二级保护树种白皮松，

世界珍奇树种闪金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等。相传多年的榆

次八景——罕山时雨，涂水洪涛，龙门晚照，源池荷花，榆城烟柳，

井峪寒泉，神林积雪，蔺郊元霜胜景曾使历代文人墨客倾倒，谱写

了不少“榆次山水甲天下”的诗篇。

榆次还是称雄九州500年的晋商发祥地之L。早在明朝中叶，

榆次的商号、钱庄、票号等就有相当规模；清乾隆时，各种商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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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仅典当、钱庄、票号就有90余家。同时在内蒙、东北、江南i河

南、河北、湖广等地设有分号。他们不仅使榆次成为山西的商埠城

市，而且成为晋商的_支劲旅。 ，

‘

．

车辋常家、聂店王家等一批巨商大贾，与太谷曹家、祁县乔家、

平遥李家等晋商同行驰骋商海，鼎足逞强，富甲天下，执中国金融

之牛耳，创造了名扬四海的晋商文化。聂店王家以经营钱庄、当铺

为主，分店遍布江南、东北、京津等地；车辋常家从明朝开始经商，

清乾隆时进入鼎盛时期，，以对俄输出茶叶为主，兼营绸缎，历经七

朝，在漫漫风沙大漠的驼铃声中把经商触角拓展到俄国，开拓了继

我国古代丝绸之后的又一外贸通道——茶业之路，成为明清时期

的晋商精英。 一

‘

六堡贾继英，幼时入祁县乔家的“大德恒”票号学徒成才，被委

以驻并(太原)主事重任。八国联军攻陷京城，慈禧避难逃经太原，．

贾继英以超人胆识答应借银三十万两，深得太后赏识：光绪三十

年，清政府试办银行，慈禧特诏贾继英进京，亲自接见，御赐贾筹办

户部银行，后定名“大清银行”任行长；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倒闭，。

阎锡山特聘贾继英任“晋胜银行”行长，“山西实物准备库”经理；七

七事变后，孔祥熙举荐贾继英任国民党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兼

任大西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主

任，甘肃省银行督办等职。任职期间，贾积极支持发展实业，先后扶

持办了西北的罐子峡煤矿、徽县炼铁厂、窑街水泥厂i宝(鸡)天

(水)铁路等实业，并与山西及榆次的巨商大贾创办了晋华纺纱厂、

魏榆面粉厂、’魏榆电灯公司、榆次“天一渠”等二批实业及水利工

程，为民族工商业及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

历史多壮丽，今朝更辉煌。如今的榆次，正在以矫健的步伐迈

向现代化的未来。：‘

榆次i铁路、公路交错，交通四通八达，是山西的交通枢纽。。石

(家庄)太(原)、同(大同)蒲(风陵渡)、太(原)焦(作)三条铁路在此
3



交汇，榆次火车站、铁路编组站及山西第一座铁路集装箱车站均在

榆次，成为山西铁路运输的旱码头；太旧高速公路、榆(次)太(原)

超一级公路、lo'8国道超一级公路以及榆(次)长(治)、榆(次)邢

(台)、榆(次)盂(县)I、榆(次)靖(徐j等省级公路干线纵横榆次，构
筑起幅射四面八方的公路交通网；市中心距太原飞机场仅14公里

(市区边缘仅7公里)，航空运输也十分便利。

这里，通讯设施完备，通讯联络畅通，与国内国际联络相当便

捷。横贯北京一太原—二西安的光缆通讯和纵穿大同一ff6i汾
_长治的数字微波通讯设施均经榆次通过；程控电话、移动电话
发展迅速，可视电话也即将开通；程控电话总装机已突破5万门，

居全省各县市之首。在榆次即可与日本、美国、俄罗斯及我国港澳

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拨通话。 ’
‘

这里，市政环境优美，基础设施配套，正在跨人现代化中等城

市行列；电力供应已形成东、南、西、北环城供电网，保证了全市城

乡生产生活用电；‘‘‘八五”期间，城市二水源工程的竣工，基本缓解

了城市供水紧张状况，‘‘九五?期间，第三水源工程也即将竣工送

水；市区有3万余户居民用上煤气，城市气化率达66．5％，成为全

国气化率最高的县级市；集中供热工程发展迅速，初步解决了三分

之二居民的取暖问题；市政建设日新月异，’平坦宽阔的马路纵横交

错，形成了“井”字形框架路网；安宁桥、迎宾桥、正太桥、同心桥、六

通桥和西外环、南外环、东外环的开通，使市区交通不畅的历史L

去不复返；特别是一批批现代化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以及儿童公

园、火车站公园、迎宾广场公园、玉湖公园、乌金山森林公园的美化

更使榆次锦上添花，面貌焕然。一座设施完备、环境优雅的现代化

中等城市展现在三晋大地。
‘

‘

，

这里，工业发达、基础雄厚，是山西乃至全国的工业基地之一。

全市有市营以上工业企业240余家，其中有亚洲最大的经纬纺织

机械厂，’全国最大的液压件厂；全省最大的晋华纺织厂、山西锦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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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榆次挂车总厂等一批大中型骨干工业企业。市营工业以轻纺、

机电、化工、食品、酿造、铸造、建材、煤炭为支柱，形成多元化工业

体系，乡镇企业位居山西省十强行列，纺机城、纺织城；液压城、锅

炉城、铸造城的格局初步形成。 ‘

，

这里，商贸活跃，市场繁荣，是三晋闻名的商埠城市。素有“榆

次王府井”之称的北大街和粮店街店号林立，喀商云涌，历来为榆

次的商贸中心j现代化大型商厦——榆次购物中心的建成开业，成

为榆次商贸之龙头；由港商投资建设的华北最大盼服装面料批发

市场——华钜商城，进～步牵动了榆次对外开放的步伐；华北最大

的汽车配件市场及初具规模的食全市场、栈房街市场、荣盛市场、

新都市场等一批专业市场的配套，使榆次真正形成了以商贸为特

色的市场格局。
‘

这里，城郊型农业发达，产业化程度较高，是名扬三晋的“米粮

川”和“菜园子’i。全市从1985年确立城郊型经济开发战略以来，在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坚持狠抓菜、果、牧、鱼、菇等鲜活商品

生产的开发，迅速形成了以粮、菜、果、牧四大产业为支柱的城郊型

农业新格局，先后被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全省商品蔬菜基地，多

样化果品基地，瘦肉型猪基地，高产蛋鸡基地等八大基地。粮食、蔬

菜、果品、畜牧i农村经济综合实力，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均位居全省

lo强行列，其中蔬菜从1992年以来连续七年位居全省10强之

酋，成为全市农村致富达小康的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农业已基本

形成以城郊型农业为特色、种养加～齐上、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

一体化的产业化新格局，有效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这里，政通人和，各业兴盛，不仅物质文明建设成就瞩目，而且

精神文明建设也政绩卓著。近几年，榆次市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全国城市综合整治先进市”、“全国文化先进市”、

“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市”、“全国基层党建先进市”、“全国

双基教育达标先进市”、“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先进市”、“山西省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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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达小康县市”等称号；并被确定为“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市”和“内

陆开放城市”，再次揭开了榆次市文明进步的新的一页。目前，正处

于跨向21世纪的世纪之交，全市人民正在以“不创一流就是落后”

的榆次意识和顽强拚搏、艰苦创业的榆次精神，为把榆次建成三晋

煤海中的绿洲，为建设生态型开放式现代化工贸城市，为全市由小

康向富裕跨越而奋力拼搏，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为了宣传榆次对外开放的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榆次，进而为

建设榆次出力，让榆次人民了解历史，热爱家乡，我们市政协《榆次

文史资料》从本期开始转入整理出版行业专辑，旨在总结过去，开

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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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韩拴虎

在伟大的世纪之交即将来临，在庆祝建国50周年之际，市政

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了榆次农业发展50年资料专辑与读者见

面。这本书收集了从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近半

个世纪榆次农业发展的内容，是榆次农业5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再现了榆次农业辉煌的业绩。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农业和农村工

作者，读起这本书来犹为亲切，如数家珍。此书不但具有一定的史

料价值，而且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
·

．

我市农业从建国到现在，50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摆脱贫

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经历了艰难与曲

折的过程。解放初期，由于饱受连年战争之苦，榆次人民处于极度

的贫困状态，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粮食总产量只有4183．5万公斤，

亩产仅58公斤，农业总产值2102万元。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从

此开始了恢复国民经济，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在第一个、第二个五

年计划期间，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到实

行人民公社，实现了农业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但随着生产关系的不

断变革，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乃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榆次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破坏，人民生活长期在贫困与温饱

线上徘徊。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市农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

代，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农业的

第二次飞跃，揭开了榆次农业发展的新篇章。到1983年全市实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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