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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j·

口

长沙市郊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条件．

在古代史上，她是长沙市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古文化遗址遗存最多的地

方。是发掘研究楚汉文化遗存的重要区域．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距今。

2140多年，以其保存完好而震惊中外． 。

。

在近代史上，她是毛泽东、蔡和森、肖劲光．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t 革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革命圣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她是我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也是湖南农民运动规模最大的县区之一．

郊区建置于1938年，虽几经撤并仍不断扩大。其地位日渐显著．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她肩负着。服务省会、致富城郊。的双重任务，为长沙

市的建设和城郊型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城郊型经济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舱段．她充分发挥了一般农村经济
无法替代的功能与作用，已经成为城市经济扩散的前沿阵地，城市经济翻番
的生方军：城市鲜活副食品供应的生产基地。城市长治久安的社会屏障和城

市环境保护的生态屏障．她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对国

家的贡献，都名列全省前矛。已成为城市经济辐射农村的。一传手。和农村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

’ 7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长沙市郊区志》的出版是造福当

代、惠及子孙的大事。也是我们由来已久的夙愿．《长沙市郊区志》比较客

观地记述了郊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全面系统

地反映了郊区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城郊型经济的特色■书中记载的大量史j

料与数据，现有存史的作用。又可以为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决策提供借鉴
和依据。对郊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由于郊区的历史沿革变

化较多。编写工作难度较大，在史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以及体例的逻辑性

上。尚存不足之处．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利修补，使之日臻完
一 盏 ，

．

口●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一直受到市志办的具体指导和专家内行的热心帮

助，得到郊区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得到区乡，镇(场)各级党政机关，

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积极配合和通力协作．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共长沙
。

l



序 言

市郊区委员会、长沙市郊区人民政府对志书的出版致以热烈的祝贺!对关心

帮助我区修志工作的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辛勤耕耘的修志人
员表示诚挚的慰问1

2

羹鎏亲蒹墨交篙萎需量会主鬟孔光明长沙市郊区人民政府区 长⋯⋯

一九九三年一月



凡 例

凡 例

一、《长沙市郊区志》，是郊区建置后的第一部地方志．上限一般以

1919年为始，下限至1987年．某些事物，需追溯历史，或连续性较强，上

下限有所上伸或下延． 、～
．

‘

．

⋯
·．

十。

；‘二、本志以郊区现在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境域内不属于区管区属的事

物。如中央、省、市单位，均未加记述．：， ， ：’ ；

。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

统一．{’，， I，“ 、 ， ；j 1，t 、 ．。

、．，

。“四：，本志分篇，章、节、；目四个档次．个别章节设有子目．以志为主．‘

，记j志、述、传，图、表，2录诸体并用．篇目和内容求特不求全，力求突出

城郊型经济特点和郊区功能． 一

，，：’， ． 。’

‘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
‘

‘：，

：。．六．《人物》篇由传记、烈士英名录组成．传记人物均为历史上有较大：
影响或在某一方面有较大业绩的已故人物，按卒年为序排列．对本区革命和‘

建设有较大贡献的在世人物则以事系人记入志书．一，，。，．．·． ·，．

。七、本志主要记述郊区正式建置后的史实．鉴于郊区长时间属市政府派

出机构，部分职能由市行使，相关的事业记述则从机构、职能完善时起．资

料主要录自档案材料和由各编志单位整理、甄别、采用的口碑资料，所取解

放后的各类数据．原则上以郊区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 ．4。

”

!，

?八、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书写朝代年号，再用括号注

明相应的公元纪年．。解放前。、。解放后。皆从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

+日为界．， t。4 j．，， 。；j‘． ．
、

⋯， 。，’

、、九、‘志书下限至出版时隔五六年，为反映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附录

增加了1988---1991年大事记，郊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完成表．
+

、·‘十、本志采用。《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力求文风端正、文字简洁，

雅俗共赏． ‘

，。．“



总 述

述

．‘．．
‘‘

(一)。

长沙市郊区环绕长沙城区四周，西与望城县接壤，东、南、北三面与长

沙县毗邻。国营东方红农场在望城县境内．1987年，全境面积276．7平方公。

里，共辖9乡、6个农、牧场和4个国家集体合营渔场。120个村(管区)。

1439个村民小组．区人民政府驻长沙市人民路83号．人口2l万。：有汉．

土家，回、壮、苗．侗、满、瑶，蒙古、维吾尔、朝鲜，彝，仫佬等13个

民族．，汉族占99．84％． 。，

4

，

郊区建置晚。政区变动频繁．清末。分属长沙、善化两县．民国元年7

起，统属长沙县辖．1933年长沙建市。近郊农村从长沙县划出，分别置城z

．内四区管辖．1939年又划归长沙县。分别置文艺、金盆，岳麓、会春四．
乡．1943年重归市辖．四乡改称四镇．次年，四镇改设四区(称外四区)．

解放后，1949年10月1日，建立文艺，金盆，岳麓、会春人民区公所，

1950年3月，成立长沙市人民政府郊区办事处．统辖-外四区。．随着城市

发展，城区外扩。郊区外延．50年代初期，将郊区下辖的居民委员会划归

内四区，从长沙县划入9个30．1959年，撤销郊区，并入长沙县．次年。．
从长沙县划归城内四区．1962年1月。恢复郊区建置．1968年改办事处为

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扩大区划。从长沙i望城两县划入4个公社。1980‘
’年10月，撤销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区人民政府．1949～1987年。郊区有10：÷

万余亩土地被征用． 一一

一
’

． ：

郊区地理条件优越。·湘江纵贯境内，分全境为河东、河西两部分．浏阳

河、捞刀河从北部汇入湘江，水利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河西丘陵起

伏．河东南部冈地绵延，东部和北部平原开阔．境内岩层以红色砾岩，沙岩

为主，富产矽砂和砂金．冲积平原和低冈地占76％，成土母质以江河，冰
川沉积物为主，土层深厚。土质肥沃，宜于耕稼．气候温和，冬短夏长，热‘

量充足，‘雨水丰沛而集中，年平均降水量1389．9毫米，雨热同季，适宜动

植物繁殖和生长．
‘

t，

郊区人多地少，1987年全区耕地1 1．35万亩。人均0．56亩．养殖水面

。22556亩。人均0．11亩．山地98878亩。人均0．48亩．农业以蔬菜生产为

。≯_
、

，

。

’



总 述 ：

主，菜．猪、鱼，奶、果，稻全面发展。成为长沙市主要副食品生产基地，

主要鲜活副食品上市量占全市供应量的比重：蔬菜96％；猪肉47．9％；鲜

鱼73．3％；柑桔68．4％；牛奶100％j驰名全国的农副产品有历史悠久的名

特产河西园茶，麓山南桔、大围子猪和解放后杂交育成的良种湘白猪、南方

黑白花奶牛。岳鲤，长沙黄鸡等． ．
． 、，

．‘ ’。， (二)， 、‘、 、

。 长沙是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古文化的遗存遗址大多在郊区

’境内，‘历史文物大多出土在郊区．50年代初期．．近郊发掘出大批楚墓。

1954年在长沙举办了《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及楚文物精品展览》使长沙成
为当时全国发掘研究楚文化遗存的中心．郊区境内先后发掘和发现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古城址、古建筑和近代革命遗址4000余处．西郊岳麓山乡南
’

境有筑于三国东吴的土城遗址。北境三汊矶有筑于西汉初期的北津城遗址，。

中部成家湖畔的象鼻咀为西汉王陵区；东郊马王堆乡境内发掘的马王堆汉墓，

。轰动世界；浏阳河以东东岸乡境内有筑于北宋的常丰城；南郊有建于五代的

水利工程龟(现为圭)塘遗址；北郊有建于五代的佛教胜地开福寺．著名的

革命纪念地有新民学会旧址、爱晚亭和桔子洲头．郊区境内出土文物数以万 ，

计。有原始社会人类磨制的石器斧、锛，刀凿，箭簇和绳纹陶片；有价值连

城的商代青铜鹗卣；有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帛画，缯书，彩绘漆器、印花织‘

物、．兔箭毛笔、钢剑等稀世珍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具女尸，距今2140，
多年，以其保存完好而称奇于世．『t． ． ．

：

．一，郊区山川秀丽、“环境幽美，’岳麓山峙立湘江西岸，山顶有道家。真虚福

地。的云麓宫，半山有。汉魏最初名胜，湘湖第一道场。的麓山寺和黄兴、’蔡，

锷等革命名人墓葬，山下有历千年犹存的学府岳麓书院．山前的大小天马

山，金牛岭、桃花岭。碧嶂屏开，秀如琢玉’，桔子洲浮卧于湘江碧水之中。‘

与岳麓山互为辉映，深秋伫立洲头，可一览。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

透。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南郊公园西临湘江，隔江与岳麓山相对，江岸
’。

有。赤壁似朝霞。的红崖断壁，风景宜人。环境幽静．长沙郊区是_处兼有山

川景色之美，。古迹人文之胜的旅游佳地． ．．、． 。。，。一 ．

，-， ‘一。 ‘，‘j。 (三)、
。

，

／4

≥一．．
一?，郊区是革命老区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在长沙郊区这块土地上，毛泽东，杨开慧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朱．．
友富、滕代远，熊志超，易礼容．孔福生，王首道．周里等领导建立了近郊

区党组织，带领近郊区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长，

期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第一位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诞生在岳麓山下赵

洲港(今岳麓山乡天马村)．郭亮、夏明翰、。彭德怀、何长工等曾在这里战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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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述

斗过，留下了革命足迹．’：5．7’’+矿 ?

’

一

，
一

1925年11月，中共湘区区委直接领导建立了近郊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古塘坪支部．次年秋。又领导建立了中共长沙近郊区委和长沙近郊区农

民协会，滕代远任第一任区委书记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近郊区农民协会和

长沙县农民协会受中共湖南区委之命，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滕代远，胡炳

文、叶松林：朱友富代行省农协执委，主持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

会．1927年2月，毛泽东考察近郊区农民运动后，近郊区农民运动迅猛发

展，农协会员增至6万余人，、在中共近郊区党组织领导下。支援北伐战争，

声援城内工人，学生运动，参加省市各界组织的反帝斗争，”打土豪分田地。

革除封建陋俗，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席卷长沙城郊，长沙近郊区成
’

为湖南农民运动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 ，

。

、．。 。

，。马日事变’后，近郊区共产党人为粉碎敌人的大屠杀，拿起枪杆子，{用

，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滕代远在河东组织成立近郊区农民复仇队，叶魁

在河西组织成立河西农民复仇队，孔福生组织农民武装痛歼了盘踞在潭阳洲

之敌许克祥部，区委负责人贺尔康、彭平之领导了近郊秋收起义，‘参加了长

沙市委发动的。灰日暴动’．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攻打长沙时。坚持地下

斗争的共产党员重建近郊区农民协会．组织赤卫队参军参战，。为红军筹军饷

10万银元．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员杨东泽组织成立河西游击队，‘在岳麓

山地区坚持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成立农民翻身会，组建靳江武
． 工队，开展。迎解”斗争．郊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20多年，先

后有108名革命先烈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长沙和平解放后，郊区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谱写历史的新篇章．’ ， 。‘：4
‘’

；
‘”7

一j’ (四) j ．’t ，H‘ -。 ，。

长沙解放38年来，郊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使郊区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 。

’。

．+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前，占郊区人口7．26％的地主富农，占有

70％的土地，而占人口53．1％的贫雇农，仅有10％的耕地．、封建土地所有

制和城乡地主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解放

后，区委，区政府领导农民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废除保甲，建立基层

人民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彻底废除了几千年

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摧毁了城郊盘根错节的反革命势
力，巩固了人民政权． 。

．．
j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1951年冬。区委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并试办

互助组。。1953年2月。。试办了全市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按照党在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坚持。典型示范，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引导农民从

3

。



。

总 述

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到

1956年秋，全区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

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7年全区农副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55

倍．在前进和发展中，也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58年7月，郊区掀起7

，了。大跃进’高潮，9月又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支配下，13天时问全区人民公社

化，’实行统一核算，搞。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取消按劳分配．郊区农村。五

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泛滥，农业生

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生产急剧下降，粮食严重歉收，郊区农村进入严重困难时

期．1961年1月。i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

信》，调整社队规模，解散公共食堂：纠正。五风。错误．1962年，实行。三级

所有j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放宽农村经济政策，部分社队实行

，了包产到户、包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全区经济走出低谷．10年。文化大革命。

期问，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泛滥，再度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束缚了生产

力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郊区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鼓励发

展个体经济，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1987年比1978

年，农业总产值增长81．4％，工业总产值增长4．6倍．’‘
”。 卜

“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解放前，郊区农业生产工具落后。水利条

件差．堤垸地区十年九涝，丘冈地区十年九旱．解放前38年。郊区发生大

的洪涝灾害有18年．1949年三遭水灾：溃堤17处，、淹田3．8万亩。全区

30％的农民断炊或以稀饭野菜度日：解放后，区委、区政府领导垸区人民并

小垸建大垸。兴建电力排灌站，在丘冈地区整修和新建山塘、水库．1976

年，’全区74个敞洲小垸合并建成16个堤垸，垸区占有全区77．8％的菜地面

积和65％的养鱼水面，成为郊区主要副食品生产基地f这些堤垸保护了12

个乡(场)，67个村(管区)和600多个中央，省、市驻郊单位，16万多

人．到1987年，堤垸建设投工2220万个，完成土石方4383．1万立方米。

建成大中型排灌设施41处，共投资1644．1万元，丘冈地区共建成小(一)

型水库两座，小(二)型水库22座。全区安装机电排灌设备3092台，装机

容量28159千瓦，其中电力排灌占85．5％．7蓄、引、提水总量9588．2万立

方米，比1949年增加近5倍，全区农田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农业机械

化程度逐步提高，全区有大中型拖拉机234台，小型拖拉机625台，农用汽

车1033辆，农机总动力达129447千瓦，亩平1．05千瓦，居全省之首．排

灌。‘加工，运输、3耕作、植保，收割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4，

建成了为城市服务的剐食品生产基地．解放前，郊区农村以生产粮食为

主，1949年蔬菜面积仅8510亩，南桔2919亩．解放后，开始有计划地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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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蔬菜面积，建设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1952年建立第一个奶牛场。
1954年建立第一个渔业生产合作社。开始专业养鱼．50年代末，建立国营

农牧场．60年代，建立国社合营果林场、国社合营渔场和集体渔、奶牛、

果、茶场，每个生产队建立养猪场．70年代，建成长沙市第一个机械化养

．鸡场和机械化养猪场．到70年代末，郊区为城市服务的副食品生产基地邑

具规模．冲共十·届三中全会后，在继续建立、扩大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同
时，支持发展副食品生产专业户．1986年，郊区被列为全省瘦肉型猪生产

基地，创办养熊专业场，人工引流熊胆汁成功．解放38年，蔬菜基地建设

投资达2520．9万元，其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9年的投资相当于解放后
29年投资总数的2．9倍，共建成土地平整、沟渠配套，排灌自如的蔬菜基地

28651亩；专业渔场33个，专业养殖水面14529．8亩，专业户渔场29个。

水面1805亩；专业奶牛场18个，家庭奶牛场137个，共饲养奶牛2539

头，比1949年增加19倍；以桔为主的果林场59个，柑桔面积11 537亩。

比1949年扩大3倍，茶园面积增加2倍，全区养猪农户4．5万户，年饲养
量58．54万头，比1949年增加15．8倍． ．

城郊型经济已初具规模．解放前，城郊型经济已开始萌芽，由于封建土

． 地所有制的桎梏，城郊农村没有现代工业生产，农村经济仍是一种自给半自
．‘ 给的单一农业经济．1949年，全区农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92．53％．

1952年，郊区确定。为城市服务。的生产方针，把菜，猪、渔、果、奶列为

农业生产的重点，建立生产基地，发展专业化生产，使农业商品化，专业化

程度逐步提高．1978年。主要副食品上市量与1949年相比，蔬菜增加4
倍，肥猪增加9倍，牛奶增加59倍，鲜鱼增加9倍，菜叶增加3倍，柑桔

增加2倍，城郊型农业已具雏形．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产品经济，排斥商品

，经济，农副产品生产、上市、定价均实行指令性计划，农业生产不适应市场

需求。副食品生产基地未能充分发挥其效益，商品量最大的蔬菜，、品种单

一，质量差，淡季脱销，旺季烂菜。农商矛盾大．郊区未建立一级财政，无

力投资兴建国营工商企业．‘社队企业虽起步于农业合作化时期，在。左”的影

响下。长期限制其发展，错过了利用城郊优势，依托城市发展的机遇．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郊型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农业生产上，建立以家

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

农副产品流通渠道，取消统购包销的蔬菜产销体制和农副产品统派购政策，

’放开农副产品市场，农业生产转入按城郊特点和市场需求发展的轨道，农业
商品化，专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城郊型农业形成规模，蔬菜生产适应市场需

，求，年上市品种增加到200余种。7质量新鲜细嫩，淡季不淡，旺季不烂，

198Z年亩均商品量5139公斤；上市肥猪34．67万头，亩均3．07头，人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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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头．亩均人均居全省各县(区)之首；上市鲜牛奶6276吨。鲜鱼

6386．25吨，鲜果5337．63吨．农业商品率达到79．01％，菜、猪．渔，果，

奶等副食品生产占农业总产值83％．发展非农产业上，将乡镇企业作为兴

郊富民之本。’实行优惠政策；利用城郊优势兴办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工商

企业，科研单位的横向联合，引进人才，资金，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

结构；鼓励发展个体、联合体企业，形成五个轮子(乡，村，村民组，联

户．个体)一起转，工业、商业、运输，建筑，服务一齐发展的多层次、多

模式，多渠道的乡镇企业体系．1987年乡镇企业总收入6．02亿元，居全省
各县(区)第四位．乡镇企业的发展，促使全区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化。全区社会总产值5．7838亿元。较1978年增长3．6倍，非农产业比重上

升到83．6％，。农业总产值比重下降为1 6．4％．全区工业以乡镇工业为主体。

有机械、建材、食品，化工、纺织．缝纫等28个门类，主要产品千余种，

年创汇300万美元．工业总产值j．2386亿元，占社会总产值56％，比1978

年增长4．6倍。建筑业实力雄厚，共有建筑公司(队)22个，施工队伍1万
余人，年产值逾亿元，比1978年增长12倍．商业产值350万元，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12702万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6．2倍和4．3倍．机动运输车 ，

1771辆，年总货运量400余万吨，年产值2220万元，比1978年增长7．8。

倍，全区有56．57％的农村劳力从事非农产业，加速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进程．乡镇企业已成为区财政的支柱，1987年，区财政收入3501万元，比‘

首建区财政的1978年增长3．7倍，乡镇企业交纳的税金占63．4％。10年累

计净上解国家财政1．0084亿元，平均年增长33．12％．金融活跃，各项存款

余额2．8506亿元，．贷款余额1．5912亿元．． 。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区委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思想，在全区人民中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人民的精一

神风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涌现了舍己救人英勇献身的青年民兵李自成、段正

垣，’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献身的女出纳员朱淑坤等英雄模范人

物．党的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全区367个党支部和8006名共产

党员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

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日臻完“

善，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全区涌现出双文明单位79

个，郊区被评为全省双文明先进县区卜／ 。
， 、 _

l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全面发展．1987年全区小学106所，在

’校学生30164人，为1949年的4．8倍，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9％，在校学．’

，生巩固率99．5％，：合格率95％，初等教育普及率为99％．中学以市属为。

主，区办完全中学5所，初级中学9所，职业中学l所，在校初高中学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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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6人．有成人教育大专班两个，学员109入；中专班39个，学员1367

人．1981～1987年．参加农民业余学习的3．1万人次．全区文盲率下降到

6％，每100个农业人口中，有初中文化的24人，高中文化的10人，大专

以上文化的4人．全区评聘各类专业技术职务人员4080人，其中高级技术

职务30人，中级技术职务857人．从1978年建立科技成果评审奖励制度以

来，共评定科研，推广成果1 10项，其中属于国家部级成果3项，省级成果

10项．授予专利权的13项，共评选出科技示范户137户．柑桔科技示范户

刘海文被授予全国科技致富能手和省科技示范户．文化事业繁荣活跃，全区

有图书馆(室)31个，藏书10万余册，有乡场文化站18个，村级俱乐部

120个，业余剧团6个，农村电影队14个。录像放映队48个，闭路电视放

像单位12个．1986年建立区广播电台，成为全国第二个城市郊区电台．有

19个乡级广播电视站，119个村广播站，广播喇叭入户率82％，居全省农

村之首．全区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人数占总人口

25％，中小学体育达标率77．7％，少儿体育先后获全国冠、亚军各1项，省

级冠军3项，创造和保持全市15项田径纪录，少年儿童业余体校为国家

队：省队及大专院校输送运动员39人．卫生医疗保健事业发展较快．区医

院、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已成为全区医疗保健技术中心．乡7(场)、卫生院

18个，村医疗保健站1l 1个，6个乡卫生院与市内大医院联合建立了专科医

院，共有卫生技术人员458人，病床近千张。传染病预防成效卓著．38年

中共有440万人次接种各种疫苗，1952年，天花，性病绝迹，1 974年基本

消灭疟疾、白喉、百日咳、麻疹、伤寒、灰质炎、霍乱，，猩红热等传染病．

1987年传染病患病率仅为3．37‰．妇幼保健不断加强，新法接生率100％，

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婴儿死亡率下降到4．4‰和11．8‰，人口控制卓有成效，

晚婚晚育率75％以上。节育率92．22％．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全区人口

平均年龄27岁，比1964年提高4．2岁，老年人平均寿命为71岁，高于全

国平均寿命11岁．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87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789元比1949年’

提高30倍，～人平储蓄存款560元．每百户有自行车188辆，缝纫机57台。’

手表254块，电风扇133台，洗衣机33台。收录机31台，电视机71台．

农民住房由解放前的土砖草房，50--60年代的土砖瓦房，70年代红砖瓦

房，发展为80年代混合结构的小楼．1979～1987年，新建住宅的农户达

49．2％，共建小楼户8949栋．农民人平住房面积22．82平方米．

．‘郊区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

主义道路，郊区才有今天，．人民才有今天．郊区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昂首阔步奔小康．、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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