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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编．陈正雅 李远盛 谭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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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文 陈正雅’李远盛 谭宗派 谢茂荣n

王建华． 刘成周 胡家才 李植三 蒋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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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甫 张宗坤·李‘绍能 牟方品 向体忠

甘 雨 牟伦柱 苏绍振 瞿亿僚。白遂仰

牟 飞 况兴富·郭济山+邓文尚 王锡臣

郭国文 谭明祥 陈正友‘l陈保林I 唐汝学

陈远祝 殷燕康 孙万奇 陈奕培 向国雍

李仕芳 唐骏如 黄正祥 聂紫云 谭明政

杨芳礼 陈光荣 1李光华I 谭代奎 蒋殷品

吴启勇 牟云芳 李德河 吴德成 叶运禄

l张顺山l 刘群端 谢启权 刘孝全 李吉友

李福成 ．黄成富 朱远瑜 朱荣辉 潘顺福

张文树 汪远宗 蒋代纯 刘晓富 马德然

刘正文 李 素 林世楷 周光群 李慧林

邓德超 张承焕· 简兆麟

摄 影 彭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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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鄂豫皖小城市经济研究会在我市召开前夕．经过修志人员9年辛勤笔耕的‘利川市

志'正式付印出版了。这为向社会各界展示利川的建设成就，全面介绍利川自然、社会的历

史和现状，促进利川的开放开发l为人们客观地了解利川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借鉴历史

的经验教训。寻求振兴利川经济之路，为使我们更好地继承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j，繁荣

文化生活．搞好利川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套完备的史料。：：- ∥． ．一。．

一、 利川地处川鄂两省交界之地，是湖北省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县市之二，是土家族、苗

族人民的集居地．是‘龙船调》的故乡。近百年来，利川人民的优秀儿女．或执戟前驱．奔

赴于武昌首义的行列中，或忘其身死，叱咤于抗战保国的洪流中，或翻山越岭．献身于解放

事业的战斗中，或艰苦创业．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热潮中。他们不仅谱写了一曲曲气冲霄汉的
’ 清江壮歌，而且留下了几多后人为之振奋的精神食粮。 ‘

利川是葛洲坝、长江三峡、张家界旅游“金三角”的中心．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自然

．．．条件得天独厚，是人们消夏避暑、流连忘返的人间仙境。这里万山叠嶂。连绵逶迤．构成奇

山竞秀的独特景观。。三明三暗”的清江风光国内少见；自古．：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有郁江倒

流三千八百里”湖北罕见；史前的第四纪冰川浩劫地球时．利川成为植物的“避难所”．活化

石——水杉的发现．曾引起世界植物界的震动．被誉为植物学界近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发

． 现。这里山奇、水奇、树奇、洞更奇，集山、水、林、洞为一体．兼雄、险、奇、幽、秀之

特色的腾龙洞溶洞群风光，堪称天下一绝．独领神州风骚。

，， 利川不仅以“水杉之乡誓、“黄连之乡”、“坝漆之乡”闻名于中外．以“溶洞之王”的殊

荣蜚声全球．而且这里资源种类繁多．物产丰富．有“银利川I”的美誉。“支罗米”．很早以前
’ 就是皇室贡品I福宝山莼菜是著名的美味山珍·被誉为生态蔬菜．是鄂西出口日本的重要骨

‘干品种之一，这里还是国家指定的出口烟叶基地，生产的。云贵型”烟叶．远销英国、美国、

德国、香港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单项品种创外汇达700万美元以上。此外．矿藏资源也相

当丰富．在探明的43种矿藏资源中，煤炭储量达6300万吨，天然气储量达55亿立方米．卤

水达75．5万吨。 ，t·一
，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利川综合实力的增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各族人民

‘的共同心愿。自解放以来．党就领导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勤奋劳动．奔向脱贫致富的社会主

义大道。经过40年的建设?利川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先后建立了煤炭、电力、化工、机械，

冶金、食品、卷烟、轻纺、医药、建材等工业企业。1991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000万元，工

业创造的财政收入达6300万元之多。与此同时，农村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

：后．农村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通过理顺农业的发展思路，加大农业三项投入的份量，适时

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等措施．不仅使我市的粮食生产得到了成倍增长．而且经济作物也得

到长足发展，形成了以烟叶j茶叶、油菜：桑蚕、药材等为主体的农村支柱产业。1991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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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达到41100万元．仅烟叶提供的．财政收入就达1400万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利

川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也相应得到了很快发展。全市政治社会政通人和．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目前．全市各族人民正按照市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两叶、三工、一基础”(两叶。烟叶、茶叶I三工：卷烟、建材、化工，一基础t农业以粮

食，工业以能源、交通)的发展战略大干快上．力争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振兴利川，致富

人民。 一

。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史为鉴，可知成败。《利川市志》所载大量史实提示了这样一条

规律：革命、改革是利川前进的根本动力I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坚持

改革开放．锐意进取，是利川摆脱贫穷。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必然选择。

《利川市志》不失为一部兼备“资治、存史、教化”功能的百科全书。编者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存真求实，不仅系统地记载了利川1894年至1986年近

百年间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汇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资

料和数据；而且修志人员既继承传统，又大胆创新，把系统论用于修志实践，作了极为可贵

的尝试。全书做到了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特色鲜明，文风端正。《利川市志》的

出版发行是我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祝愿辛勤耕耘．制造精神食粮的人们，能有更多类似

的好书出版发行．

中共鄂西州委常委、利川市委书记

冯祖强
’

199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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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川市志》编修工作历时九载，由志办撮要成集，经省、卅，市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审

．定修改．．终成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珍贵成果。实为利川一大喜事。 ·
．

’

．’

方志时经事纬．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于资治、存吏、教化等方面均有要义。我市史成

两部县志．一为同治本．一为光绪本。然则旧志已已．而逝者如斯，世事已变，故编修新志．

存百年历史之真容．既为时需．且为我辈职责。．。 ． 、 ：。 一’ ，_7 ～

，利川物华天宝．资源丰富，钟灵毓秀。t人杰地灵．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尤具爱国主义和

革命斗争光荣传统。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谱写着部部英雄史诗。土家先人巴蔓子为保三城．

’宁割头颅．不屈于楚，范腾霄、甘绩熙等一批仁人志士参加辛亥武昌首义．屡立战功．为推

翻封建王朝立下不朽功勋；土家优秀儿子周念民组建革命武装．配合红军痛击敌人，为中国

革命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解放后，’各族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建设新家园．使穷白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一- ．，‘ 。。

欣逢盛世，修志势在必行。1983年，县人民政府适时遴选人才．组建专班．编修新志。编

修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据实直书．详今

略古．详近略远．注重科学性和整体性。于稽考力求翔实．于体例力求严谨简明。全志凡百

余万字．28卷．78章．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囊括百年发展之史实，述、记、传、图、表综合

运用，堪称一方“百科全书”。

新志即将付摔．抚卷在手．余深感书成非易，其间凝聚了全市修志人员9年之心血。藉

此，我谨代表全市人民向参加新志编纂及关心、支持编修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虽

然如此．而记甚挂漏．．在所难免，诚望有识之士斧正。
’

付印之际．伏案沉吟．寥寥数言．是为序。
‘

．
：

利川市人民政府市长陈传仪
． 1992年4月28日

，’
．

／



4凡例

例

一、本志资料．主要录自各级档案馆、室．数据以统计局资料为准．一律不注出处。

二、本志断限．上限起自清光绪二十年(1894)，接光绪县志，下限止于1986年，《大事

记》下延至1991年。 ．

，

三、本志结构，开篇设《概述》，以揽利川全貌，下分‘地理》、‘农业经济综述》、《种植

业>等28卷，共78章268节，卷或章之前设无名小序I似‘大事记：}殿尾作全志参索。

四、本志《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通例．为在本地影响较大的已故人物立传或入录表，

对在重大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在各分卷记述。

五、本志《大事记》．取对利川自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编年记事I对在其他分卷

中未涉及的事件．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一般用公元纪年．必

要时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七、本志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以1949年11月14

日划分利JIl。解放前(后)”。

八、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前的尊重地方历史习惯．建国后的一律用公制。

九、本志地名．以《利川地名志》为准．行政区划名称，采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实际名

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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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是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鄂西南隅，东接恩施．南界咸丰．

西南与四川黔江、彭水两县相邻．由西至北依次与四JII石柱、万县、云阳、奉节交界。·， ．

·

利川周属巴国地。历秦至宋．或隶此．或属彼．不一而足。元、明先后置施南、忠路、忠

孝、剑南、沙溪诸土司，属施州卫。清雍正十三年(1735)裁并土司并析恩施县都亭里置利

川县．属施南府。以清江横贯全境，平川广漠．物产丰富，为有利之川．故名“利川”．1914年

属荆南道。1921年属施鹤道。1932年属第七行政督察区。1949年11月14日利川解放．属恩

施专区。1970年属恩簏地区。1983年12月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6年9月撤县建市。

1986年底全市辖11个区、1个区级镇、4个区级街道办事处．有166685户．717844人． ．

分属17个民族。根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7％，其

中土家族占29．38％，苗族占7．4％。土家族为本市世居民族。 、

，，

利川属云贵高原东北的延伸部分。山地、峡谷、丘陵、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川相互交错．中

部突起而平坦．海拔一般在1000至1300米．全境地势高于相邻各县(市)．是一个如桌状隆

起的山原。利川山原外围．峰峦叠嶂．坡度陡峻．沟谷幽深．高差显著．海拔下降到800米 ．

‘

以下。全市最高点为东北部的寒池山．海拔2041．5米；最低点为西南部郁江出境处．海拔315

米；利川城海拔107．9．5米。市境渚山，均属巫山余脉。齐岳山为境内最大山．像条卧龙，逶

迤西北．成为利川山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重要地理分界线l石板岭——马鬃岭——麻山．绵

延于东南I寒池山耸立东北角．直抵川境；星斗山斜亘东南隅．与恩旌、咸丰相交。四大山

脉之间．平川大坝与丘陵相嵌．构成鄂西南少有的高山盆地，是“银利川”的代表地区。钟

灵山——甘溪山——福宝山，呈东西走向．断断续续地横亘在市境中部．将利川截分为南北

两半。

利川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随海拔高程的变化．呈明显的垂直差异。海拔800米以下 ．

的低山带．四季分明．冬暖夏热．雨热同期．热量充足，年均气温16．7V．无霜期255天．年降水

量1300,---1600毫米．年日照时数1409．2小时，气温似中亚热带．降水似北亚热带。海拔800"--

1200米的二高山地带，春迟秋早．湿润多雨．光温不足．年均气温12．3℃．无霜期232天．年降． ，。

水量1200"---1400毫米，年日照时数1298。9小时．气温似南温带．降水似北温带。海拔1200米

以上的高山地带．气候冷凉．冬长夏短．风大雪多．易涝少旱．年均气温11．1‘C．无霜期210天，

年降水量1378．7毫米．年日照时数1519．5小时．气温似中温带．降水似中亚热带，。

境内河流顺着地质构成线和山势分向四面八方奔流出境，．呈典型的放射状水系．主要河 ，

流分属于由东流入长江的清江水系，分别由东南、西南流入乌江的毛坝河、郁江的乌江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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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流入长江的石柱河、西北和东北流入长江的建南河、谋道河和梅子水的长江水系。最大河

流为清江和郁江。多年平均降水总茸59．19亿立方米．产水多年平均径流深802毫米．径流

总量37．02亿立方米．人平占有径流5800立方米．比全国人均值多l倍以上。水能资源十分

丰富．已查明的理论蕴藏量为31．3万千瓦，可开发量17．13万千瓦。

全市东西宽92公里．南北长105公里．总面积4588．6平方公里，合45．886万公顷．人

平0．64公顷。其中，海拔800米以下的低山面积占7％，海拔800""1200米的二高山面积占

41％，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面积占52％。在总面积中．耕地9．336万公顷(水田2．814万

公顷)．人平0．13公顷．占20．35％；林地11．373万公顷，占24．79％l水域0．425万公顷．

占0．93％；岩灌岩壳裸露地3．553万公顷．占8。19％。

矿藏资源门类齐全。已初步探明43种．H'I处矿点。建南的天然气储量达54．64亿立方

米．省内独有．居全国第五；煤矿分布广．种类齐．已探明远景储量6352．5万吨．其中工业

保有储量2778万吨．居全州首位；卤水储量75．5万吨．居全省第三位；石膏矿远景储量70．38

亿吨．品位高．质量优良；石灰岩分布广泛．预测储量32亿吨。此外蕴藏大量优质钾盐、白

云岩、硅石、大理石、矾矿、泥炭、石煤、磺铁矿、高岭土、铁矿、粘土矿、水晶、铜矿、磷

矿．并发现银、金矿脉。特别是见天坝的巨大生物礁带．不仅具有霞要开采价值．而且预示

着市域石油、天然气以及钾矿、岩盐富集．具有广阔前景。 ．

动植物种类繁多。仅鱼类就有5目12科53个品种。郁江鲈鲤填补了湖北鱼类志的空白；

还有两栖纲珍稀动物红点髭蟾、大鲵、棘胸蛙等。有维管植物191科557属1037种。属国家

一级保护的有水杉、珙桐、秃杉3种；属国家二级保护的有银杏等12种；属国家三级保护的

有南方红豆杉等13种I其他古老或珍贵树种38种。林特资源优势突出。“坝漆”已久享盛誉；

茶叶产地广、质量好；烤烟、黄连是全国蘑点生产基地之一．已列为全国出口烟叶生产基地；

莼菜、薇菜倍受外商青睐。

旅游资源丰富．独具特色。腾龙洞宏伟奇异．以大、雄、险、奇、幽、秀著名于世．号

称世界特级溶洞。见天坝生物礁举世罕见．与见天坝瀑布相映成趣。利谋l号水杉．龙骨虬

枝．气势挺拔，号称“天下第一杉”、“植物活化石”。毛坝星斗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奇

禽异兽种类繁多．被誉为“华中天然植物园”。城北“太平塘”摩崖题刻，是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大水井古建筑群落．规模宏大．工艺精湛．．保存完好。鱼木寨，奇险奇美，融自然、

人文景观于一体．既有矗立jF万丈悬崖卜的古寨卡．又有惊魂夺魄的古錾道．还有文化内涵

丰富的古墓群及具有浓厚特色的民族风情。种种物华天宝．使采风揽胜者乘兴而来．满载而

归。+

利川钟灵毓秀，地灵人杰．各族人民具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

早在周代．即有巴国将军蔓子．为保巴国三城．竟以头颅授楚使．楚王以上卿之礼葬其

头颅。

近数百年以来．利川各族人民参加反封建王朝的斗争更是连绵不断。元末．曾参加徐寿

辉领导的明玉珍部农民起义军．城北太平塘留有历史遗迹。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施南

土司覃大胜结寨反明。遭到残酷镇压。明末清初，参加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李

’自成余部刘体纯、李来亨等“夔东十三家营”．在境内坚持斗争十余年之久．得到了利川各族

0嘴o。盛—_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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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支持和参加。清嘉庆初．曾参加白莲教大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同治元年(t862
；．· 年)。太平天国军石达开一部曾在县境游击8个月之久。 ，， ，

’ 。

1911年．范腾霄、甘绩熙、苏成章等多人参加辛亥武昌首义。阳夏之役．范腾霄力阻黎
‘

，元洪出逃．甘绩熙率敢死队血战沙场．战功卓著。1918年护法战争中．蔡济民、董必武、牟

．： 鸿勋等在利川组建靖国军．抗击北洋军阀。 ， ÷

·’ 大革命时期．一批在汉读书的利川革命青年积极投身革命．参加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中

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有的结业后回利川开展革命活动。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多次来利川开展游击战争．智取汪家营．，活提“铁拐

李”．有El皆碑；周念民等在境内组建了数支革命武装．配合红军打击敌人}在这段时间，利

川有千余青壮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数百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来利川进行秘密活动．先后发展党员170多人，建
“

立中共利川县委．团结各方面力量．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利川大批青年奔赴抗日战场。年

轻的土家族诗人牟伦扬，在抗日前线为国捐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派地下
1

工作者来利川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地下党员．组建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迎接利川解放。1949

年11月14日·苦难深重的利jil人民终于获得翻身解放。

．解放后，当家作主的利川I各族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清匪反霸、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不

少利J1|人民的优秀儿女在平息反革命暴乱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英勇献身。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申．利川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

先进集体和个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全市各族人民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沿着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一

一 。． ．

·

’．一。
’ (三) ’·，．

， 利川是美丽富饶的山区：可是从元、明以来，在土司封建领主经济的长期束缚下．生产

水平低下，经济文化发展缓慢。。改土归流”以后，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迅速传入，促进

了利川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封闭落后．境内经济文化与先进地区相比．’仍。

然差距悬殊。特别是在中华民国的几十年中．官吏贪污于上．匪霸横行于下．相互勾结，鱼

肉人民，加上兵连祸结．烟毒泛滥．人民生活非常凄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者比比皆是．卖

儿鬻女、流离失所者处处可见。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324j1万元(以下均按1980年

不变价)．人平才93．46元；工业产值仅466万元，?人平才13．4元；粮食产量7910-万公斤．

’人平225公斤。文化非常落后．全县普通中小学只19所，教职工213人．在校学生2525人．‘

每万人口才72．75人r全县只有3张病床．卫生事业人员总共才125人．每万人口才3．6人。

． 解放后，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踔厉风发．筚路蓝缕．不断向生产的

深度和广度进军．迅速改变利川的穷白面貌．仅用短短3年时间．就医治了长期的战乱刨伤．’

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4909万元．比1949年增长51．33％。紧

接着，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互助合作、共

，同富裕的道路．国民经济迅速发展。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7799万元．比1952年增长

58．87％。1957年以后．受到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公社化”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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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国民经济迭经起伏。曲折发展。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工农业总产值下降到6250万

元．比1956年下降19．86％．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

迅速恢复。1905年．工农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上升到10575万元．比1961年上升

69．20％。。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干扰。再次滑坡．1969年下降到8559万元．

比1965年下降19．06％。1970年后．广大干部群众排除干扰，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

大庆”的群众运动，治山、治土、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建了水泥、化肥、卷烟、制

药等10多个地方国营工厂#能源建设和交通运输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十年。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市各族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在工厂积极进行工业体制改革．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发展商品生产，经

济效益迅速提高．国民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好局面。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9541

万元．1986年因严重灾害．农业减产，工农业总产值为28415万元，是1949年的8．76倍，比

1976年增长144．56％，比1978年增长102．5％．全市人平工农业产值396元。37年来。年

平均增长6％。1．986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73％．人乎169元．是1949年的12．6

倍；已初步形成以能源工业为基础．以卷烟工业为龙头．带动其他工业同步发展的格局。1985

年．人平占有粮食346公斤．比1949年增长53．78％；利川农业已开始走上农、林、牧、副、

渔协调发展．立体开发．集约经营，稳步加强的轨道。在能源交通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解放前，没有1度电．1986年拥有电力装机容量3万余f瓦．当年发电5057万度；开采原煤

19．96万吨；天然气也已初步开发利用。解放前．没有公路．没有机动车．至1986年．已修

筑公路117条，1131公里．拥有汽车710辆．拖拉机676辆．以城区为中心，向区、乡辐射

的公路运输网络初步形成。城区建设日新月异．建成区面积已达4平方公里。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群众健康状况越来越好。1986年．农

民家庭人平纯收入303．49元．是1976年的4．1倍。每百户农民有自行车33辆、缝纫机10台、

手表105只、电视机5台。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也取得可喜成绩。1986年．全市建

立各种学会16个．专业研究会14个．有5762名科技人员。有普通中学88所．在校学生24014

入#普通小学588所．在校学生100705人；另有职业中学5所．在校学生1350人；共有教

职工6301人，是1949年的29．6倍；每万人口有在校中小学生1756人．是1949年的24倍；

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6．98％．巩固率为97％；有卫生事业机构159个．病床1296张．卫生事

业人员1785人．每万人口24．86人．是1949年的6．9倍。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创作繁荣．一

批美术、摄影作品在全省全国获奖．《龙船凋》已成为世界优秀民歌；全市建有8座电视卫星

地面接收站和30座电视差转站，电视覆盖面达85％以}：。体育设施逐步改善．群众体育活动

蓬勃开展。身体素质大大增强．在省、州体育竞赛中。多次获得名次。

(四)

综上所述．利川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开发潜力大．尤以生物、能源、矿产三大资源优势

最为突出．具有立体开发、集约经营的广阔前景。解放37年来．在市(县)委、市(县)人

民政府的正确领导F．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多种原因的影响．发展速度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与经

济文化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开发能力差．脱贫任务重；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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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远．流通受到障碍．资源优势不能很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I社会发育不够健全．人

才缺乏与浪费并存。教育、科技、能源、交通等基础结构发展滞后；特别是生态失衡、人口

剧增、耕地锐减三大隐患严重．是一个典型的。老、少、边、山、穷”的县级市。 ．

要使利川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飞跃发展．迅速改变开发潜力大、经济规模小、社会发。

展慢的局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勇 !

一 于探索，开拓前进。 ，．．． 、

在指导思想上．要从利川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面向市场．立足开放；因地．

制宜．合理布局；注重规模．优化结构；加快速度．提高效益，城乡一体．协调发展。要坚 ，

‘持开发与整治同步．内涵与外延兼顾．富民与富市结合．尽快把丰富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强

大的经济优势．把利川建设成为鄂西南具有一定影响的“窗口”城市。‘

-对农业．要加强基础设施．改善生产条件．增强发展后劲．推进科技进步．稳定发展粮

食生产．加快林、特、牧资源的系列开发．因地制宜地建成一批农业商品生产基地．提高集

约经营能力．以形成农业整体优势．尽快解决农民温饱．进而脱贫致富．向小康生活水平迈

．进。
’

对工业，要以农产品加工工业为依托．充分开发利用生物、能源、矿产资源优势．在现

；． 有食品工业优势的基础上．形成能源、化工、建材优势产业群f要优先开发投资少、见效快

的。短、平、快”项目l要以市场为导向．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抓住机遇．选准

项目；实现生产与市场的协调和统一；开发的经济技术起点要高．。名、特、优、新”产品要

形成拳头，提高规模效益．加快工业化进程．带动和促进全市工农业生产和交通流通的全面

发展。

特别要狠抓基础结构．努力加快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重视智力．

开发与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讲求科技进步，大力抓好路、电和城镇建设f改善交通和通

． 讯条件；超前发展能源工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打好基础。

要在经济开发的同时．整治社会、生态环境．“两个”文明一起抓，讲求最佳的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不断增强市域经济发展和财政经济的自给能力．发

挥“窗口”城市引进、辐射的功能．加强横向联系，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力争在不太长的

·时间内．缩短与全省及发达地区的差距-。

全市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励精图治．建设利JiI，振兴利川．利川一定会

成为名符其实的利国富民之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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