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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地区计划委员会专业患》(简称“专志")，全

面，客观、系统地记述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88年

底止，近四十年问全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基本建设投

资，城镇乡村建设、建筑设计与施工，环境保护与监测．经

济信息、国土开发整治等方面的发展历程。

“专志"在编审过程中，始终注意把握三条原则。(一>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寿

指导，充分记述建国四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中年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叉不迥避在前

进中莱些时期所产生的失误。努力做到思想性、秤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二)突出地方特色。“专志"在计划，投

资、城建、建筑、环保等方面作了重点记述。力求体现山区

建设的特点，内容翔实、丰富，准确，体例上有所创新。

(三)求实。各篇章均以大量历史资料、可毒数据为基础，

进行宏观阐述和综合概括，结构达到完整，统一。 ．

丽水地区总面积17，298平方公里，群山连绵，河．JlI交

错，地质地眈结橱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素称浙江省的

。毒(革命老医)、少(畲族聚屠区)。边．穷静地医。在中薅

共产党的正磷领导下，奎甄各穰人民经过四卡年的眼营刨

亚，宥辞剃蛾逢行柱会主叉缝峁和各项社含事业的建设，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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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巨大成就，基本上改变了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生活贫

困的面貌。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1949年为5．99％I

94．0l％，1988年为67．86％，j__02．14％，从一个落后的农业

产区，发展为目前的工业一一农业产区，为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公路交通网络基本形

成，除个别山乡外，实现了乡乡通公路。工农业、交通运输

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递增

10．77％。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农村村民人均纯

收入19＆年比i949#-增加12．46倍，年均递增6．74％，绝大

多数农户已经摆脱贫困，达到了温饱型水准。四十年，只不

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问，我区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是氛

国历史上任何朝代所莫及的。历史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刺

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正是社会主义；全区才能从根本上改

变千百年来苦难深重的历史命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

导下，劳动人民才能摆脱贫困，当家做主人，走向富裕的光

辉道路。
。

。j Ⅲ专志’’是在地区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为

《丽水地区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丽水地区志》篇幅

所I'Ft,不一1可能详载本“专志’’的各个篇章，故地区计委党组

决定， “专志’’单独总纂成册。这对今后的工作，将会起到

。泓存史j教化‘．资政”的作用。 ． ■ ．一

-j渗加“专志”的编审人员，都在现职岗位上工作。一年

多来i他们大多都是利用业余时问。在经过查阅t、研究大量

史料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这种兢兢业‘监、孜孜不倦≥宓j苦

奉献的精神≯千分可贵!由于四十年来；机构≯泰素震迁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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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史料欠全，难度颇大，加之编审者水平所限，故《专

志》考证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如有不当，敬请各位赐教，

以待今后补正。 ‘i?- 。■

《专志’’的告t成，始终得到了地区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和

她区计委党组的重视，以及本委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

和协助f谨表示衷心感谢l党组分工确定我负责此项工作，

钽主要依赖全体编审同志的共同努力，方可圆满完成这一历

史任务。因此。乐于为此书作序。

汪庆光

1990年8月



凡 例

一、新编《丽水地区计划委员会专业志》(以下简碉}

《专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届甥中全会、六中全会、《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隹则，以新的观点、新的‘

方法、新的资料编纂而成。《专志》主要记述建国四十年来

全区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追溯历史，上限不定，记．

述现状，下限原则上断于1988年底止。其中建筑设计，房屋

开发、经济信息以及附录干部名单内容，断于书成之日止。

二、《专志》共七章四十三节，并“序’’、 ‘‘凡例"，

“概述"、 “附录”、 “编后”五篇。以“专述"部分为主+

体，包括“计划经济管理"、砌基本建设投资"、 “城镇乡

村建设”、“建筑设计与施工”、“环境保护与监测"、

“经济信息”、 “国土开发整治”七章，一并兼及相关图表。

各章节记速的i内容，’坶为当前地区计委辖属职能部门所管理：

的业务范围。

三、设“概述"篇，提纲挈领地介绍全区的历史沿革、

自然环境及经济开发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以体现丽水地区的+

特色，借以总摄全书，可在短时间内阅毕，留下总的印象。

四、设“附录”篇，记载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地区计委职．

能部门历任副科级以上干部、党组织成员震中级职称噬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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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干部名单，以反映建国四十年来机构、干部的演变情

观，组织上达到记实存史之目的。

五、《专志》体裁以志为主，兼茂躅表，分别插入相关

内容，不单独立章，体现综合性、宏观性、整体性。

六、《专志》编纂体例、内容、方法，按丽水行署方志

编纂委员会统一部署要求进行，为横排门类，纵写事实，分

列章节条目，注重据实记事，资料翔实，立据准确。避免泛

、泛议论·文字力求简洁、朴实、流畅、通迭。立卷后，为

《丽批地区志》的组成部份。

七、《专志》的历史纪年，采用传统写法，自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均用公元纪年，计数、计量、重量一律按

。国务院最新颁布的法规表示。
一

八、《专志》资料≯大多采用部门档案夏历史档案材

封，有的选自有关著述、采访记和回忆录等。

于宗叙

1 9 9 0丰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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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丽水地区(古称处州)始置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

已历1，300余年。全区现辖丽水、缙云、青田、遂昌、松阳

云和、景宁、龙泉，庆元九县(市)。景宁系全国唯二的畲

族自治县。青田县为全省重点侨乡。全区是浙江省的革命老

区之一。1988年底统计，全区人12'2：37．96万人，其中汉族占

96．97％，．畲族占3．02％，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38人。地

委、行署驻地丽水市。 ．“一--1 7

， 。丽水地区位于省西南部，1瓯江中上游，东与台州地区相

邻，东南与温蚪市相接，’西南与福建省宁德、j建商两地区茭

界，北与金华、衢州两市毗连。地理位置为北纬27。251一一

28。57t，东径1】8。41 7一一120。257，东西、南牝长均约170

公里，是浙闽两省的结合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

润，四季分嚼，雨量充沛。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6．4℃，

七身e最热丹》平均气温28℃，年平均气温17．6℃，常年无。

霜期261天，年平均降水量1，580毫米。

全区幅员辽阔，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地形以中，低山

为主，间有丘陵与小面积河谷盆地。主要山脉有仙霞岭、洞

宫山、括苍a-,o．海拔千米以上山峰有1，300余座，其中最高峰
黄茅尖位于龙泉，海拔1921米，系全省第一高峰。全区土地．

面V,Z骞9 5j万谶，占釜省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中山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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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万亩，占86．82％，耕地面积15077亩，占S．78％，溪流

及其它面积192万亩，占7．40％，故有、“九山半水半分田”

之称。境内群山盘结，连绵起伏。森林、水能、矿产和野生

动植物为本区四大自然资源，均居全省首位。

(一)森林资源优势。全区是省重点林区，森林复盖率

65．7％，林木蓄积量4，274万立方米，所产木材商品量占全

省60％以上。境内有龙泉凤阳山、遂昌九龙山、庆元百山祖

三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2万亩，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稀树种有百山祖冷杉、华东黄杉、白豆杉、柏乐树、香

果树、长叶榧、鹅掌秋、南方铁杉等42种。

(二)水能资源丰富。拳区为瓯江、钱塘江、闽江、福

安江、飞云江、灵江等六条水系干支流的发源地。瓯江为省

内第三大河，区内干流长3,16公里，沾瓯汪干流总长的82％。

全区水能理论蕴藏量212万碰，可开发装机容量166万旺，占

全省的30％，其中小水电资凉64万碰，。占套省的Z7％。目

前，[已建成的国家重点项目有紧水滩电站_c 3'0万危)、石圹

电站(．7．8万旺。’)’已建成地方兴办酊装机容量75碰以上一的．

小将电站245座。全区有缙云、云和、案宅一龙泉≈恢元，五
县已完成全国农村电气化，试怂：丽，水，．青田、．松阳、i遂昌岛
上报列。入第三躺糖村电气化试点。i i叠0：|蠢。-嘎．

．“ ej三)矿产资源富集。全’区巳茛现的莎藏瓷源有零8狰，矿

产赠557缝≯金属矿有金：银一瓤≮铗、铅’、镑{j钮：o鸿。、．
锡寺16种‘，非金属矿有沸石。莹石：高岭生、。叶髓蜃、，：殄珠
砻、‘花岗岩、’大理磊等22种。昏探明矿产储量列：浙江之酋的，

有金’、一钼一、沸石，叶腊石3银、．铅弧高．岭土、珍珠岩．的储量



居全省第二．遂昌金矿为私江南第一金矿秒一。缙云沸石矿储

量速1亿吨，为全国三大沸石矿之一。

(四)生物种类繁多。已发现的动植物、微生物资源门

类及其种群数量，在省内均独占鳌头。还有不少药用植物和

食用菌类。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42种，动物22种。

同时，本区旅游资源开发前景良好，具有碧水青峰，俏

葡奇险之特色。有仙都．南明山一东西岩、石门洞三个省级

风景名胜区。仙都的鼎湖峰，高述178．8#-，孤岩鼎立，状

如春笋，拨地摩天，誉为“天下第一石"。三个自然保护

区，既有全省之巅胜景，又是珍兽、稀本、奇花异草宝库，

是旅游，疗莽、料学考察的胜地。旅游商品丰富，颇具特

色。青田石雕，苊采宝剑、龙暴青瓷，蜚声中外，工艺精

湛，佳宾视为珍宝。随着紧水滩库区的开发及瓯江河道的治

覆，沿瓯汪旅游事业前景可观。

解放前，爵书地区交通闭塞，衣业耕作原始，工业几乎

堂白，城乡经济萧条，工业仅有一荣陶瓷，^纸，黄酒等手

工业作坊。1949年建蠲初，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38亿

元，其中农业占94％．工业占6％，粮食总产量22．67万吨，

人均粮食193公斤，农民人均地牧入仅4l元。

建国后，丽水各族人民在申躅共产党和善级人民政府领

导下，经历铒十个春秋的拳营奋斗，在鼹氏经济和社会发展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改变了丽水地区的嚼面眈。

王988年与1949年相比，杜套总产俊增长34．89倍，～年

均增长5。79 o．4’西氏收入增长26．39倍．年均增长5．3蟛，

目氏生产总值增长26．47倍，年均增长S．9l％●工农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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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长13．13倍，年均增长7．03％，其中农业总产值从1．3亿

元增长到6．29亿元，增长3．83倍，年均增长4．12％，．Y-_qk总

产值J,k829万元增加到13．274r,元，增长159倍，年均增长

13．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建国以来全区经济

发展的最好时期，1979年到1988年十年间，国民收入、工农

业总产值、财政收入三项主要经济指标平均年增长率分剐为

9．31％、11．42％和13％，都超过了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增长

速度。

四十年来，衣业生产得到全面发展，粮食产量增长2．23

倍，人均占有粮食／&193公斤提高到308公斤，农民人均收入

由41元增加到S52元，增长12．46倍，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

题。工业初步建立起机械、食品、森工、化工、建材、造

纸、纺织、冶金等行业齐全的工业基础，轻工业中的羽绒制

品、浴巾、火柴等产品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全区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和优化。交通电力建设迅速

发展，公路通车里程由1953年的264公里增加到3，803公里，

92．8％的乡镇已通公路，全区99％的乡镇、86％的村有了生

产、生活用电，山区交通及缺电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全区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解放前，全区城镇居民多

居茅屋，城垣废圮，房屋简陋，街道猿窄，环境极差。建国

四十年来，各城镇建成医面积比建国初期扩大二倍多，人均居

住茴积由解放初的1。8平方米上升到9．7平方米。．随着公用事

业的发展i结束了千百年来肩挑手提用水的原史。党的十一

届羔巾全会以来，城镇建落日诱月：异，进爪了史无前倒的宸展



时期，拓宽街道，兴建公园，建设了一批设施较齐全，配套

较完整，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和新村。
。

环境保护事业方兴朱艾，十多年来，开展了对瓯江，水质、

大气(酸雨)、工业污染源的全面定期监测和治理，改善了

环境质量。

但是，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历史因素的影

响，全区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差距仍呈拉大

趋势。

回顾历史，客观地记载四十年来丽水人民走过的历程，

瞻望未来，总结和探索丽水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

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深化改革，加快山区经济发展步

伐，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如何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扬长避短，选择正确的

发展途径，振兴丽水经济，这是全区人民关注与渴望的大课

题。关心丽水经济发展的有识之士，曾提出“农业为本，工

业兴区，科技引路，交通先行”16字的战略目标。

农业为本0稳定发展农业这个基础，加快开发性农业步

伐，建立以名特产为重点，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产品，林产品

生产基地和工业原料基地I森抹资源要有节制地适度采伐，

合理利嬲，做到“以林养彬，礴水发电，以电促工"，带动

整个山区经济的发蘸． ：

、工业兴医。发展山薅经济，增强地方实力．均婊期于工

业的发表水平。把工业稚为拳压的主导产业．近期内政择^

条弗拭农带工，政工促农劈绚路子，使资琢不新增值，蝶

。“捧，矿，水黟资源两对象，发展一鼽拳击产品，尽讯彤或



本区的主导产业和重点产品，巩固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盼

乡镇企业。

科技引路。依靠科技，系统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群体，由此带动农村

加工业、采矿业以及创汇工业的发展。

交通先行。重点是提高公路密度，沟通断头路，接通连

接线’疏浚瓯江航道，改造温溪港，提高海运能力，积极争

取金温铁路尽快上马，修复丽水机场。上下努力，冲破“瓶

颈"。同时，改善邮电通讯设施，连接国际通讯脉膊。

本区的地理位置，处于沿海与内地的中间地带，是上海

经济区的组成部分，又是开放港口温州市的中心腹地，发展

外向型经济具有优越条件，同时，充分发挥当地华侨优势，

加强与上海及长江三角洲沿海城市的经济联系，引进资金、

人才和先进技术，扩大内外贸易，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系，

通过“外引内联’’这一启动机制，实行优势互补，发展自身

经济，以缩短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我们深信．只要认真总结与吸取四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

失误教训，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的路线，艰

苦奋斗，自强不息，坚持从实际出发，丽水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社会事业一定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田明华

199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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