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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原称“社队企业’’，源于农村副业和乡镇手工

业．萌芽于五十年代，经受了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的多

种坎坷，大发展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4年更名为“乡

镇企业打。
’

乡镇企业是乡镇人民自己兴办的从事商品生产，商业流

通和提供服务性劳动的经济组织，它包括农，林、牧，副，

渔、工、商，运、建、服十大行业和乡(镇)、村，组，联

(合体)、户五个层次。具有行业门类多。经济成份多。组

织形式多的特点。 -

’

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促进

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

化，为农村经济和城镇建设积累了资金，成为振兴我国农村

经济，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之一。 ．

《乡镇企业志》记载了我市乡镇企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

的发展情况，材料翔实，内容丰富，客观地反映了行业历史

与现状，是一部科学的资料史汇。

蔡本训

198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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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及江泽民同志建国四十周年讲话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实事

求是地记载乡镇企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二。

二，本志取事相对断限1883至1985年(102年)，为保

持史实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部分内容上溅至史实发端，j最好

年景及贡献的发展数据以落笔为止，用表格形式，附后以供参

阅。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立足当代，重点在社会 ，，．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突出改革。 ／7

三，志首列“概述弦．提纲挈领地概述全书大要√次列

拓大事记，，，采用编年，纪事本末相结合的顺时纪事体，记 ，

载建局以来的大事要事。然后按照“事以类从"的原则，分

为“五大部门。十个行业”，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

排。最后列附录与编后。

四、时间表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采用旧纪

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用公元纪年。

五、地名，机构名称与事件等，均以当时实际名称和事

实为准，后有变更者，则记变更情况，因袭不变者，则略。

六、坚持内容决定形式。体例篇目处理，宜纵则纵，宜

横则横，横排竖写，以横为主。以体现。乡镇企业"门类齐



对人物及其事迹地记述，用蝉以事系人”处理。图表与

录，穿插于述文之中或附后．务求合理使用，以体现图文

茂，文表共存。’

七，志书资料，主要搜录自省，地(市)，县档案资料

有关部门所编史料1t一部分来自“口碑一及有关报刊杂

，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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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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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口市属南阳盆地边缘，伏牛山南支尾端。地势北高

。 南低。最高点海拔462米(黄海高程)，最低点海拔74米。地

． 跨东径lll 0307至112。oo 7，北纬32。lO 7至32。387。位于鄂西

北汉水中游东岸，东南距省会武汉市422公里，离襄樊市72公

， 里，西北离丹江口市30公里，西北与东北，分别和河南省淅

川县，邓县为邻；东和南与襄阳县接壤，西与谷城县以汉水

泓流为界。市境北部朱连山横亘绵延，为市之屏障。山的

西面有分水蛉，东有二劈山，绵延向南形成12条丘陵地带和

、孟桥川、杜槽河、苏家河，六股泉4条河流汇入汉水。二劈

山山麓两支土岗，从西北向东南伯延。其势逐渐平型宽阔，

挟跨20公里．征市境内绵延6个区(镶，办事处)．因流水

冲刷和人工改造．形成许多平岗与沟冲．是各区(镇、办事

处)发展种养业和工业原料生产基地。

汉(武昌)丹(江口)铁路，纵贯南北，襄(樊)渝(重
’

庆)铁路，越境而过，空运民航直通北京、武汉，汉(口)白

． (河)公路连川茨，汉(口)孟(楼)公路入豫皖，汉丹公

： 路均越境而过，汉水，上通汉中。下达武汉，为鄂、豫、陕，
· 川孔道，向称“四省通衙"。

。

市境南北最大纵距5l公里，东西最大横距47公里，总面
7

积1043平方公里，折合为156．45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

59．95万亩，早地面积40．19万亩，荒山面积32．29万亩，水

域面积16．06万亩。总体结构为“两山，一水，一村，六分

田刀。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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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辖5个街道办事处(北京路，和平路、郧阳，李楼， 一j

洪山咀)5个区(张集、竹林桥，薛集、袁冲、赵岗)，厥 ．

个市辖镇(孟楼、仙人渡)。3．4个乡(．镇)，231个村民委 ．-

员会，1642个村民小组，23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全市101647 ．

户，420030人，其中男212750，女207280，总人数中非农业 ·，

人口104421，占总人口的24．86％，农业人口315609，占总

人口的75．14％，劳力充裕是发展第三产业优势之一。

汉水自西北陈家港入境，流经赵岗，洪山咀、老河口 。t

城，王府洲到仙人渡猪圈洲下入襄阳县境．流程57．8公里，

河面宽度一般600一一800米，最深处75米，泓流左侧滩涂洲

地．是多种经济作物基地和发展蚕桑基地。市境内河流共29

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盂桥川，蒿堰河’

50一一100平方公里的有苏家河，六股泉、大浆河、黑水河；

其他河流流域面积均在5一一lo平方公里，属季节往河流，

源短流小，枯水季节流量总和不No．5米3／秒，故祢老河口

为“贫水地区"。
、

．

’

1982年市境土壤经过全面普查，土质属第四级黄粘土，

适宜种植麦，稽、棉花、芝麻等农作物。高产田占耕地面积

的22．7％，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7．3％；城区多属河漫滩 谭

地，以黄油砂，淤泥土为主，耕作层0．5米左右，下为亚粘

土．卵砾石，厚层20米，再下70w--75米之间是红砂岩，故

市南郊油沙土地适宜种植各类蔬菜，并宜大力发展其加工企 ：

业。． ，

‘

·

气候．年平均气温15．3℃．七月最热，平均气温27．7℃

一月最冷，平均气温一2℃。极端最高气温(1961年7月23 ·

日)为4l℃，最低气温(1977年1月31日)为一17．2℃。通

常11月中旬初霜，3月中旬终霜，无霜期236．3天。11月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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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3月中旬终雪，年积雪为13．7公厘，年平均降雨量

836．4公厘，最大降雨量(1954年)达1245．3公厘，最小降
‘

雨量(1966年)仅473．8公厘，年蒸发量1369公厘。年日

照时数1902．54,时，日照率为43％。年相对湿度为76％，最
。

小相对湿度为2％，最多风向一、二，三，十二月为东北

风，四至八月为东南风，九至十一月为西北风。四至七月偶

． 有冰雹出现，属区域性灾害。因此，在冬寒夏旱中，对种植

． 业发育初期不利，需加强植保措施，青茶，柑桔均有例证。

乡镇企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继农，牧业分工之后，农业又

与手工业分工的结果。个体手工业包括家庭手工业，皆亦工

亦农。50年代初手工业和农业互助合作化，分别搿组织起

来矽，产生了城镇专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和农村副业

队(组)。1958年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产生了社队．

企业，到60年代中期，社队企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独立于

农业之外，N1984年国家明确为“乡镇企业"。

在互助合作化期间，城乡个体手工业者从业人员2318人，

． 依业人员3848人，城关(老河口)镇1279户，28个主要行 ．

7 业，从业2187人，依业3501入，响应国家号召，“组织起

来秒，办起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48个，未入社的个体

· 劳动者83户，124人，农村集镇个体手工业者231人，办起手

j， 工业生产合作社(组)18个。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
。

生活服务。散居农村“九老十八匠"3024人，加入农业生产

合作社，农忙务农，农闲务工。有固定处所(场房)者，为

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业队(组)，年产值，统计在农副业收入

中·无固定处所的匠人，串乡走村，服务上门，收入归已，

向队交公积金。

1956年底，基本完成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

·8：



村集镇社(组)工业总产值完成18．8l万元，个体劳动者年产

值(收入)17万元。1957年．小社并大社，由初级社转为高

级社，农村集镇社(组)工业总产值上升为32．88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74．25％，独立劳动者年收入下降到12万元．

1958年人民公社化，农业副业队(组)分别为社队企业，大

办工业，转厂升级。人民公社内以社队两级核算为主。手工

业社(组)纳为公社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工业总产值

60．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2％。 ，

在“大跃进厅中，社队企业，操之过急，忽视了主、客

观条件，一味追求“大办力，由于资金、原材料不足，技术

水平低，设备简陋，企业管理不善，产品质量差．销售滞

钝。t961年农村集镇工业总产值由1959年的75．58万元，下降

到38．9l万元，下降幅度94％，一些企业岌岌可危。是年秋．

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的搿八字方针”，贯彻手工业《三十

五条》．恢复手工业体制，各公社(镇)成立手工业办事

处，为县联社派出机构，领导管理所属基层企业。贯彻《社

章》，各基层社(组)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三项费

用’’上交县联社统一使用，并要求各基层企业加强经济核

算，加强财务管理，厉行勤俭节约，贯彻勤俭办企业，勤俭

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企业经营方式，实行产销直接见面，广

泛吸收消费者意见．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

案)》．大队企业952处，下放874处．留78处，企业人员

2295人，下放2069人．留226人I牲畜450头，下放435头，留

15头，耕地面积1449亩，退回1442亩，留7亩，停办的企业

42处，106人。下放企业中，油坊125处。粉坊13处．一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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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处，弹花136处，烘炉35处，窑场58处，果园19处，林场

25处，菜园38处，养殖场59处。这年集镇工业总芹．值保持

39．67万元，比1961年略有增长。
‘

’

1964年农村通电后，农副产品加工使用电力．促进了小

型加工企业和季节性加工企业的发展，沿河地区的农村小窑
。

烧制砖瓦行业相应发展，东北乡陶器行业也有发展。1966年

公社工业总产值上升到63．9万元，比1962年增长61．07％。

“四清"运动中，社队企业被说成是“干部吃喝的黑窝

子"，干部懒、馋，占、贪，变的“毁人炉”受到影响。“

文化大革命黟中．批判名师和技术人员是什么“反动技术权．

威一。名牌产品是“树碑立传”。把社队企业和集体副业视为

哆资本主义尾巴黟，把社员家庭副业当“tl发势力"批判。

在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中，片面强

调“以粮为纲"单纯要求粮食上《纲要》，忽略了完整盼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社队企

业的发展。在一个时期．甚至一声令下．要队办企业“一律”

停产”l沿河地区的砖瓦窑，有的只差一半天，一两天就可

烧好闭窑也不能幸免毁掉．有的小小生产队，半成品和设备的
’

损失竟达万元，至今一蹶不振，实为可惜。种植业中，50年 、

代。由国家投种苗，帮助丘岗地带兴办的300亩青茶片，500"

亩青茶片及果园等。到1975年仅剩星星点点，最大面积的牛

头山，米家山，张集幸福(大队)茶园，也只不过三、四十亩

面积而巳。群众反映说：‘‘百个和尚百遭法。前头栽过后头

挖力。社队企业就在这种特殊复杂的环境中艰难地前进着。

，．1975年11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鄂发55号文件通知，要

省，地、市，县均成立“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黟。社队企业

犹如烂漫山花开遍各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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