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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前进的 50 年

史文林

5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斗，

晓溪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明漠这个昔日交逼坷塞、

生产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山区县城，如今已变成各项基础设施比

较齐全、经济昌盛、市场繁荣的新基域。 1999 年全县国内生产总

值 6. 1 1，乙元，花 1952 年的 1301 万元增长 47 倍，平均每年递增

8.5% ;完成工业总产值 5. 79 亿元，完成农业总产佳 3.59 亿元，按

可比价计算，分崩比 1952 年增长 68 倍和 19 倍，年均递增 9.4%

和 6.5% 。财政收入 5483 万元，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3.67 亿元，比

1952 年分别增长 420 倍和 534 倍，年均递增 13.7% 和 14.3% 。人

民生活自益改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基本步入小康。 1999

年全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5390 元，域镇居畏人均可支配收入

6053 元，农畏人均纯枚人 2985 元。在半个世纪的经济建设中，明

漠人民发扬艰苦创盘的精神，跋萝艰难曲折前坎坷路程，在改革开

放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艰难曲折的 30 年

从建国到 1979 年的 30 年间，明漠县社会经济在艰难中进步，

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停留在较纸水平。

1978 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仅 4117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6.6 倍，年

均增辐仅 7.5% .低于 50 年平均发展水平 z工业总产值由于基数

较筒，增长较大 .1978 年达1. 25 亿元，比 1952 年平均增幅25.4% ; 

农业总产值 8140 万元，比 1952 年平均增长 5. 8%; 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1500 万元，比 1952 年平均增长 13.3%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仅 433 无.职工年平均工资 623 元，比 1952 年分别增长 246%



和 35 l?忘，年均增幅仅 4.9% 和1. 2% ;1978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86

元，增长也很缓慢。

在这 30 年的建设中，明溪与全昌各地一样由于受到 1958 年

搞"高捷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加上一些自然灾害，萌漠经济在艰难也择中起伏不平地发展。

建国初期 (1950 - 1952 年七全县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

在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厉行节约、活跃市场、稳定物怯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创建明摸第一个工业企业一一萌漠电厂，并扶助

个体手工业的生产 z成立了国营经济的贸易辑错组和粮食企业及

集体经济的供销合作社。巩居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手工业和个

体工商户有新发展。 1952 年全县工商业发展到 392 户，比 1950

年增加 2.6 倍，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8.5 l?奋，粮食产量年平均增

长 7.7 l?品，社会安定，人民生活略有改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明溪县认真贯彻执行竟中

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按时期总路线，基本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1957 年 10 月建成过碗漠县境的荆西一

谢坊公路，结束了明溪无公路的历史，为后来的经济建设剖造了有

利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明漠县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1957

年工农业总值 657 万元，年均递增 2.4% .社会商品零售额年递增

34.4% .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姐，粮食总产量达 2.3 万吨，年均递增

1.9% 。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左"的指导

思想抬头，在经济领域刮起"高指标、浮夸凤"，在经济建设中急于

求成，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结果导致全县国民经济大起大落，

城乡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1958 年至 1962 年，由于受"浮夸

风、高指标"及生产瞎指挥和自然灾害的影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

于降。 1962 年工农业产值比 1957 年醋少 5. ì% 。其中农业总产

筐减少 7.7% ，粮食总产量减少 2.1% 0 1963 至 1965 年，嚼溪县贯

街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商整、乳臣、充实、提高"的人字方针，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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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施.a:缩基建规模，调整工业生产结构，加强农业生产，全县国民

经济得到了模复租发展a 三年闰工农业总产值增加 36.9% ，穰食

产量增细 6.9Q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如 15. I Q品，财政牧人增加

14.9% 。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摄

"左"路线干扰严重，又使副硝摆脱困境的明模经济重新陷入困

境。特别是 1966 至 1968 年初，全县各级党政组织璋痪，部分工厂

停产"周革命"，农业生产放任自攘，全县经济倒退。 1968 年工农

业总产值比 1966 年下降 18.9M品，其中农业总产值模少 25. 19% • 

粮食总产量 1968 年比 1966 年下降 16.3% 0 1971 年至 1975 年第

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业上推广"三化三改"等先进技术，产量

稳步增长;在工业上充分利用县内森林、矿产、水利等资嚣，创办一

批适合县情的工业企业，县内的工业实力有了一定的提高，特别是

电力工业发展比较迅速。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明模经济得到了假复和

发展，虽民经济有所回升，人民生活略有提高。 1978 年与 1976 年

比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 1. 3Q品，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54.1 Q岛，职工

工资增长 2.54% .农民纯收入增长 22.86% 。科技、教育、文化、王

生等各项挂会事业经过整顿后逐步走向正常轨道。但"文化大革

命"造成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困难以及生产落后的局面未能得

到根本扭转。

大踏步前进的 20 年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窟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党的工作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全面贯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明模与全国一样，拉开了改革开放、经济

腾飞的序幕，明溪国民经济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在农衬进行，这给农村经济带来了生凯和活力。 1980 年起在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富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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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得到稳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萌溪县在党中央和省、市、县委

的正确领导下，认真领会帮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指示精神，扼住抗遇，开拓进取，物厦文明如精神文明建设都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员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 20 年是明摸经济发

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到实崽最多的 20 年，是萌溪经济和社会事业

取得成绩显著的 20 年。

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量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明溪县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全匪一样首先在农

村进行。 1981 年起农业全面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

任制，各种专业户租经济联合体逐年增加 c 农、林、牧、副、渔布乡

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经济向商品化布专业化发展。农村经济的

发展，但进城镇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重点，扩大企

业自主权，完善企业经营责任制，踊整产品结钩，取得明显的效果，

工业产值和效益同步增长。初步建立了适应晓模经济发展的运行

抗剖，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 年来，明漠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机遇，扩大对外

开放，稳步发展第一产业，优先发展第二产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1999 年全县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比 1979 年增长 5.7 倍，年平均增长幅度达 9. 1 % ，财

政牧入比 1979 年增长 16.5 倍，年均增长 15.0% 。

(-)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

改革开就以来，明溪县认真贯街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在较短的时间内袁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

饭"大力推动农材生产力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完善承包

责任髓，使自产自用的农村经济朝着商品化经济转化，逐步形成和

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系。

1999 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 1979 年增长 4 倍，年均递

增 7.1% 。接食生产稳步发展，理己列入全省卡七个国家商品粮

基地县之一， 1999 年粮食产量 10 万吨，比 1979 年增加 8 1.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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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长 3.0% .年提供商品艘 38∞万公斤，是福建粮食的主要

产在之一。全县经济作物的比重逐步提高，在种植业中艘食与经

济作物的比重由 1919 年的 86 : 14 调整为 1999 年 56 :斜，其中

水果产量 2.12 万吨，食用菌 0.24 万吨，茶叶 0.13 万吨，烟叶 0.29

万吨，均比 1919 年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全市重要的经济作物生产

区。林业生产成为支柱产业，突破了林业长期以来局限在绿化宜

林荒山如培育森林资摞这一范围，围绕林业体制改革、建立林业资

产制度、强化森林资摞管理、培育林业市场等方向的改革试验，把

，林业作为一项举足轻重的大产业来建设。全县有栋地面积 201.2

万亩，其中:生态保护林 4 1. 1 万亩，森林覆盖率 8 1. 2% ，活立木蓄

积量 1046.1 万立方米，毛竹面积 15.3 万亩，全县在全省率先消灭

了宜林荒山，实现森林面积、蓄积双增长。 1999 年全县完成林业

总产植1. 28 -1乙元，比 1919 年增长 8.5% 。畜牧业和植业生产也

有较大的发展，全县 1999 年内蛋奶产量为"∞吨，水产品 4220

吨。

{二}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结构逐渐合理。

改革开放如期，明婆县工业企业规模小，结梅比较松散，基础

脆弱，所有制以国营、集体为主，产品也是国内市场销售。 1919 年

全县工业企业仅 49 家，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 18 家，集体所有制企

业 31 家，工业产值仅 2163 万元(10 年不变价)。经过改革开放的

不断发展，明漠县不断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制定各种能

惠政策鼓励个私经济的发震，形成了国营、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

所有制企业梅阿发展的新路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生产规模不

断扩大， 1999 年乡镇企业总劳动力1. 82 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

41% .总产值达 9.2 亿元，比 1919 年增长 50 倍，年均增民 22% 。

既消化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又繁荣了域乡经济。 1999 年全县实现

工业产值 5. 19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 1919 年增长 4.9 倍，年均

递增 8.3% 0 1999 年末全县挺有工业企业 1311 家，比 1919 年增

加 23 倍，其中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的家，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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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 27 家 c 到 2∞0 年，全县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工作基本完

成，改制面分别为 9 1. 2% 、82.4%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较快，

产品结梅逐渐合理。 1999 年全县原煤生产量1. 87 万吨，木材生

产量 9.85 万立方米，锯材 0.39 万立方米，人造极 2.65 万立方米，

水泥 19.24 万吨，发电量 8160 万干瓦小时。

{三}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三产

业的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就来，明婆县第三产业杳较

大的发展，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年提高。 1999 年全县第

三产业增加值达l. 89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1. 2% ，比 1979

年增长 IO 倍，年均递增 12.2%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注重上升了

14.9 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流通市场酶销商旺， 1999

年全县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3.67 1，乙元，比 1979 年增长 18 倍，年均

递增 15.6% 。金融业欣欣向荣， 1999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贷款规模分别达到 5.87 亿元和 4. 16 1.乙元，比 1979 年增长 48

倍和 23 倍。藏游业租房地产业也在棋极的发展。

二、墟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U来，明溪县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居民得到

较多实薯，收入大幅度增撮，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o 1999 年全县职

工年人均工资达 7299 元，比 1979 年增长 11 锚，年均递增 12.9% , 

城乡居民姥蓄存款余额达到 4.58 仨无，比 1979 年增长 239 倍，年

递增 3 1. 5% 。

在改革开放后较短的几年内，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农

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不断拓展收入渠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1997

年通过省奔小康领导小组的验收，全县基本实现了农村小攘生活

水平。据抽样羁查，1999 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2985 元，比 1979

年增长 27 倍，年均增长 18%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 1348 元，

消费水平日趋城市化。 1999 年平均每百人农民家庭拥在电视杭

25 台{其中:影电 IO 台)、摩托车 12 辆，自行车 18 辆、缝纫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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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电风靡 25 台、洗衣就 6 台，电话、影碟棍等用品在农村普及程

度也逐年提高 e 改革开放 20 年来，农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大部

分家庭新建了爵屋，农民建房档次逐步提高.巳朝着镜筋水泥混合

式、庭楼式、别墅式住宅方向发展。 1999 年末全甚农民人均住窍

面积达 26. 7 平方米，其中:砖木结构面在 15.5 平方米，锅筋混凝

土结钩面棋 6 乎方米。

据抽样调查表明:1999 年明摆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053 元，比 1997 年增加 17.9% .年人均消费支出 4559 元，比 1997

年增加 6.54% 。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由量的满足朝黄的提高转变，

衣着消费朝款式多样化、时装化、分季化转变. a j哥品消费逐步向
现代化租享受型转变，影电、电话、冻箱、洗在机已成为城镇居民家

庭的必备用品。黯满查 .1999 年末明漠县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家

庭据有影电 106 台、电冰箱 90 台、洗衣机 104 台、空调器 2 台、章

托车 34 辆、影碟挠录音提 80 台、照相机 24 架、抹黯热水器 80 台。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大辐重改善，人均居住面

积达到 22.61 平方米。踏着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实睫，大部分居

民购买了住房，住房装修也逐年呈现高楼铭。

三、基础设施明墨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晓漠不斯加大投资建设力度，完善基础设施，

能菁、紧张、交通不便、通信落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昔日的明漂"路隘林深苔滑"交通极为闭塞。解放后确溪大

力加强交通建设投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放宽搞活

公路交通，录取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的政策，公路建设有了较大的

发展。 1999 年末全县境内公路总长度 778 公里，比 1979 年增加

35. 1 % .主干线已建成水混路匾。在公路，也长度中:乡道 184 公

里.衬道 230 公里。全县 88 个行政村己材材通公路，为经济的发

展打下较好的基础。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运输业的

繁荣。运输业出现了多层次、多影式、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局

面 o 1999 年末全县已拥有各种挽动车 1050 辆，其中:大小客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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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59 辆，普通载货汽车 280 辆。公路货运量达 76 万吨，货运周转

量 3973 万吨公里，分射比 1979 年增加 17 拮秸 18 倍，全社会客运

量 205 万人，客运用转量 6877 万人公里，比 1，979 年分别增长 15

倍和 10 倍。

邮电发展迅速，通讯方便块捷。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社会需

求，紧跟信息时代步伐，明婆依靠科技进步加速通讯建设。 1999

年，邮电通讯完成业务总量 1773 万元，比 1979 年增长 66 倍，其

中:邮政业务总量 412 万元，电信完成业务恙量 1361 万元;全县电

话交换机容量增加到 2. 1I万门，年末全县电话用户达1. 24 万户，

市话普及率达 35 部/百人;全县 88 个行政村已衬村通电话，移动

电话、无线寻呼从充到有， 1999 年末分别达 0.41 万户和1. 10 万

户。

能源工业快速发展。电力装极容量达 2. 17 万千瓦，比 1979

年增如 12 倍，基本满足明溪县国民经济和挂会发展的需要。 1999

年全县发电量达 9950 万千瓦小时，比 1979 年增加 32 倍。 20 年来

全县共新建 1000 千瓦以上的水电站 5 个。

E 、对外开撞的格局逐步形成，外引向联工作不断加强。
明溪地处蝠建省西北部山区，过去放居海外人口较少。改革

开放以后，对外贸易逐步开展，开放意识不额增强，投资环境 a 益

玫善，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对外合作交蔬不断扩大。利用外资

成鼓显著，投资领域也不黯扩大，截止 1999 年，县批准成立外商投

资企业 46 家，合同外资金额 1200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8∞万美

元。其中: 1999 年全县批办的外资项自 4 项，合同利用外资 208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252 万美元，对外贸易稳步发展，外贸出口

不断加强， 1999 年全县出口供货总额达 360 万美元。劳务输出不

断增加。近 10 多年来，明漠人民解鼓思想、敢再敢冒，纷纷走出国

门海t世界。吕前全县雄屠匈牙利、意大科、俄罗斯等二十多个国家

务工经商人员已达 4200 多人，仅 2000 年就输出劳务 1204 人。现

已形成蝠建"旅欧第一县"、内陆新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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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参与山海协作租区域合作，与厦门海沧区结为山海

捞作、曹扶友好区县，并在项目引进、人才培养、劳务输出等方面达

成胁议:与三明等邻近城市大中型企业开展了壤 B 合作。 1999 年

全县签约内联项吕 19 项，总投资 9556 万元，其中客方投资 5221

万元，客方当年到资 5050 万元。

五、社会事业全菌进步。

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事业的进步。改革开放 20 年

来，明漠县实施"科教兴县"的战略，坚持以帮小平理论和党的基

本路线为指导，把科技和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位置。科技事业不新进步，初步建立起全社会科技进步体

系，科技人员逐年增加，鹊技活动有效开展.科技成果应用率确显

提高.农科教结合、产学研结合取得新成效.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

献率逐年增长。至 1999 年末，全县已有瀚伯、夏招、城关等 5 个乡

镇被评为科技示范乡镇，科技队伍不断扩大，全县各类科技人员

3077 人.其中教育 1304 人，自然科技人员 802 人。获得高级职称

52 人，中级职称 506 人，助理级取称和员缀职栋 2519 人。专业技

术人员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达 85.6% .在从事将技活动人

员中有中级职称始人数达 16.5% 。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原则，教育事业迅速发展c 在教学改革、

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用人制度玫革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效，办学条

件明显改善 .9 个乡镇全部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 1999 年小学和

拐中阶段入学率分别达到 99.88% 租 107.6% .赖和j地完成了省、

市下达的"蔷九"任务。基础教育上了一个新台盼，··两萃"吕标如

期实现。至 1999 年底全县共有普通中学 11 所，在校学生 7244

人叶、学 90 研，在校学生 13590 人。师资力量进一步加强，已据有

教育专业技术人员 1304 人，中级职称以上 607 人，占专业技术人

员的 46.5% ./J、学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为 96.9% .初中专任教师

学历达标率为 95.5% .高中专任教师达标率为 90% 。

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c 1999 年全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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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就钩 46 个，卫生技术人员 327 人，比 1979 年增加了1. 3 倍，

全县有高、中级职称医务人员 60 人，医疗设备有较大的改善。 88

个行政衬建立了医疗站，配备 1 至 2 名的乡材医生，改变了农村缺

医少药的状况。 1992 年获"省级卫生县城"光荣栋号。 1999 年通

过省级"如保"验收，初级卫生保锺达到"小壤基本合格县锦标准。

城区和乡镇所在地建成有线电提网络，农材电视覆盖率达 1∞%。

1990 年国家体委授予萌溪县"全嚣体育先进县"的先荣称号。

六、精棉文明建设成蟹斐然

改革开鼓以来，明溪县在经济建设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精神

文明建设也取得丰磺成果。从 80 年代开始，明摆响应市委、市政

府的号召，浩着"重在建设、贵在坚持、好在共建"的方向，从着手

营造"治安良好、生活方便、民风高尚"的社会环境开始，一手事1\物

质文明建设，→于事1\精神文明建设，以"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为中，乙、.治理"脏、乱、差"为突破口，在全县广泛开展创建文明单

位、文明商店、文明楼院秘五好家庭活动，开展"优质服务、优良联

序、优美环境、学雷锋租先进人物"为内容的"三统一学"活动。经

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明摆县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围绕计划i生育责任目标，初步实现了 it生工作"两个转变"，顺利

完成计划生育责任目标。环境保铲和污染治理取得薪成效，按时

完成上级下达的"一控双达标"任务。"团结、勤奋、务实、创新、进

取"的确漠精神，激励着新一代明漠人不断开拓进取，唠摸连续 12

年保持市级"文萌县城"如省级H卫生县城"、"全吕体育先进县"等

荣苦撑号。

IO 



忆 1982 年圭壤普查王作

游通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士填是人类赣以生存和农业生产的

基本条件。再展土壤普查，摸清主嚷底细，是农业区tJ如经济建设
的一项基磁科技工作。明漠基曾于 1943 年开展全县主壤满查，

1958 年开展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 1974 年开展三明地区水回土壤

普查工作，从而棋累了丰富的士嚷科技资料.为改造中低产困、开

展农应基本建设，为各级领导指导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有力挺

进我县农业生产发展。

为了如快农业生产步伐，实现农业理代化，根据国务院国发

( 1979) 111 号文件精神， 1982 年开展全县耕地、非耕地全面土壤普

查，普查前范围广、面积大、要求高、任务重，是历次土壤普查无法

比拟的。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摇建省第

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精心组织，统一领导，分工梅作。

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农业与林业同时并举。 1982 年 10 月 5

吕举办全县士普技术培训班，出县在ill'局棋林业局各成立外业揭

查专业队 106 人，以当时行政区划公社为单位，每公社有 2-3 个

调查结。深入各大队每片土地，每个出境.每座山头，不怕出高路

运，不怕天寒地冻，步行野外作业，详细肃查主嚷分布位置、深挖土

壤剖面，详细记录土壤剖面理化特征特性，进行科学分类命名，勾

绘主壤国界线，我出土壤障碍因素:采集农化分新土壤样品，每个

样品 1 公斤以上，每个普查队员一天至少都要背 50 多公斤的土

样，步行自大队。凉干士样后，分期分批送到县主壤化验室。

1983 年 3 月起全面转入土壤化验、主普资料统计整理和自件

编绘工作 o j!lj 1985 年 I 月 11 日完成全县的耕站、出地、草场租

荼、果自圭壤普查工作，全面完成全县 87 个大鼠、 1 个农场地块剖

面登记卡布万分之→农业土壤综合图租大队圭壤普查边境书一式

三份:完成 8 个公社 2.5 万分之一的主壤图、圭嚷改良利用固和公

社主壤普查说明择一式两份;完成了县级 5 厅之一的主壤图、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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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图(含土壤有机盾、全氮、速变史磷、速嗷挥间幅和圭壤改良利

用分区图共 6 蝠，一式三套，上报省、市主昔办各一套 O 完成了《明

漠县第二7x土壤普查成果及应用于蹄)，(明漠士嚷》、《明溪士壤

图件说明书》、《明溪县革三民主嚷苦在工作总结》的骗写工作 G

通过土壤普查，基本查清我县土壤资攘，主壤分布规律，士壤理化

姓盾，肆碍因素和ß~力特点，为哥哥溪县割定农业区划、调整农业结

构、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佳据。

1985 年 1 月 11 日.福建省士普办主任罗菊生、刘国敦农艺

师，省主普技术顾何组画11 组长吴德斌副教授‘省农学院周性墩讲

i坪、连育青助教以及三明币主普技术顾问组全体成员共 38 人.分

为野外、资料、图件和化验 4 个专业组分别进行验收。省对我县土

普工作的验收评语为"明溪县土普 E作在各级领导如有关部门同

，心协力下，从 1982 年 10 月开始.历时两年三个月，完成了《规程》

所规定的各项内容要求，经验技合格，同意发结合格证书"。这次

士普工作验收话，全省进行评比，晓漠县圭蔷办外业调查组评为福

建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先进集体:爵通焰、王担芬同志被评为全省第

二次主普先进工作者;明溪县还荣获全省圭普成果应用科技奖等

荣营。现将明婆县在开展全国第二次士壤普查取得成果和体会分

述如r:

→、查清圭壤资菁、，成果显著 c

1982 年，萌漠全县土地 2.556.347 亩，经普查耕地面积

173698.2 亩，占总土地 6.8% .其中水困面亨、 164947. 6 窟，占

6.4% .旱地 8750.6 富，占 0.4% ;果园 5711 亩，占 0.2% ;荼国

12989 亩，占 0.7% ;草场 70546 亩，占 2.8% ;水产养磕面积 1537

商，占 O. 06% ;林地面积 2101270 函，占 82. 2% ;其他周边
190599.8 亩，占 7.5% c 

1.外业普查:全县水韬自主挖敢主要剖面 5259 个，每?剖面

代表面积 3 1. 3 亩:栋~Hl地主嚷控主要前面 573 个，每剖面代表

面积 3677 亩;果园范剖面 65 个，每个剖面代表面积 87.9 宙:茶国

挖剖面 213 个，每个剖面代表面积 61 ìÎÎ; 草场挖剖面 80 个，每个

代表通积 881.8 亩。

2. 农f七分析:水韬士主要剖面化，拉 21036 项次，典哇剖面化验

1755 项次;林业土壤主要剖面化验 5157 项次.典型剖面化验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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