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忽如一夜春风来，万
物复苏。长期沉寂的宁波，也迎来
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宁波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
化名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也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埠。

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战争频
仍，以港口闻名的宁波开始走向衰
落，城市地位也日渐式微。1949
年，宁波国内生产总值仅 2.16 亿
元，人均86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占主导地位，工业总产值仅 0.7 亿
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 74.2∶9.7∶
16.1。“三支半烟囱”是当时宁波工
业经济的真实写照。

直到1978年，宁波的国内生产
总值还只有20.17亿元，人均437元，
工业增加值 8.62 亿元，农业在国民
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此时的宁波，
与中国的其他地区相比，还只是一
个默默无闻的江南商埠小城。

当改革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
素来有着开放创新、善于学习、敢
闯敢做特点的宁波人，义无反顾地
投入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
进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后不久，宁波部分农村地区开
始实行定土地、定工分、定成本、
定上缴、定超额奖励的农村“小六
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初露雏
形。

与此同时，宁波的城市经济体
制改革也着手准备。早在 1978 年，
宁波市革委会按照“专业化协作”
原则，对全市工业进行改组，实行
按行业归口管理。1979 年二三月
间，中共宁波地委、市委分别召开
了一系列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和浙江
省委六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
决定把宁波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宁波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
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开了帷
幕。

1979 年 11 月，宁波市决定在
15户工交企业中开展扩大企业经营
管理自主权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
革由此起步。

从 1978 年到 1992 年，宁波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起步与试
验、探索与推进、深入与展开三个
阶段，改革涉及企业制度、市场体
系、宏观经济体制等领域。这一系
列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激起
一池春水。

在不少“老宁波”的记忆里，
肯定还保留着当年作为城市经济体
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搞活企业”的
点滴。

1979 年 11 月，宁波市委、市
政府确定宁波水表厂等10家国营企
业和 5 家集体企业进行首批扩权试
点，实行包括全额利润留成、固定
资产有偿占用制度，扩大了企业的
财权、物权。

1980 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
大，新增15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和 41 个集体企业。1981 年，试点
内容有所扩大，试点企业在生产计
划、资金支配、物资采购、产品销
售、价格调整等方面拥有了更多的
自主权。1982年、1983年，扩权试
点企业进一步增加。

在扩权试点的同时，宁波推行
以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为主的经济
责任制。1982年，77家国营工交企
业全部实行了经济责任制。物资企
业、流通企业也大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推行了经济责任制。

企业扩权和经济责任制推行，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企业、
职工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责、权、利关系，调动了企业和职
工的积极性，开始打破过去普遍存

在的吃“大锅饭”、端“铁饭碗”
现象，增加了国家收入，提高了企
业效益，改善了职工待遇。

鄞县化肥厂，改革前企业管理
不善，吃“大锅饭”现象严重，
1979 年企业亏损 22 万元。从 1980
年 3 月起，工厂厂部与车间签订经
济协议，各项指标分工包干，实行
经济奖赔；各车间对班组和个人建
立小指标考核记分制，逐月进行评
比考核，根据分数高低分配奖金，
使企业、车间、班组的经营好坏与
职工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产量逐
月突破，1 至 8 月全厂化肥比上年
同期增长 54.5%，产品成本下降了
6.7%，在原料、油价提升的情况
下，全厂利润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4万元，迅速实现扭亏为盈。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 出台，改革开放进入了
一个新时期。“摸着石头过河”，宁
波企业制度改革继续向前推进。

1984 年 5 月，宁波以建筑行业
为突破口，试行承包责任制。打破
画地为牢、不准外地建筑队伍进城
的传统观念，施工、勘探、设计、
建筑安装全面向国内市场开放，其
中设计还向境外市场开放，引入竞
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几个月
内，北京、杭州等外地61家建筑企
业、2 万多人的队伍进入宁波，一
举改变了以往建筑行业投资“无底
洞”、工期“马拉松”的状况。主
要工程造价降低 14%，工期比国家
规定定额缩短 40%；全员劳动生产
率突破万元大关，比改革前提高
42.5%。宁波市建筑行业的配套改
革经验，当时在浙江和全国引起强
烈反响。

有了建筑试行承包责任制的经
验，宁波市的承包经营制试点迅速
铺开，1984 年 10 月，在宁波化工
机械总厂、钢铁总厂等企业开展承
包经营责任制的首轮试点。1987年
7 月，宁波市政府发布 《关于实行
企 业 承 包 经 营 责 任 制 的 试 行 办
法》，全面实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
制。不仅国家对企业实行承包制，
企业内部也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

制，同时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改
革企业人事制度、劳动制度，优化
劳动组合。

同样在1984年，宁波开始在企
业中进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同年
12 月 ， 试 点 企 业 扩 大 到 108 家 。
1986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把厂长负
责制作为企业的根本制度肯定下
来，宁波市开始全面实行厂长负责
制。从1984年开始的三年内，市政
府先后下达 27 个文件，放权 242
条，扩大了企业的经营、技改、内
部分配、机构设置等自主权，同时
试行择优招聘经营者。

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宁
波市对企业的用工分配制度继续进
行改革。企业用工由劳动者和用工
单位经过平等协商，签订劳动合同，
由此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1986 年
起，企业新招工人全部实行劳动合
同制，并一律向社会公开招考。

1984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 14
个进一步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后，宁
波开始探索利用外资对老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1984 年至 1987 年 4 年
间，共嫁接改造企业26家。

当 1987 年 实 行 计 划 单 列 和
1988年成为“较大的市”以后，宁
波企业制度改革在实行股份制改革
试点、组建企业集团等方面有了突
破性进展。

14年来，通过不断改革，宁波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步分开，从
政府的附属物逐渐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企业经营者
和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空前提高。1990年，全
市工商企业全面实行了承包责任
制；20世纪 90年代初，“厂长 （经
理） 全面负责、党委保证监督、职
工民主管理”的新型领导体制已在
全市企业基本确立。

这，仅仅是改革开放早期宁波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14年间，这一全方位扎实推进
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带给宁波的

是一番巨变。
经过14年的改革，宁波经济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宁波
市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从 1978 年 的
20.17 亿元增加到 1992 年的 213.05
亿元；工业增加值从 1978 年 8.62
亿元增加到 1992 年的 116.2 亿元；
港口货物吞吐量从 1978 年 214 万
吨增加到 1992 年的 4367 万吨；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从 1978 年的 4.97
亿元增加到 1992 年的 19.84 亿元。
1992 年，宁波在全国 187 个地级
以 上 城 市 综 合 实 力 评 价 中 居 38
位。

经过14年的奋进，企业焕发生
机与活力，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实
力不断壮大。1985年，全市工业总
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跨入全
国17个工业总产值逾百亿元城市行
列；1988年，工业总产值再上新台
阶，突破 200 亿元大关。1991 年
底，全市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7800
多家，工业总产值 371 亿元，比
1978 年 增 长 5.5 倍 ； 全 市 累 计 有
1310只产品获优质产品奖。

经过14年的努力，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宁波市区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年的 306元
增加到 1992 年的 2674 元，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年的 129元增
加到 1992 年的 1624 元，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7.07亿元增
加到 1992 年的 79.40 亿元，彩电、
冰箱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普
通百姓家庭。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
善，市区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
1978 年的 6.93 平方米增加到 1992
年的16平方米。

经过14年的接力，城市基础设
施得到明显改善。这一时期，宁波
市兴建了一大批港口、机场、铁
路、公路、通讯、供水、供电、宾
馆、住宅、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和
基础工业。比如邮电通讯，1988年
1.4 万门程控电话工程投入使用，
1990年宁波程控电话工程、宁波长
途电信枢纽楼相继开工。

1978 年到 1992 年的城市经济
体制改革，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史
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那年·那事·那人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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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
召开理论中心组会议，学习传达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
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宁波工作的一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八
八战略”的时代价值，持续扩大

“六争攻坚”成果，推动“八八
战略”在宁波大地绽放更加耀眼

的真理光芒、取得更加丰硕的实
践成果。

根据部署，全市史志系统将
精心组织安排“大学习大调研大
抓落实”活动，在基层调研中，了
解各地史志部门工作推进情况，
分析问题及原因，解决实际困难，
扎实推进党史三卷编写、二轮宁
波市志初审、宁波年鉴审校、党史
馆选址调整等主业任务。

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专题学习

裘古怀 （1905—1930），又
名古槐、永良，字述卿，奉化县

（今奉化区） 裘村人。
1919 年，裘古怀在裘村忠

义高等小学就读。五四爱国运动
浪潮波及奉化时，时任学生会干
部的他和同学一起上街宣传，抵
制日货，反对军阀卖国。1920
年，裘古怀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3年9月
宁波四师与四中合并，改称宁波
省立四中，他被编入四中师范
部。翌年 6月，怀着从事革命的
愿望，裘古怀加入了改组后的国
民 党 。 1925 年 五 卅 惨 案 发 生
后，在中共宁波支部领导下，宁
波学生联合会重建，裘古怀被选
为学联副会长。他与学联会长孙
洪湘等组织学生开展了一系列反
帝斗争，并在《火曜》上发表文
章。

1925 年 11 月，裘古怀考入
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在军校
里，他努力学习军事、政治，积
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活动，并于
1926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7 月，北伐开始后，
裘古怀被派到叶挺独立团从事宣
传工作，参加了汀泗桥、贺胜
桥、武昌城等战役，作战勇敢，
被誉为“虎胆英雄”。1927 年 3
月，裘古怀任北伐军第十一军二
十四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后随军
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去广州
的过程中，裘古怀在战斗中受伤
昏倒，与组织失去联系，后辗转

回到宁波养伤。同年 12 月，裘
古怀奉命来到松岙，为奉化暴动
训练军事干部。

1928年 2月，裘古怀出任共
青团萧山县委书记，到各地召开
团员会议，分析局势，研究任
务，发展团的基层组织并开展活
动。后又受省委派遣到富阳指导
工作，并帮助成立了中共富阳临
时县委。4月下旬，裘古怀调任
中共浙西特委委员，受特委书记
卓兰芳指派，去遂昌、龙游、衢
州、建德等地指导工作，帮助成
立了龙游党和团县委。同年 5
月，浙西特委成员调整，裘古怀
任特委常委，分管武装和共青团
的工作。8月中旬，他指挥发动
了兰溪秋收暴动。8月底，共青
团浙江省委改组，裘古怀任常
委，12 月代理团省委书记，挑
起全省团的工作重担，指导各地
团组织开展活动。

1929年 1月中旬，国民党反
动派在检查城站邮局的信件中，
发现省委通讯处地址，连夜实行
大搜捕，裘古怀于1月16日深夜
被捕，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虽
身陷囹圄，裘古怀对革命事业充
满必胜信念。他参与和领导了狱
中斗争，并在狱中秘密成立地下
党支部，担任宣传委员，站在斗
争前列。1930 年 8 月 27 日，裘
古怀在杭州英勇就义。

7月24日，全市党史研究室
主任读书会在鄞州召开。10 个区
县（市）汇报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历史论稿》的体会、上半年工作完
成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

与会者表示，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对于更好地推进全市党
史地方志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将继续认真

学习，把学习成效真正落实到行
动中。

今年上半年，全市党史地方
志系统围绕市委“六争攻坚、三
年攀高”决策部署和“三对标”
工作要求，坚持抓牢“四大主
业”和“一项工程”。目前，市
本级党史三卷、二轮市志初稿基
本形成，宁波年鉴编审稿形成，
区县 （市） 党史三卷全部进入初
稿撰写阶段。

全市党史研究室主任读书会召开

日前，市委办公厅和市委党
史研究室组织召开宁波市改革开
放新时期第三批党史专题编写动
员暨培训会，正式启动第三批党
史专题征编工作。

会议指出，党史专题编写对
总结宁波改革开放经验成就、推
动宁波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作为一项政治性、专业性、时
效性很强的工作，党史专题编写
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必须坚持实
事求是，必须按期高质量完成，把

握“真”“准”“专”“细”原则，
坚持“党在其中”。

会议要求，各承编单位严格
按照编写工作的时间安排和质量
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
使命感，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
精神，做好专题编写工作，为保
存、传承、发扬党的历史，推动宁
波改革开放再出发作出贡献。

会议还就如何写好党史专
题、专题资料的搜集、专题提交
规范等作了培训。

我市启动改革开放新时期
党史专题征编工作

《慈溪方志研究》是全省第
一部以县级历代地方志为对象
的研究专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陆华祥、童银舫主编，周乃复
序。作者多系国内方志名家。

全书分为上编、下编和附编，

共收论文和文献 85 篇，近 30 万
字。上编为旧志述评，评析了明代
[天启]《慈溪县志》等 10 部旧志，
并辑录了每部旧志的序跋、凡例。
下编为新志述评，评析了新编《慈
溪县志》等 8 部新志。新旧志书，
均配有相关书影。

《慈溪方志研究》发行

撰文 刘士岭 王佳

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主战场。在改革开放早期，宁波便在这片领域探索、深耕。

时间回拨到1984年，这一年，宁波被列为全国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在“跟进”与创新中，宁波发挥

自身优势，抢抓机遇，奋发进取，探索和开拓出适合宁波的改革路径。

从1978年到1992年，14年间的不懈努力，宁波从一个江南小城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战略发展区域和重要的开放城市。

虎胆英雄
裘古怀

蹄疾步稳 改革筑梦
——宁波早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纪事

厂长负责制试点工作相关报道 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宁波拖拉机厂

宁波市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试点单位宁波水表厂

1

2

3

红色记忆·宁波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