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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改革开放同步，宁波的

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行，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的推行，促进
了 20 世纪 80 年代宁波农村经济的
增长，农村居民的“钱袋子”随之
鼓起来。

1985 年，宁波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 627 元，比 1980 年的 222 元增
长近 2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
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吃、穿、用、住，
逐渐转变为吃、住、用、穿。1985年，
宁波农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 119
元，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 21.1%；同
年，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1.3平方米，
比1980年增加17.1平方米。

耐用消费品大量进入农村居民
家庭，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

“老四大件”逐步普及，彩色电视
机、电冰箱、洗衣机开始在农村露
面。1990 年末，平均每百户已拥
有自行车184辆、缝纫机75架、手
表 270 只、电风扇 163 台、电视机
73 台、收音机 34 台、收录机 27
台、洗衣机11台、电冰箱18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宁波
及时、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
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一系
列工资改革促使职工工资性收入普
遍增加。1979 年，政府第一次对
职工发放了副食品补贴，同时，机
关、企事业单位中40%职工调整了
工资。

1985 年，工资改革后，城镇职
工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不再局
限于基本工资，出现了奖金、津贴、
车贴、价格补贴、书报费等收入。
1987 年宁波实行计划单列，企业职
工人均增资1.8元，同时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实行职务工资制。个体职业、
第二职业的兴起进一步提升了城镇
居民的收入水平。

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迅速提高。1990 年，宁波城镇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628元。吃讲营
养，穿讲漂亮，住讲舒畅，成为众多
城镇居民家庭的需求趋向。

在食物消费方面，肉禽蛋、糕点
烟酒、瓜果的消费支出明显增加。衣
着消费不仅考虑穿暖，更讲究穿好、
穿美。1990 年末，宁波城镇平均每
1.5 人拥有一件呢大衣，每人有 1.6
件毛料服装。耐用消费品拥有量逐
年上升，1990 年末，在宁波城镇，平
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 60台、洗
衣机 76 台、电冰箱 88 台、收录机 83
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风扇、
黑白电视机等基本达到饱和。

在物质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
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增多，人
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1990 年，人
均购买书报杂志、用于文娱活动和
支 付 学 杂 费 的 支 出 达 174 元 ，比
1985年的72元增长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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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改革

开放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民经济
转入快速发展轨道，宁波城乡居民
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有了大幅
度提高。

宁波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1990 年的 1963 元增加到 1995
年的 7275 元，5 年间增长 2.7 倍，年
均增长 30.0%，扣除同一时期价格
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0.7％。这
五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
入增长最为快速的一个时期。其中，
1993 年、1994 年连续两年，实际增
速20%左右，为宁波历年来所罕见。
2001 年，宁波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首次突破万元。

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长的同
时，收入多元化趋势逐步显现，财
产性收入成为宁波居民收入新的增
长点。1995 年，户均净存储蓄存
款 2314 元，净购入有价证券 316
元，两者合计比 1990 年的 475 元，
增长 4.5 倍，同期城镇居民家庭的
财产性收入增幅高达 5.0 倍；2003
年，财产性收入人均又比 1995 年
增长4.9倍。职工从单位得到的收入
在人均实际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
1990 年 的 80.5% 降 至 1995 年 的
74.4%。转移性收入亦快速增长，
2003 年，转移性收入人均 2886 元，
比1995年的976元增长近2倍。

作为衡量生活水平重要指标的
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由 1990年的
56%降至 1995 年的 48.6%，1998 年
降 至 39.5% ，2003 年 进 一 步 降 至
38.0%。食品消费由“温饱型”进入

“小康型”，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
转变。在食品消费构成中，水产、肉
禽蛋等副食品和鲜果比重逐年上
升，1995 年到 2003 年，人均粮食购
买量由 84.0 公斤下降至 70.8 公斤，
肉禽蛋由 25.2 公斤增至 45.3 公斤，
奶制品由7.8公斤增至27.2公斤，鲜
果由 25.1 公斤增至 31.3 公斤，水产
品由 26.9 公斤增至 94.6 公斤。衣着
消费日益讲究时尚、突出个性，衣着
成衣化、时装化趋势明显，真皮、全
毛、全棉制品大受青睐。

高档耐用品迅速升级换代，彩
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新四大
件”基本饱和，开始向空调、电话、录
像机、组合音响过渡。居住条件显著
改善，1995 年末，71.5%的城镇居民
家庭住上配套式单元房，独立厨房
户比重达 95%，使用液化气户比重
上升到 98.5%。邮电通信事业的迅
猛发展，使居民装电话难现象有了
根本改观，1995 年末，宁波平均每
百户家庭电话拥有量达到72部。

人们更加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
文化生活，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
开支大幅增加，1995 年宁波人均旅
游支出 86 元。这一时期，拥有 16 个

频道的有线电视网在市区基本普
及，钢琴、电子琴、书法等培训成为
智力投资新热点。

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以市
场为突破口，全面步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转型期。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正式纳入宪法。国家进行了
新一轮价格改革，大幅度提高农产
品收购价格，进一步放开农产品市
场。1992 年 8 月，宁波市委提出“提
前三年实现农村小康”的战略目标。
这些政策的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宁波农村经济发展进
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

农民收入增长开始走出低谷，
1995 年，宁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 3484 元，相当于 1990 年价
格水平的 1569 元，高于 1992 年国
家统计局提出的人均 1200 元小康
量化标准。农村居民储蓄存款由
1990年的 18.51亿元猛增至 1995年
的74.75亿元。

民营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
天。宁波大胆推行以明晰产权为核
心的乡镇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极大
激发了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做大做强
的内在动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转
移接受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乡
镇企业从业人数由 1990 年的 83.7
万人增加到 1995 年的 115.7 万人，
同时拓宽了农村居民增收渠道。
1995 年，宁波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 入 占 当 年 纯 收 入 比 重 34.9% ，
2001 年提升至 47.3%，首次超过家
庭经营收入的比重。

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的生活水
平得到极大改善，新建的房屋，相
当部分已是设施齐全、美观舒适的
城市化住房。1995 年末，宁波农
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1.3平方
米。其中，钢木结构住房比重达到
93.1%。1996年至 21世纪初，宁波
逐步调整完善村镇规划，引导农村
住宅逐步向中心村和小城镇集中，
大量农村居民搬入新居；2003 年
末，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到 46.86 平
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比重达到
43.9%，比 2000 年的 35.8%提高 8.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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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宁波经济进入平

稳较快增长阶段。宁波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民生建设，把全面改善民
生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动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居民
的综合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2017 年，宁波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55656 元，为全国的 1.53
倍，是 1978年的 181.9倍；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0871 元，为全国
的 2.30 倍，是 1980 年的 139.1 倍。城
乡居民收入分别位居 15 个副省级
城市第二和第一。2017 年，宁波城
乡居民收入比缩小为1.8∶1，低于全
国平均的2.71∶1。

“像进口水果、海鲜，在过去，特
别是困难时期，那是想都不敢想
的。”翻看居民的账本，国外旅游支
出、天然气费用、移动电话费等，都
是新的重要支出内容。

令城乡居民欣喜的是，民生的
保障与改善是全方位的。

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基本
建立全市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17 年末
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
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429.6 万人、380.8 万人、269.3 万人、
330.9 万人和 266.2 万人，城乡三项
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 95%，大病医
保制度实现全覆盖，医保待遇水平
居全国城市前列。

教育医疗事业蓬勃发展。1978
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 90.2 万
人，2017 年在校学生增加到 131.6
万人。基本构建覆盖城乡、公益普惠
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各区县

（市）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评估认定。普通高校从 20世
纪 80年代的 5所发展到 16所，全日
制普通高校在校生达到 15.6 万人。
医疗卫生服务稳步提升，基本形成
覆盖全市的城乡公共卫生管理网络
体系。2017 年拥有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4157个，是1978年的4.38倍。

环 境 质 量 总 体 趋 好 。 2017
年，城区空气优良率达到 85.2%，
环境空气质量按综合指数计算在全
国 74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 17 位。
持续推进“五水共治”，完成饮用
水源保护、工业重污染行业整治、
落后产能淘汰等重点项目，农村生
活 污 水 治 理 行 政 村 覆 盖 率 达 到
90%，率先创建“污水零直排区”。

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
富裕，从落后走向文明。40 年风
雨征程，作为“过来人”，众多宁
波人体会到的，是改革开放让所有
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与日
俱增。

幸福花开人安乐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城乡居民生活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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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事·那人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印记

10月 24日，市委党史研究室
组织开展“学回信、悟初心、明底
线”主题党日和警示教育活动。

上午，在宁波市法纪教育基
地，通过参观廉政警示厅、观看
服刑人员的忏悔反思视频等教育
活动，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党员
对把好人生“六道关”有了更深
的领悟，表示要以案为鉴，时刻
警醒自己，鞭策自己，不断增强

自身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下午，党员们在浙东红村横坎

头村参观了家书馆、家园馆，深入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的重要精
神内涵，全面了解横坎头村的发展
历程，一致认为要把总书记重要回
信精神转化为“编史修志”的强大
精神动力，传承好红色基因，讲好
宁波故事，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主题党日活动

朱镜我 （1901—1941），原
名朱德安，又名朱得安，笔名镜
吾、谷荫、朱怡庵、张焕明等，
出生于鄞县 （今鄞州区） 朱家峰
村。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加强国
内革命文化工作，在日本攻读社
会学、研究马列主义的朱镜我，
应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元老成仿
吾之邀，于 1927 年 10 月返回上
海。

在上海，朱镜我与其他革命
文化工作者一起，展开了颇有声
势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和倡导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活动。他翻
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首次在国内发
行；先后主编了《文化批判》《思
想》月刊，撰写了《理论与实践》

《科学的社会观》等一系列论文。
在此期间，朱镜我在上海艺术大
学、中华艺术大学、上海政法学
院、群治大学和中国共产党举办
的华南大学等校担任教授，讲授
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发展
史，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8年 5月，朱镜我加入中
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党的文化支
部组织委员，参加了中央宣传部
文化党团。1929 年，担任中央
文化工作委员会 （简称文委） 委
员，成为左翼文化领导人之一。
1930 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
正式成立，朱镜我作为发起人之
一，和鲁迅等一起出席了会议。
同年 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宣告成立，朱镜我任社联第一任党
团书记。1931 年冬，朱镜我调往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张闻天、杨尚
昆等一起工作。1933 年，中共中
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上海成立了
中共上海中央局，翌年，朱镜我被
任命为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成为
党在国统区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主
要领导人。

1935年 2月，上海中央局第三
次遭到破坏，朱镜我等人在上海法
租界被捕。面对威逼利诱，朱镜我
坚贞不屈，坚持革命立场，始终不
为所动，经过两年多的牢狱之苦，
1937年6月，经党组织全力营救出
狱。出狱后，朱镜我不停奔波，联
系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坚持下来的老党员和一部分从狱
中获释、经受过考验的革命同志，
于1937年9月在宁波建立了中共宁
波临时特别支部 （后发展为浙东临
时特委），并任书记。在他的努力
和坚持下，宁波地区中止了多年的
党组织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同年
11 月，朱镜我在杭州指导筹建成
立中共浙江省委临时工作委员会。
后又调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
副部长、皖南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
育部第一任部长兼军刊《抗敌》杂
志主编等。

1941年 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
事变爆发，朱镜我抱病随军转移，
13 日，部队被围困在石井坑虎云
垄山头，为了让部队迅速突围，朱
镜我战斗到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
后一滴血，壮烈牺牲，时年40岁。

朱镜我：

为党的宣传事业
奉献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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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市委党史研究
室召开党建争强和党风廉政建设
部署会，并开展了《党章的发展
历史和现实启示》廉政党课。

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党建增
强和党风廉政建设，要坚定不移
落实“两个维护”，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若干准则，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个人事项报
告 制 度 ， 规 范 准 确 填 报 个 人 事
项，严肃对待查核处理；不断完
善绩效考核制度，强化绩效考核
监督，推动绩效考核运用；提高
服务效能意识，健全述职评议制
度，不断提高机关执行力；抓好主
业检查和落实，推进党建主体责任
落实，推动党史地方志工作再上新
台阶。

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会议部署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

10 月 25 日至 26 日，宁波市
乡镇 （街道） 志、村 （社区） 志
和家 （族） 谱志专题研讨会在奉
化溪口举行。

研讨会采取大会交流与分组
讨 论 形 式 ， 对 乡 镇 村 志 、 家

（族） 谱志的编纂理论、工作方
法、体例范式等进行探讨。会议
从宁波基层志书发展实际出发，
站在历史、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分析了基层志书编纂工作的形势和
现状，指出基层志书编纂应注意的
问题，并就如何组织开展基层志书
的编纂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
议。

其间，参与研讨的与会人员考
察了溪口镇石门村、岩头村的家

（族） 谱志编修现场和村史展览，
近距离学习和交流基层地方志书编
纂工作。

基层志书编纂研讨会在奉化溪口举行

近日，由中共宁波市委党史
研究室 （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
办公室） 组织编纂的《宁波纪事
1911—2014》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 书 依 次 分 为 《大 事 记》
《文献选录》《人物》三部分，记
述发生在宁波地域的重大事件、

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宁波籍或与宁波
有关非本籍人士的人物传记以及部
分相关的文献资料等。全书共收录
人 物 723 位 、 专 题 文 献 14 辑 72
件，所有录入事件均注明资料出
处、传主随附图照或画像，以保证
内容的可查、准确、完整。

《宁波纪事1911—2014》出版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
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
九大报告中这道温暖厚重的宣言，
一直镌刻在40年的风雨征程中。

改革开放 40 年，宁波实现了
从商埠小城向现代化国际港城的伟
大跨越，全市生产总值从 1978年
的 20.17 亿 元 增 加 到 2017 年 的
9846.9亿元。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宁波城
乡居民收入增长也进入“快车
道”。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55656元，是1978年的181.9
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871元，是1980年的139.1倍。

食品消费注重营养，高档耐用品
升级换代，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40 年，对于千千万万普通的宁波
人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物质与
精神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

▲金婚老人乘婚车
感受新宁波。

（丁安 摄）

◀我市老小区加装
电梯启用。 （丁安 摄）

▶“洗脚上田”的
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

（资料图片）

◀ 日 益
繁 荣 的 农 村
集贸市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