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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7 月 24 日至 25 日，全市党史研
究室主任读书会在宁海召开，会议
传达了全国、全省党史和文献部门
主要负责人会议精神。10 个区县

（市） 汇报交流学习《习近平论党史
和文献工作》心得体会。

会议指出，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就党史和文献工作发
表重要讲话，作出指示、批示。这
些讲话、指示、批示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做好党史和文献工作的
根本指针。要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

地位作用、原则立场、主责主业、
科学方法、人才培养、组织领导等
方面来把握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
精神实质，加深对党史和文献工作
的理解认识。

会议强调，要继续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总要求，抓好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各
项任务，以钉钉子精神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体现新时
代史志干部的使命担当。

全市党史研究室主任读书会召开

7 月 ，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赴 宁
海、象山、海曙就推动基层志编纂
等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组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三
地基层志推进情况，对三地在推动
基层志编纂方面采取试点先行、先
进带动、政协提案、发挥学会作用
等创新举措表示肯定，就基层修志
中有关修志专业人才难找、修志经

费紧张、修志资料缺失等问题，充
分听取基层的意见诉求。

调研组提出，通过进一步动员
推动、官修民助等方式解决基层修
志中的问题，发挥好专业力量、民
间人士“两个作用”，以志聚人聚
才，继续加大基层志编修力度，在
积累资料、提升质量上下功夫，力
争编出精品佳作，彰显地方特色。

市委党史研究室
赴宁海象山海曙开展专题调研

细 岭 党 的 联 络 处 遗 址 （纪 念
碑） 位于海曙区章水镇大皎细岭自
然村。

大皎细岭玄坛岭是旧时通向四
明山根据地各县的交通要道，本有
凉亭 3 座，路旁原有树龄 500 余年的
大枫树和大樟树，枝叶茂盛，是过
往客商和行人小憩的地方。此处是
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传递情报的一
个重要联络处。1945 年年底，浙东
游击纵队北撤后坚持在鄞慈地区斗
争的王圣章、杨祥瑞等同志与细岭
地下党员应生康建立秘密联络处，
在后来开展的细岭缴枪、大皎除奸
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细岭党的联络处原址早已被皎
口水库淹没。2002 年 12 月，在大皎细
岭自然村东约 300 米的玄坛岭上，细
岭人民为缅怀革命先辈、激励后人，
建造了一座木结构六角单檐攒尖式
纪念亭，并立碑记述其事。碑的正面
镌刻着由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薛驹
题写的碑名“中共四明工委鄞慈县细
岭联络处旧址碑志”。

7月中旬，市委党史研究室赴余
姚、慈溪、海曙调研革命遗址保护利
用情况。

调研组实地走访余姚泗门镇、
慈溪龙山镇、海曙鄞江镇，查看浙
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余上县办事
处旧址、杨贤江求学处、建岙学校
旧址、重新布展后的梅园革命史迹
陈列馆，考察庄黄医院旧址维修保
护情况，详细了解成之庄综合保护
开发工作和慈溪、余姚、海曙革命
遗址保护利用情况。

调研组认为，三地在革命遗址保
护利用方面各有特色，在加强革命传

统和党史教育、打造“红色信仰线”等
方面迈出重要步伐，保护力度大，利
用形式多元。

调研组提出，要结合当地实
际，把握重点、找准难点，处理好
经济发展和红色文化传承、革命遗
址规划和建设等关系，充分利用社
会力量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和开发利
用；要根据 《宁波市革命遗址保护
利用规定》，创新革命遗址保护利用
工作方法，规范健全管理制度，进
一步做好史料挖掘，提升展陈效
果，让红色故事立体起来，永久流
传。

市委党史研究室
调研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7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
党 宁 波 历 史 》 第 三 卷 （1978—
2004） 初审会在宁波举行，宁波党
史三卷通过专家初审。

评审组认为书稿比较准确地
反映了 1978—2004 年宁波市委带
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实
践和取得的成就。全书结构较为
合理，脉络清晰，文字通顺，内
容兼顾中央、省、地方，又体现
地方特色，基本符合党史基本著

作的写作规范与要求，一致同意
该书通过初审。

专家组还就框架结构、写作行
文、规范化等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
建议。对此，市委党史研究室要求
书稿编写组成员把握好正确的政治
方向，坚持“党史姓党”，守好党史
阵地；把握好写作规范，加强统
稿，细心修改书稿；多挖掘宁波特
色，系统梳理专家意见，全力以赴
做好书稿提升工作，争取把宁波党
史三卷打磨成一部精品力作。

《中国共产党宁波历史》
第三卷（1978—2004）通过初审

董其岳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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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小 小 的 农 村 作 坊 一 路 走

来，如今的海天已成为引领中国
注塑机产业的“风向标”。而40多
年前，海天的前身——江南农机
厂还是一家藏在破庙里的小五金
厂，不起眼，却犹如一颗种子，
扎根大地。于一日，生根、开花。

从一颗种子，到硕果满枝，
不仅仅是海天，宁波乡镇企业快
速成长。

在中国的农村，乡镇企业的
异军突起一直被认为是“意料之
外”的事件。宁波的乡镇企业，

“ 意 外 地 ” 萌 芽 于 20 世 纪 50 年
代。当时，乡镇企业叫社队企业。

时间回拨到 1958 年，宁波地
区 以 农 村 “ 木 、 铁 、 泥 、 石 、
篾”五匠为主的手工业者，办起
一批手工操作的小加工厂，主要
从事一些小农具、小塑料、小五
金、土纺土织之类的简易低级产
品的加工；为适应农业机械化的
需要，有的乡村办起一批农机具
和排灌维修企业，形成社队企业
的雏形。

其后，虽有发展，但步履维
艰，直到 1976 年，全地区社队企
业不过1282家，从业人员12.49万
人，工业总产值不到5亿元。

优势是横向比出来的。在乡
镇企业还叫社队企业的 1976 年，
宁 波 专 门 设 立 了 社 队 企 业 管 理
局，建立了地 （市）、县、公社三
级 管 理 体 系 。 是 年 ， 余 姚 、 慈
溪 、 鄞 县 社 队 企 业 产 值 均 超 亿
元，与绍兴、萧山并称浙江省县
级社队企业“五小虎”。

作为一项伟大创举，乡镇企
业崛起，打破了宁波农村单一经
济格局，缩小了城乡差别、工农
差别，使部分农民告别了“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生活，为改革和发展开辟
了一条新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
央提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宁波社队企业蓬勃发展。

1979 年到 1983 年间，宁波社
队企业以平均每年 29.07%的速度
递 增 。 当 时 ， 宁 波 的 机 械 加 工
业，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由于
宁波地区组织社队企业分散加工
零部件、集中总装，提高了社队
企业机械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984 年 ， 中 共 中 央 下 发 文
件 ， 进 一 步 肯 定 社 队 企 业 的 作
用，将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
企业。同年8月，省政府根据中央
文件精神，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
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把加快发
展乡镇企业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
重要战略。宁波乡镇企业迎来新
一轮发展机遇。

凭借自身良好的人才、技术
等优势，抓住国内市场消费类产
品匮乏痛点，宁波乡镇企业大力
发 展 轻 加 工 工 业 ， 获 得 高 速 增
长。1984 年，宁波乡镇企业猛增
到 25371 家 ， 从 业 人 数 74.86 万
人，占农村劳动力比重首次突破

30%，实现乡镇企业总产值 35.34
亿元。

1985 年，市委、市政府提出
“多路并进，集体为主，外引内
联，双向发展，城乡结合，农工
一体”的方针，为宁波乡镇企业
发展指明方向。全市广大乡镇企
业 干 部 职 工 发 扬 “ 跑 遍 千 山 万
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万
计，历尽千辛万苦”的“四千四
万”精神，生产经营出现前所未
有的好势头。

是年，全市乡镇企业实现产
值 59.33亿元，比 1978年增加 6.52
倍。全市 11 个县 （市） 区，除了
只辖一乡一镇的海曙区，都进入
了产值上亿元的行列，其中，鄞
县、慈溪、余姚产值均在 10 亿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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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经济发展趋势由大发展转向大提
高，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宁波乡
镇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面对这种形势，市委、市政
府 分 析 宏 观 经 济 环 境 和 宁 波 市
情，总结前几十年乡镇企业发展
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两改三
上一提高”的发展战略，即立足
于 现 有 的 工 业 企 业 ， 狠 抓 以 改
组 、 改 造 为 重 点 的 经 济 结 构 调
整，上规模、上质量、上水平，
大力提高经济效益。

为 改 变 以 “ 轻 、 小 、 散 、
加”为主的面貌，宁波乡镇企业
开展广泛的横向联营，借力，借
脑。到 1991 年底，宁波市横向联
营企业发展到947家，联营形式包
括生产型、资金型、技术型等。

因产品结构单一吃尽苦头的
余姚市低塘镇，自 1987 年开始，
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档次
上狠下功夫。经过努力，1991 年
共开发 19 个较高档次产品，替代
了进口产品，形成 16个大类 30多
个品种，产品实现由零部件向元
器件、整件转变。

在乡镇企业发展中，市委、
市政府加大政策重点倾斜力度，
扶持骨干企业。1991 年 6 月，市
政府转发 《宁波市乡镇企业局关
于进一步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明确指出对国有大中型
企业的有关经济政策同样适用于
市确定的乡镇骨干企业，要求各
级银行、财税等有关单位和部门
对这些乡镇企业给予大力支持。

同时，宁波积极引导乡镇企
业切实从依靠扩大外延求数量增
长转到注重科技进步求质量提升
的发展轨道上来，加强与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的联姻合作，推进
科技进步与企业改组、改造和调
整结构有机结合，强化人才培训
和引进，抓准抓好对经济发展有
带动和辐射作用并能形成规模优
势 的 重 点 项 目 和 拳 头 产 品 。 其
间，舜宇集团同浙江大学“厂校
联袂，依靠科技，拓展外向”，开
发出市场前景广、科技含量高、
产业带动力强的名牌产品。

发 展 没 有 止 境 。 1991 年 到
1995 年间，宁波乡镇工业产值占
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半
壁江山”上升到“五分天下有其
四”。

5年间的一组组数据，是那个
时代的生动记录：

1995 年底，宁波乡镇企业已

有 87599 家，从业人员 115.67 万
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
人才 3 万余人，比 1990 年底增长
52.86%。约 20 万人次参加了学历
教育和技术培训。全市乡镇企业
共上缴税金近100亿元，乡镇企业
占全市的财政收入比重在 50%以
上。各地乡镇企业用于哺农建农
资金累计约10亿元。

全市乡镇企业开发市级以上
新 产 品 1938 个 ， 平 均 每 年 388
个，创部级、省级、市级名牌产
品 27 个，获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124 项，有 10 个单位被评为全国
乡镇企业科技进步先进单位。技
术改造资金投入累计达 135 亿元，
乡镇企业科技进步因素对产值增
长贡献比重达59.7%。

全市149个镇 （乡） 中，工业
产值超 15 亿元的镇 （乡） 有 22
个，超亿元的村 43 个，超亿元的
乡镇企业 100 余家。1995 年由农
业部公布的全国 1000 家最佳经济

效益乡镇企业中，宁波占 24 席。
“八五”期间工业园区建设开始起
步，至 1995 年全市已建县 （市）、
区级工业园区41个。

全市乡镇企业中外贸出口创
汇生产企业 2013 家，其中，享有
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 21 家。五年
间，累计兴办三资企业 1352 家，
有 59 家 企 业 在 境 外 办 起 实 体 。
1995 年 ， 完 成 外 贸 出 口 交 货 值
145.8 亿 元 ， 比 1990 年 增 加 1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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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虑远。就在乡镇企业发

展辉煌的时候，宁波开始在全市
推行乡镇企业改革。

宁波乡镇企业在创办初期，
主要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这对
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过积极
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这种机制的局限性逐步暴露
出来，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不
断深化和非公经济迅猛发展的情
况下，乡镇企业机制优势加速弱
化。

省里也意识到了这个共性问
题。就在 1991 年，浙江省以绍兴
和杭州作为试点，开始多途径推

进乡镇企业改革。当时，省内各
地组织考察团，前往学习取经。

鄞县也去学习过，但没有全
盘照搬绍兴和杭州的做法。他们
认为，乡镇企业的病，根子在产
权制度上，所有者缺失、产权不
清、政企不分，又缺乏有效的约
束监管机制。与其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不如对症下猛药，直接对
产权制度“动刀子”。

1992 年底，鄞县酝酿已久的
乡镇企业改制方案正式启动。县
里抓住两个重点环节，即集体资
产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障机制建立
完善，先后出台 18 个规范性政策
文件，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通过改革，在 1994 年底，鄞县初
步建立起多层次、多种所有制共
同发展的经济格局。

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就其实质而言，是为探索公有制
的多种实现形式，把产权制度改
革 和 转 换 经 营 机 制 、 转 变 经 济

增 长 方 式 和 加 强 集 体 资 产 管 理
结 合 起 来 ， 进 一 步 解 放 和 发 展
生 产 力 。 宁 波 立 足 于 遵 循 市 场
经 济 规 律 的 要 求 ， 由 点 到 面 开
展乡镇企业转制的规范完善提高
工作。

通过规范完善提高，转制企
业 内 部 的 法 人 治 理 机 制 得 到 健
全。全市 3280 家企业建立健全规
章制度，占应完善总数的 99.8%；
851家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企业建
立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以
及集体资产管理制度；1158 家企
业完善了企业内部重大事项和经
营者离任审计制度；2541 家企业
建立年检年审制度和财务监督制
度；2251 家企业建立企业转制档
案及管理制度。

同 时 ， 全 市 149 个 乡 镇 中 ，
122个建立了社区成员代表会、集
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和集体资产经
营公司，依法行使对镇级集体资
产的管理。村级集体企业和参股
企业由村经济合作社依法行使集
体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

蹄疾步稳，行稳致远。20 世
纪 90 年代中后期，宁波各地纷纷
完成乡镇企业改革。1997 年，宁
波全市乡镇工业经济总量跃居全
省首位，居全国计划单列市第一
位。

细岭党的联络处遗址

庆祝新中国成立 周年
聚焦时代链条上的宁波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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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乡村振兴”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回首征程，宁波人忘不了，乡镇企业在宁波经济发展史上写下的辉煌篇章，更忘不

了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立下的赫赫功勋。
如今，一大批脱胎于乡镇企业的现代企业，正昂首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过往，风

云激荡的难忘岁月，折射的正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深刻变迁。

“洗脚上田”的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余德富 摄）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宁波青春服装厂 （雅戈尔集团前身）。

1984年罗蒙西服厂刚创办时，借用乡政府的一幢办公楼作厂房。

细岭党的联络处遗址 （纪念
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