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五”期间，宁波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均取得显著的
成就，兴建了动力机厂、渔轮厂、压缩机厂、通用厂等一批
骨干企业。图为动力机厂车间。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
人志士的共同追求和梦想。但直到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
中国后，这一梦想才有了付诸实践的历史
前提和现实基础。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的
国际环境和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落
后现状，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客观要求愈发
紧迫，中共中央由此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战略决策,同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
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并通过组织实施

“一五”计划来推进和落实。
1951年2月开始，在中共中央的领

导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三年准
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着手编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1953-1957）》（即“一五”计
划）。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
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1953
年，当“一五”计划的许多指标、比例关系
和相关内容还在仔细测算、逐步确定中，
全国各地就已开始执行“一五”计划规定
的建设任务，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中央要求
各省、市从实际出发，编制本地区的“一
五”计划。宁波由于地处东南沿海的国防
前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国家经济
建设的重要地区，其规划和建设也必须服
从于国家的战略布局和军事斗争大局。
因此国家没有在宁波安排苏联援建的
156项重点工程的任何一项，也没有与
156 项重点工程配套的重工业发展项
目。宁波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按照浙
江省的指标要求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因地制宜地推进“一五”计划的制定
和实施。

1956年6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简
称省人委）下达了《宁波专区发展国民经
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
《宁波市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年）》，主要从工业、手工业、
农业和商业4 方面规定了1957年要完
成的指标。按照省人委下达的计划要求，
12月8日，宁波专署首先细化了专区工
业、手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分配
给各地，并要求各地在年底前逐级分配给
基层单位，进一步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和创造性，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

划。1957年2月17日，专署又将专区农
业、商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下达给各
地，并要求各地在检查计划时实事求是地
加以总结，提高计划水平，激发全体人民
对实现五年计划的信心和决心，力求完成
计划所规定的任务。

在省人委正式下达宁波市“一五”计
划要求前，市计划委员会于1956年3月
编制了《宁波市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
计划主要指标》，从基本建设、工业（包括
手工业）、商业、农业、运输、文教卫生和劳
动工资7个方面，对“一五”期间的全市发
展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划。6月，接到省人
委下达的计划要求后，市计委对原有的指
标进行了修订、补充。

“一五”期间，宁波专区、宁波市的广
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团结协作、增产节约，各条战线均
取得了可喜成绩，提前于1956年胜利完
成了“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到“一五”
时期末的1957年，宁波工农业总产值达
到18.93亿元，比1952年增长49.41%，年
均递增8.36%。农、轻、重结构，依次为
70.53%、25.07%、4.40%。

农业生产取得好收成。“一五”时期，
宁波虽然遭受了干旱、台风、洪涝等自然
灾害，但是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品种、推广
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方式、消灭病虫害等
措施，克服重重困难，战胜自然灾害，使农
业生产取得全面丰收。除了1956年，“一
五”时期的其它年份，农业生产连年增
产。1957年，宁波的农业总产值为13.35
亿元，比1952年增长31.59%，年均递增
5.64%。

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一五”时期，宁
波广大工人群众，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和劳
动竞赛活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工
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就。宁波市“一五”工
业总产值于1956年3月提前22个月完
成，到同年8月，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一
五”计划的108.7%。到1957年，宁波的
工业总产值达到5.58亿元，比1952年增
长121.01%，年均递增17.19%。其间，宁
波还兴建了动力机厂、渔轮厂、漂染厂、针
织厂、床单厂、纺织器械厂、印刷厂、瓷厂、
食品厂、压缩机厂、通用厂等一批骨干企
业。

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增长。“一五”时
期，宁波的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2884万元，其中，1957年为849万元，比
1952年的172万增长了近4倍。基本建
设投资，较好地贯彻了为生产服务的方
针。“一五”期间，专区新建的第一座大水
闸——鄞县铜盆水闸建成，受益范围达鄞
县、奉化两县的23个乡，共16万亩农田；
专区第一个抽水机站——鄞江抽水机站
建成，使7000亩稻田得以机械灌溉；专区
第一个拖拉机站——慈溪农业机器拖拉
机站建成开耕；宁波港第一座靠泊能力为
3000吨级的钢质浮动码头，在白沙沿港
动工兴建。

交通运输水平明显提高。“一五”期
间，中断近20年的杭甬铁路修复通车至
宁波市郊庄桥，国家自制的第一艘沿海客
货轮“民主十号”首航宁波。1957年，宁
波的货物运输量达到221万吨，为1952
年的4倍多。客运量为866万人次，为
1952年的7倍多。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
为60万吨，为1952年的2倍。

此外，“一五”时期，地方财政收入增
长较快，1957年，宁波的地方财政预算内
收入1.32亿元，比1952年翻了一番。邮
电事业也得到了发展。1957年，宁波的
邮电业务总量为393万元，订销报刊累计
达1476.72万份，电话机装机市内2115
部，农村746部。

“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极大地激
发了当家作主后的宁波人民对于国家建
设的无比热情和磅礴干劲，提前一年实现
各项主要指标，显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推动了宁波经济、社会的协调
发展和社会面貌的迅速改观，为宁波地方
工业的建立和工业化的推进提供了必要
条件，为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奠
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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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在宁波

1956年，宁波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图为工人群众报喜队伍的游行场景。

实施“一五”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