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区经济的新发展和新经验

— 关于浙江省十个山区县的调查综述

张 德 喜

浙江省是
“ 七山一水二分田

”
的地理结构

。

山区经济繁荣与否
,

对全省的四化建设关系

极大
。

为了了解山区情况
,

1 9 8 6年 3 至 7 月我们先后对临安
,

桐庐
、

富阳
、

安吉
、

遂昌
、

仙

居
、

庆元
、

三门
、

景宁
、

泰顺等 10 个山区县 (约占全省山区县的三分之一 ) 进行了调查
,

获

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 ’

这 10 个山区县共有人 日 3 44 万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3 10
。

17 万人
。

山地 2 4 5 8万亩
,

人均 7
。

1亩 ,

耕地 2 3 1
.

7万亩
,

人均。
.

67 亩
。

从地理条件来看
,

临安
、

富阳
、

桐庐和安吉县地处浙北
,
离杭州较近 , 仙居

、

三门县在浙

江中部 ; 遂昌
、

庆元
、

景宁和泰顺在浙西南
,

紧靠福建省
。

这 10 个县基本上代表了浙江省的

不同类型的山区县
. 「

-
一

,
一 卜 一

,

从经济发展情况看
,

可分三种情况
。
第一种是靠近杭州的临安

、

富阳
、

桐庐
、

安 吉 四

县 ; 山区经济发展比较快
,
农民收入已达到和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

人均收入分别为 4 50 元 至

55 。元
,
一部分农户已开始富起来

,

这是全省第一类型的山区县 , 第二种是遂昌
、

仙 居
、

庆

元
、

三门四县
,
代表一般山区

,

这几年经济有很大发展
,

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 300 元至 450 元
,

绝大多数的农户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 第三种情况是景宁和泰顺县
,

属于全省重点扶持的贫困

县
,

去年人均收入还不到 20 0元
,

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

现从以下几方面概述 山区经济的发展经验和间题
:

山区种养业的新发展

种养业
,

指除林业和粮食生产以外的种植业和饲养业
,

是山区商品生产的主要部分
。

这

几年山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之一
,
就是种养业的新发展

,

开始改变了山区单一 经 营 的 格

局
。

这种新发展的种养业
,

主要利用山区山地多的优势
,

在山上做文章
、

挖潜力
,

把山区的

各种资源优势逐步转变为商品优势
。

一
、

兴起一般
“
水果热

” 。

几年来
,

水果销路好
,
经济效益高

,

激发了山区农民的积极

性
,

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山区种植的各种水果
,

如柑桔
、

青梅
、

黄桃
、

水蜜桃
、

晚三节梨
、

雪架
、

红心李
、

杨 梅
、

批把
、

蔺萄
、

弥猴桃以及干果板栗
、

白果等等
。

根据遂昌
、

庆元
、

景宁
、

泰顺四个山区县统计
,
1 9 86 年春新发展各种水果 3

.

3万亩
。

实践证明
,

发展水果生产投资

省
、

投产快
、

收益期长
。

如富阳县受降乡十月村
,

1 9 7 6年在小山坡上种的 100 亩黄桃
,
1 9 7分年

就收入 20 00 多元
,

以后逐年增加
,
最多的一年收入 4

.

6万元
。

`

根据市场信息
,
板栗

、

白果等干果
,

国内外市场都很杨销
。

收购价格提高
,

山区农民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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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干果的兴趣也不断提高
。

特别板栗生产适应性很强
,

历史上各地都有生产
。

近两年来
,

一

方面采取嫁接的方法
,

把劣种改造为良种
、

低产改造为高产
。

如仙居县现有板栗 50 万株
,

拆
1

.

6万亩
,

其中一部分品种不好
、

产量很低
,
采取了有计划的嫁接改造

,

已嫁接 9万株
,

经过

改造的板栗
,

颗粒大
,

平均40 多顺就有一公斤
,

产量也大大提高
。

另一方面利用山地大力发

展新的板栗生产基地
。

二
、

大力发展竹笋生产
。

这几年竹笋在国内外市场畅销
,

销路久盛不衰
。

因此
,

山区的

竹笋生产发展很快
。

竹笋生产分两类
:
一类是毛竹山

,

原来单纯留笋养竹卖毛竹
,

现在对土

层厚
、

坡度缓的毛竹山
,

改为专业笋山或笋
、

竹两用山
,

这种毛竹笋既运往城市鲜销
,

又在

当地加工 出口外销 , 另一类是小竹笋
,

三年就可收益
,

旺产后一般亩产可达 1 0 0 0多斤
。

近几
,

年靠近杭州市的临安
、

富阳县山区发展很多
,

主要为杭州
、

上海等城市居民提供副食品
。

如

临安县板桥乡小竹已发展到近 1万亩
,

其中这几年新发展 2 0 0 0亩
,

共有32 个品种
,

1 9 8 3年竹

笋一项收入就有 1 00 多万元
,

占全乡农业总收入 8 00 万元的 12
.

5%
。

三
、

发挥 中药材生产优势
。

山区发展中药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

价格放开后
,

许多中

药材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中药材有多年生和一
、

两年生之分
,

并有很大的地区性
。

如景宁县

主产厚朴
、

杜仲等木本药材 , 庆元县是获荃的传统产地 , 临安县出产黄肉 , 仙居 县 生 产 元

胡
、

白术等
。

这些中药材生产已成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门路之一
。

如仙居县大陈乡
,

r

原来是白术
、

元参
、

元胡
、

芍药四味中药材的主要产地之一
,
过去在

“
左

”
的路线影响下

,
-

种药材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了
。

农民收入减少
,

1 9 7 8年人均分配只有 4 4
.

2 6元
,

成为一个贫

困乡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19 8 5年全乡人均收入达到了 5 0 6
.

7元
,

主要靠种药材实现了脱 贫 致

富
。

木本药材周期比较长
,

需要年年种植
,

以短养长
。

景宁县梧桐乡高演村
,

已坚持 15 年每

年营造厚朴林 5 0 0亩左右
,

到现在发展厚朴 7 4 2 5亩
。

1 9 8 6年第一批已可少量采 剥
,

到 1 9 9 0年

可大批采剥
。

按 20 年一个轮伐周期
, 1 , 90 年后每年 可 采剥 5 00 亩左右

,

每亩产 厚 朴 1 6 0。公

斤
,

产值达 24 00 元
,

加上木材部分
,

每亩收入 3 1 5。元
,

全村 189 户
,

户均厚朴收入每年有 9 2沁
元左右

。

一
’

四
、

发展多品种的 t 用 , 生产
。

这几年山区食用菌生产发展速度快犷 品种不断增加
,

有

香菇
、

黑 白木耳
、

蘑菇
、

平菇
、

凤尾菇
、

金针菇
、

草菇
、

猴头菇和竹荪等等
。

不仅国内市场

畅销
,

有些品种打进了国际市场
。 _

食用菌生产在多数地区是新发展起来的一项产 业
。

一 些
-

食用菌的传统产地近年来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

庆元县 19 8 5年产量在 60 0吨左 右
,

产 值 达 到
12 0 0万元

,

是全县除木材以外的第二大商品
。

为保护木材资源
,

现在正在大力推广
“
代料香

菇
” ,

并列入省的
“
星火计划

” ,

今后香菇生产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

五
、

恢复和发展食草性 ,
。

山区草资源丰富
,

为饲养牛
、

羊
、

兔提供了天然条件
。

这几

年来养长毛兔经济收益高
,

因此发展也最快
,

多数山区县的长毛兔饲养量 已超过历史最高水

平
。

如泰顺县 1 9 8 5年底长毛兔存栏达到 40 万只
,

比 19 84 年增加 15 万只
,

`

而且三分之一是西德
-

纯种兔
。

产兔毛 12 ~ 14 万斤
,

产值达到 520 方元
。

已成为山区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的重要门路
,

山羊生产开始恢复
,

发展山羊
, `

羊肉销路甚广
,

山羊板皮可供出口需要
。

同时
,

养山羊成本

低
、

周转快
,

养一只山羊连皮带肉可收入 50 至 60 元
。

因此
,

有规划地发展山羊生产已成为山

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扁个重要内容
。

如富阳县龙羊区
,

是纯山区
,

根据当地草资源情况全
区在

“ 七五
”
计划期间的前三年发展山羊 1 万只

,

相对集中建立 8 个山羊生产基地
,

招 86 年

上半年已办起了两个种羊场
,

商品羊已养 6 00 多只
。

当地供情社有 120 立方米的冷库
,

可存放

扮 2 6
.



幼吨羊肉
,

.

再办一个小型屠宰场
,

当地宰杀剥皮
,

羊肉进冷库储藏后运销外地
,

羊皮加工后

出口
。

养牛方面
,

山区农民过去只有养耕牛的习惯
,

近几年有的山区乡村养奶牛的积极性很

高
。

养奶牛主要为挂钩的奶制品食品厂提供鲜奶或炼乳
。

养一只成年奶牛
,

一年净收入 12 0 。

元左右
。

一

同时
,

还有一些山区农民根据当地特点
,

发展了特种饲养业
,

如养鹿
、

养蛇等
。

近几年山区新发展起来的种养业商品生产同过去比较
,

最大的不同点是突破了过去那种

零星分散的家庭副业型的
“
提篮小卖” 的传统

,

而是相对集中形成了一定经营规 模 的
“
拳

头
”
产品

。

因此在种养业规模经营方面出现了几种
「

新形式
:

第一
,

专业户
、

专业联合体和专业村
。

以一家农户来说
,

一般都不是小而全
,

而是
“
小

而专
”

的路子
,
一户以一个产品为重点

,

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
。

有些村以专业户为骨干
,

又

带动了专业联合体和专业村
,

成为一村一品
,

甚至一乡一品的专业生产
。

这种产品优势
,
不

仅有利于增强市场竞争的能力
,

而且有利于组织加工
、

推销
、

贮存
,

搞好配套服务
。

因此
,

务地出现了一批茶叶
、

水果
、

养兔
、

养羊和食角菌等不 同生产内容的专业户和专业联合体
。

如

庆元县 的香菇生产
,

过去都是以村或队为单位
,

集体外出生产
。

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后
,

转变为自愿联合组成联合体进行专业生产
。

19 85 年冬天全县共组成 2 4 0 0个联合体 (平 均

每个联合体五六个劳力 )
,

到 8 个兄弟省 85 个县
,

建立了 2 4 0 0个香菇厂
。

这种联合体一般采

取入股的办法
,

按股投资
,

共同投劳
,

按股分配的做法
。

如该县南峰乡莲花村以 菇 民 吴 周

金
、

吴周叶和吴周学三人负责
,
共 16 个劳力组成一个香菇生产联合体

,

每年冬春到江西省委

源县生产香菇
。

他们 16 个劳力每人为一股共 16 股
,

每股投资 7 5 0元
,

共 1
.

2万元作为香菇生产

的资本
。

联合体设兼职会计出纳
,

自己办食堂
。

每年生产的香菇
,

除去生产成本和费用
,

净

收入按股分配
。

这个联合体 1 9 8 6年每人在外省生产1 12 天
,

每个劳力分得 净 收入 1 0 0。元
,

比

上年 700 元增加了 3 00 元
。

\

第二
,

建立 了一批商品生产基地
。

这些种养业商品基地
,

一般具备三个特点
:
一是有一

定的规模
。

不论种植业和养殖业
,

生产都比较集中
,
种植业至少几十亩

,

或几百 亩 联 成 一

片
,

饲养业相对集中几十户或几个村
。

二是有挂钩单位
。

有经营部门或工厂同农户在自愿互

利的原则下签订产销合同
,

联合建设基地
。

挂钩单位从资金
、

物资等方面给予扶持 , 生产者

的义务是按合同规定全部或按比例把产品卖给挂钩单位
。

三是一般采用先进技术
。

种苗
、

种

畜
、

防疫治病
、

栽培管理等方面都采用比较先进的种养技术
,

因此
,

`

一般比非商品基地优质

高产
。

联合建设商品基地的部门
,

可分为工业生产部门和商品经营部门
。

城市食品工业或乡镇

工业部门到农村建设商品基地
,

·

主要解决加工的原料来源
。

他们通过经济上
、

物资上的扶持

措施
,

建设稳定的原料基地
,

保证工厂的正常生产
,

实际上这些商品基地是食品加工业部门

的
“
第一车间

” 。

如富阳县龙羊区的万市
,

、

南安乡的18 个村同杭州食品罐头厂联合
,

最近新

发展黄桃 3 0 0 0亩
,

由厂方无偿提供苗木 , 黄桃投产后卖给工厂加工罐头
。

商业部门同农户联

办商品基地
,

主要是商品归口管理部门同自己的业务密切结合起来
,

供销社
、

食品公司
、

医

药等部门主要建设内贸需要的商品基地
,
外贸部门建立出口外销的商品基地

。

景宁县是木本

药材厚朴的主要产区
, .

现在全县已发展厚朴1 .

9万亩 ( “
七五

”
期间再发展 2万亩 )

,

都是医

药公司和林业部门帮助农民发展起来的
,

为解决农户资金的困难
,

新发展一亩厚朴由医药公

司和县林业局无偿补助 3。元
。

今后成材采剥的厚朴由医药公司收购经营
。

一 2 7 生



第三
,

农户庭院经济
。

一部分山村的农户
,

居住比较分散
,

一个山番一两户
、

三四户
,

甚至单家独户
,

住房周围又都是山地
。

因此
,

自从山林生产责任制落实后
,

有计划地把房前

屋洁的山地划给当地农户作为自留山或责任山
。

农户对房前屋后的山地有了生产自主权后
,

根据山地条件不 同
,

进行规划
,

适宜种什么就种什么
。

家庭周围有竹笋
、

茶叶
、

各种水果
、

花卉
、

苗木等等
,

有的还挖鱼塘养鱼
,

家里又养猪
、

羊
、

兔和家禽等
,

这种庭院经济实行多

种经营和集约管理
,

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收获
,

农户收入很高
。

如临安县横塘乡蔡山村
,

共 65

户
、

1 16 人
。

他们利用
“ 一吞一户

”
居住

、

分散的地理条件
,

积极发展庭院式经济
。

经过三个冬

春的努力
,

全村农户在住房周围的 3 00 多亩低丘缓坡
,

全部种上了水果
、

竹子等多年生 经 济

作物
。

据调查
,

庭院经济用地的收入
,

一般每亩 50 。元左右
,

高的超过 2 0 00 元
。

随着庭院经济

的迅速发展
,

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
。

1 9 85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8乳元
。

其中户 收 入 50 00

元以上就有 7 户
。

.

如农民张全根
,

全家 6 人
, 1 9 85 年庭院经济收入加上运输收入

,
’

合计纯收

入超万元
。

林业生产的新转机

林业是山区的主要产业
。

发展林业生产
,

提供更多的木材资源
, 不仅有利支援社会主义

建设
,

也是山区农民的童要收入来源
。

向时
,

发展林业还直接有利于生态平衡
。

近几年农民造

林积极性很高
,

造林和育林计划年年超额完成
,

营林的科学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

林木蓄积

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

特别中
、 、

幼林增加较多
,

荒山疏林面积相对减少
。

如庆元县最近四

年来
,

几

平均每年营造衫术为主的用材林基地 2 万亩
,

比过去 10 年中每年造林增加一倍
。

据遂

昌
、

一

泰顺县的调查
,

1邪 5年钓林木蓄积量比功年前增长 16
.

色% `
,

这几年
,

林业生产发生新的转机
,

其内在动力是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
。

1 9 8 2年以来在林

业 讹三定
” :

基础上
,

这 10 个县的山林面积中的 21
。

7%划给农民作为自留山
;

石 3
.

2%为家庭承

包的责枉山 , 还留下”
.

1%为统管山
。

也就是说占四分之三的山林实行了家庭分散经营
,

克

服了长期以来林业生产上的平均主义分配的弊病
,
充分摘动了千家万户的积极性

。

从对这些县的调查来着
,

除自留山归农户自主经营外
,

各地都从当地实际出发
,

尊重群

众的意愿
,

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

具体有以下四种形式
:

一
、

户均承包安任山
。

这是最主要
、

数量最多的责任山形式
。

一般都是村合作经济所属

的农户
,

按人口或按人
、

按劳结合等办法
,

把大部分山林承包给农户家庭经营
,

一般承包期

为20 年左右
。

山林承包到户的
,

原来山上的林木归集体
,

新增长的归农户
,

并规定交纳林业

特产税和育林基金及上交集体一定比例的积累
。

二
、

大户承包斑任山
。

这是除均包责任山以外的一部分远山
、

高山
。

采取招标的办法
,

有经营能力的大户承包经营
,

有的几十亩
,

有的儿百亩
,

甚至上午亩
,

办家庭林场
。

承包期

20 年左右
,

造林成材后收益比例分成
,

一般集体和大户二八或一九分成
。

三
、

琦绝区承包资任山
。

这是擂花山承包的一种好形式
。

过去这些插花山由 于 离 村 较

远
,

难以管理
,

多数插花山长期荒芜
。

近几年来
,

各地播花山采取由所在地村的农民承包
,

收益同山权所有的村分成
。

这样使擂花山得到造林和绿化
。

.
、

合服承包资任山
。

在承包大片远山荒山和插花山中
,

有一部分农民实行联户承包旅

形式
,

具体采取股份经济
,

按般投资和投劳
,

收益除上交后
,

按股分红
。

·

一 2每 .



五
、

统 , 山折股联曹
。

一部分村统管山面积比较大
,

对其中一部分中
、

幼林
,

实行全村

或全组农户折股联营的办法
。

按农户和人 口确定股份
,

按股筹集抚育管护经费
,

成材后
,

按

规定除上交国家税收和集体积累外
,

按股分红
。

这种形式算得出
、

看得到
,

促使广大农户都

来关心山林生产
。

这种折股联营也是一种统管 山的分配形式
,

受到广大农户的欢迎
。

桐庐县

折股联营的山林有 9 万亩
,

占全县山林面积的 5 %
。

六
、

统管山 I 护资任制
。

村或组的统管山有专人负责设点管护
,

由集体支付报酬
,

并根

据管护好坏实行奖赔制度
。

如工作认真
,

山林管得好
,

年终给予奖励
;
如工作马虎

,

树木被

偷盗
,

按规定赔偿
,

加强 了护林员的责任心
。

随着多种形式的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落实
,

各地新出现了多种造林形式
,

从过去集

体一把锄头造林
,

改变为多把锄头造林
。 ,

第一
,

农户单家独户造林
。

也就是千家万户在自己的责任山和自留山上造林
,

这是 目前

的主要形式
。

如泰顺县里光乡布益样村 25 5户
, 10 9 2人

,

子 1 9 8 2年建立林业责任制以后
,

花了

三四年时间户均造杉木林 1 0多亩
,

共计 3 0 0 0多亩
,
等于过去 10 年 集 体造林的面积

。

有 些 村

为鼓励农户多造林
,

还采取以林养林和以工补林的措施
。

如遂昌县拓岱口乡擦下村
,

从 1 9 8 6

年开始
,

在农户上交集体的山价款中拿出一部分以林养林
。

该村规定农户造一亩林
,

除国家

扶持外
,

集体补贴 15 元
,

促使农户多造林
。

第二
,

村
、

组集体在统管山上造林
。

造林形式 已不是过去 “大呼隆
”
的做法

,

而是采取

由农户承包造林、 签订合同
、

规定报酬
,

实行包造林
、

包抚育
、

包管护
,

兰五年后经验收合

格
,

交还集体管理
。

第三
,

农户联合造林
。

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
二种是村或组统一规划下进行的

。

如遂昌县

大茂坑村
,
每年由集体统一娜划设计

,
一

决定造林的山块
。

同时统一造林材种
、

质量要求
,

然

后在规划范围
’

内的承包户自造
、

4

自抚
。

国家扶持资金也按造林数量和质量计算到户
。

这个村
还规定哪一户不完成造林任务

,

就减少下一年的木材采伐计划
。

另一种情况是
,

为了成片和

便利管理
,

在一定范围内的承包户自愿联合起来造林
。

办法采取统一规划设计
、

统一上报验

收
,

分户造林
。

国家扶持的钱
、 :

物统一结算后
,

按亩数归承包户
。

第呀
,

入股造林
。

这是一种新的林业联合体
,

是在 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成的
。

庆元
、

景

宁县都有这样新的造林形式
。

如庆元县左溪乡高崇坑村
,

有1 1户农户向村集体承包 10 9 亩 荒

山
,

同集体签订了承包合同
。

这 n 户分为 n 股
,

造林
、

抚育都按股投劳
。

1 9 8 5年荒山上 已全

部造了杉木林
,

’

成材后
,

净收入二八分成
,

20 %上交集体积累
,

80 %归承包户按股进行分配
。

第五
,

专业户造林
。

近几年各地涌现出一批承包大户
,
专门经营林业

,

在造林户中占相

当比例
。

专业户直接向村集体承包大面积荒山
,
形成规模经营

。

专业户同集体签 订 承 包 合

同
,

收益实行比例分成
。

遂昌县湖山乡奕山村林业专业户朱占贤
,

全家 4 人
,

3 个 劳 力
,

1 9 8 4年向平一村承包远处荒山 1 5 0 0亩 (承包期 30 年 )
,

分五 年 完成造林
。

两年来已完成 7 02

亩
,

国家已贷给无息贷款 1万元
。

舞六
, 国家和集休合作造林

。

一种是庆元县
撇

法
。

该县营林公司为一方
,

村集体或农户

霖踩翼套
.

寥髦瞿
,

完鬓纂里鬓
`

纂霎凳雾罄黔森霆纂霭套爵芸霆户允翼革
国盲月石畔杯物间惮排乡马于坑村签订台同

,

软合适林 2 万亩
,

现在已基本完成道林仕务
。

傲

孩稗仕有对跳珊杖计的前提下
,

由马于坑村组织投劳
,

国营林场付给报酬
,

共投资 26 万元
。



山权仍属村集体
,

林权归林场
,
成材有收益时

,

收回造林投资后
,

村和林场三七分成
。

第七
, 厂 户挂钩选林

。

以木材为原料的工厂
,

如造纸厂等企业为了解决原料来源间题
,

有计划地同集体或承包农户挂钩
,

建立原料生产基地
。

如景宁县造纸厂需要松木和松枝作原

料
,
该厂同农户直接挂钩

,

由厂方每亩无偿投资 4元
,

由农户在承包山上营造松木林
,

成材

卖给造纸厂
。

这个造纸厂 已建立松木生产基地 2 0。。亩
。

第八
,

国营林场造林 (略 )
。

山区乡镇企业的崛起

根据山区集体经济比较薄弱
,

资金和技术
、

人才短缺的情况
,

各地从实际出发
,

实行集

体
、

联户和个人一起发展
,

以小型企业为主
,

并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

扬长避短
,

充分发

挥山区资源优势
。

因而山区出现了乡镇企业崛起的可喜局面
。

据 10 个被调查的山 区县统计
,

1 9 8 5年乡镇企业产值达到 8
·

1 5亿元
,

平均每个县 8 00 0万元
,

其中发展较快的桐庐
、

富阳县
,

产值已超 2 亿元
。

山区乡镇企业的崛起
,

对开发自然资源
,

山林产品加工增值
,

调整山区产

业结构
,

安排山区剩余劳力
,
增加农民收入

,
都起了很大作用

,

已成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

重要途径
。

通过横向经济联合
,

商品交换
,

建立了新的城市与乡村
,

平原与山区的关系
,

对

交流科学技术
、

改变文化落后等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
有力地促进了山耳精神文明建设

。

根据已有经验
,

发展山区乡镇企业既不熊照搬城郊地区的发展模式
,

也不能硬套平原和

沿海乡村的做法
。

而应该从山区的实际出发
,
发挥山区的优势

,

发展适合山区特点的行业和

产品
。

尽管山区之间都有所不同
,

但综合归类
,

主要是以下三大类
.

-

`

气 发屁与种养业相联系的加工业
,
这是在发展种养业基础上发展加工工业的路子 f 可

分两种情况 , 一是加工传统的山林产品
。

过去山区习惯卖原木
、

.

原竹
,

现在开始在产地组织

一部分木竹和其他林产品的加工
, ,

达到了加工增值的目的
,

据庆元县调查
,

把杂木加工成地

板用材
,

把松木加工成缝纫机台板毛坯 , 都比卖原木增值二倩以上
。

如庆元县淤上乡综合厂

把杂木加工成地板用材
,

运往肆市装饰地板
,
每 “ `

垃方米杂水加工彝4 立方米地板用材
,

价

拼{蒸琳{
收入 1 50 万元

,

使农户和集体都富裕起来
。

_
·

二
、

开发性的乡镇工业
。

这是发展山区工业的又一大优势
,

源
,

包括石
、

砂
、

土
、

矿、 水等
,

都是兴办乡镇企业的有利条件
。

凡是山区都有多 种 自然 资

从各地已办的企业来看
,

又

分为三大行业
: l(t ) 建材工业

。

从利
『

用当地资源出发
,

有的烧石灰
、

水泥 , 利用高岑土
、

腊石
、

·

瓷土等
,

生产瓷面砖
、

彩釉砖等建筑陶瓷
,
还有的加工石渣

,

沙
、

石料等
,

为城市建

设服务
。

7 0 0万元
。

泰顺县这两年利用当地资源
,

办鹉了 6 个乡办建筑陶瓷加工企业
,

19 8 6年产值可达

( 幼 采矿业
。

在不破坏矿产贪瘾的前提下
,

有领导地开采各种小矿和尾矿
。

品种



有莹石
、

石英
、

腊石
、

锡
、

金矿等
。

如遂 昌县黄金
、

白银
、

莹石等矿产储量丰富
,

品位很高
。 、

全县 已发现金银矿点 70 多处
,

莹石储量 1 1 0 0万吨
。

这几年乡镇企业 已办起 9 家莹石矿
, 1 个

-

乡办小金矿
。

( 3 ) 建设小水电站
。

山区水力资源十分丰富
,

发展小水电已取得很大成绩
。

被调查的 10 个山区县在开发利用小水电上 已有一定的规模
。

如仙居县到 1 9 8 5年底已开发水力
-

资源 2 19 处
,

装机容量 2 1 8 3千瓦
,

去年发电 3 8 7 0万度
,

比 19 8 0年增长 70
.

1%
。

三
、

组织劳务翰出
。

把山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组织起来
,

到外地从事各种劳务
,

这是山

区发展乡镇企业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

各地的劳务输出
,

又分为两种
:
一种是劳力外出从事劳动

服务
。

许多中区农民都有一套传统的手艺
,

如采石
、

砌石
、

建筑
、

造桥等
。

当地乡镇企业部
,

门为他们提供服务
,

到全国各地承包开矿
、

砌石工程
、

造房子
、

筑公路和从事各种手工业
、

服务业
。

·

二是组织劳力到外地发展商品生产
。

这种劳务输出还起到传递信息
、

交流技术的作

用
,

有的地方由原来的劳务输出转变为在当地兴办乡镇企业和发展商品经济
。

此外
,

靠近城市的山区县也接受了一部分城市扩散的工业
,

如纺织
、

服装
、

机械零配件
-

加工行业和产品
。

如富阳
、

桐庐县
,

虽然是山区
,

但离杭州市比较近
,

扩散工业型的乡镇工
-

业
,

占一定的比重
。

山区同外地发展横向联合
,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

第“ ,

合资办厂
。

为了开发利用山区 自然资源
,

山区乡或村积极同外地的生产部门和工
-

厂等单位挂钩
,

联办各种乡镇工业
。

具体做法
:
一是共同投资

。

有的双方或几方均等投资
,

有的以入股的形式
,

按股投资
。

兴办的工厂为投资者共有
。

二是共同管理
。

联办企业的领导
一

班子
,

由联办单位派人共同组成
,

管理工厂各项经营活动
。

技术人员一般由外地投资单位派

遣
。

三是共担风险
。

联办工厂实现的利润
,

按规定的比例或按投资股份分配 , 如遇到亏损也
-

共伺承担
。

从许多联办工厂经营活动表明
,

一部分联办厂
,

实际上已成为外地参加联办单位
-

的分厂或车间
。

如统一使用大厂的商标
,

统一产品质量
,

统一推销产品等等
。

如三门县东部
一

乡同杭州酒厂共同投资联办的 “葡萄酒厂
”
就是这种形式

,

厂名为
“
杭州酒厂三门葡萄酒分

厂 ” ,

该厂生产的葡萄酒
,

使用杭州酒厂的商标
,

产品由杭州酒厂负责销售
。

类似这些联办厂

把城市工厂和山区工厂紧紧连在一起
,

实际上已成为互相依存的
“
母子厂

” 。

第二
,

产品补偿
。

不少山区的乡村
,

在兴办厂矿初期
,

为解决资金困难
,
向外地引进一

部分资金
。

一般采取无息借贷
,

然后几年内用产品归还抵偿借款
,

产品价格享受优惠价
。

这
-

样兴办单位和使用单位都有好处
。

兴办单位解决了办厂资金困难 , 需要产品的单位
,

有的是

经营部门
,

有的是使用单位
,

通过先预付一部分资金
,

既享受优惠价
,

又可控制一部分紧俏
;

产品
。

如富阳县禄诸乡办水泥厂
,

向上海机电部门借来无息资金 20 多万元
。

这个厂以不亏本
-

为原则的优惠价
,

分年供应水泥抵偿借款
。

第三
,

扩敬产品
。

一部分离城市比较近的山区
,
接受城市老厂扩散的设备或产品

,

直接
为城市加工产品

。

一般的做法是由城市工厂提供设备
、

原料
、

技术和包销产品 , 山区主要保证

劳力
、

组织生产加工
。

杭州市附近的富阳
、

桐庐等山区县
,

有一部分是城市工业扩散型的横
-

向联合
。

如富阳县润桥乡原来是杭州 自行车总厂的知青点
,

该乡在这个厂的帮助下办起了一

个自行车配件厂
,

主要生产链罩
,

供 自行车总厂配套
, 1 9 8 5年产值 2 00 万元

,
19 8 6年可以达

到40 0万元
。

’

第四
,

技术联合
。

不少山区乡镇企业向外地引进技术或人才
,

搞不 同形式的技术联营
,

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

庆元县的浙南铅笔厂
,

过去只能生产低档铅笔
。

1 9 8 5年同上海极



笔一厂挂钩
,

一方面庆元派人去上海学习技术
,

另一方面 由上海厂提供笔芯
。

这年第四季度

开始生产中档铅笔
,

每支价格由 2 分 3 厘提高到 5分
。

又如该县 电瓷厂生产瓷面砖
,

同温州

西山面砖厂搞技术联营
,

由该厂派人进行技术指导
,

保证质量
,

达到西山面砖厂的水平
,

电

瓷厂以利润的 12 %付给西山面砖厂作为技术报酬
。

有的还同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长期挂钩实

行技术承包
,

解决生产技术上 的难题
。

第五
,

产梢联营
。

有些乡镇企业同销售单位搞联营
。

产品由他们负责推销
,

实行利润分

成
。

如泰顺县九峰乡办莹石矿
,

同文成县矿业公司联合
。

该县龟湖乡叶腊石矿同温州地质部

门实行技术联合的同时
,

还同县矿业公司联合
,
都由公司负责产品运销

,

利润进行分成
。

桐

庐县柴埠丝织厂与北京西单百货公司建立长期销售关系
,

产品全部由该公司包销
。

为了鼓励城市和经济发达地 区到山区搞横向联合
,

省有关部门规定了一整套 的 优 惠 政

策
。

一是到山区投资联办 企业
,

税收上可享受乡镇企业的待 遇
,

到贫困县
、

乡投资办厂
,

可

减免工商所得税五年
。

二是实现的利润
,

可 以先分后税
,

投资单位分得的利润就 地 交 纳 税

收
,

投资地区的财政部门也得益
。

三是投资单位到山区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员
,

包括干部和技

术人员
,

报酬从优
,

有重大贡献的还可以重奖
。

这些经济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山区乡镇企业
,

发展不同形式 的横向经济联合
,

为加快山区发展提供了新经验
。

扶贫工作的新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山区经济迅速发展
,

10 个山区县的工农业产 值
, 1 9 8 5 年 比

1 9 8 0年增长6 8
。
8%

,

其中农业产值增长习5
.

1%
。

这五年的增长速度是历史上少有的
。

山区农

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
,

1 9 8 5年人均收入
,
不论比较好的和比较穷的山区县

,

同1 9 8 0年比较
,

一

增长幅度都在两倍以上
。

这也是破天荒的
。

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
,

加上历史上种种原因
,

还有一部分山区县和乡村
,

生产发展不快
,
农民收入很低

,

生活仍然比较困难
,

温饱间题没

有完全解决
。

被调查的 10 个山区县中
,

泰顺
、

景宁县是全省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

农民人均收

入都不到 2 00 元
,

贫困的面 比较大
。

如泰顺县 19 85 年农民人均收入 1 5 6元
,

比上年增加 35 元
,

但

据民政部门摸底
,

全县还有 1
.

5万户 (占全县农户的 2。%左右 ) 是严重 困难户
。

宁景县 1 9 8 5年

农民人均收入 185 元
,

比上年增加 3 .7 5元
,

但还有三分之一的乡人均收入在 1 70 元以下
。

其余

8 个县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州部分擂花贫困乡村和农户
。

如三门县
,

全县有 6 个贫困乡
,
1 70 个

贫困村
,

共有贫困户 77 60 户
,

占全县农户数的 10 %
。

为了尽快摆脱贫困面貌
,

近儿年各山区县在中央
、

省委支持下
,

在扶持贫困乡村和农户

方面
,

做了大量工作
,

取得了很好效果
,

开创了扶贫工作的新局面
。

从各地扶贫的内容和对

象来说
,

大体包括两个方面
。

一个方面
,

一

对贫困农户进行“ 家一户的扶贫
,

直接增加贫困农

户的收入或减少支出
,

帮助解决温饱倒题
,

进而脱贫致富
。

具体项 目有
: ( 1 ) 民政部门或

地方财政
,

专门拨出一部分资金
,

以有偿无息的办法
,

扶持农户发展投资省
、

见效快的种养

业生产
。

( 2 ) 规定特殊政策
,

对贫困户享受减免农业税
。

有的县规定连续减免 2 至 3 年
,

相应地增加贫困农户的收入
。

( 3 ) 在农村推行保险事业中
,

对困难的军烈属
、

复员军人和

严重困难户
,

代付保险费
。

主要是实行房屋财产保险
。

这样万一遇到火灾等
,

避免难上加难

或产生新的贫困户
。

如三门县民政部门为困难户代付保险费 2 万元
,

使这些农户的房屋财产
丁

得到了保障
,

取得很好的效果
。

此外
,

对少数无劳力的严重困难户
,

仍然以救济的办法
,

逐



户帮助他们解决吃饭
、

穿衣等生活困难
。

另一个方面
,

通过扶贫工作
,

在一个县或一个乡的范围内
,

增强自我发展商品经济的能

力
。

具体项 目包括
: ( 1 ) 兴建水利设施

、

改造低产田等
,

改善山区农业生产条件
。

( 2 )

以发展小水电为主要内容的能源建设占 ( 3 ) 加快交通
、

流通和农产品加工设施
,

增强商品

生产的服务能力
。

( 4 )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

有重点地发展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
,

扩大地方

材力的来源
。

如景宁县 1 98 5年列为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以后
,

中央和省安排该县以工代娠

项 目折资金 35 6万元
,

其中动工修建公路
、

机耕路 9 个项 目
,

水利工程 6个项 目
。

泰顺县 1 9 8 5

年安排扶持乡镇工业和县办工业资金 40 6
.

5万元
,

主要用于扩建和技术改造项 目
,

使一些县

办和乡镇工业很快形成或扩大生产能力
。

如该县西洋乡新建或扩建的 4个建筑陶瓷厂
, 1 9 8 5

年已陆续投产
,

实现产值 1 8 6万元
。

1 986 年又有新的扩大
,

预计产值可达到 4 00 万元
,

将 比上

年增长一倍多
,

上交税收 30 多万元
,

也将比上年增长一倍多
。

近几年各地的扶贫工作
,

从改革入手
,

从发展着眼
,

出现了很多扶贫工作的新经验
。

主
,

要从
“ 三方面

”
实行了转变

。

一
、

从单纯的生活救济转变为重点扶持发展商品生产
。

过去扶持贫困户
,

往往采取无偿

救济的办法
,

帮助他们解决吃穿等生活困难
。

实践证明
,

这种做法不仅
“
年年扶贫年年贫

” ,

而且还助长了某些困难户的依赖思想
,

效果并不好
。

因此
,

许多贫困地 区的扶贫
,

除了对少数

无劳力 的严重困难户
,

仍然进行必要的生活救济外
,

把扶贫工作转到帮助发展商品生产这个

重点上来
。

由过去的 召输血
”
转变为

“
造血

” ,

以调动贫困地区的内部动力
,

走主要依靠 自

己的力量发展商品生产脱贫致富的道路
。

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
,

关键是调动各部门扶贫的积极性
。

各部 门把主管的业务工

作同扶贫工作结合起来
。

国营商业
、

供销社
、

外贸部门从参与生产
、

收购产品等方面支持商

品生产 ; 地方财政
、

民政部门
、

农业银行
、

信用社等
,

主要从资金上有偿或无偿地扶持商品
一

生产 , 农业
、

林业
、

医药
、

乡镇企业等部门
,

从提供信息
、

技术辅导
、

经济扶助和组织加工
,

帮助农民发展商品生产
。

如三门县财政局为了扶持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

县成立了葡萄生产办

公室
,

从 1 9 8 2年起在东郭
、

亭旁等乡
,

发展酿酒葡萄生产基地
。

从县地方财力 中拨出一部分
_

周转资金
,

连同省
、

地支持的在内共 24 万元
。

由葡萄生产办公室配合有关乡村
,

统一组织葡

萄苗木
、

棚架等物资
,

用实物抵作贷款
,

支持农民发展葡萄生产
。

这些周转资金
,

待葡萄投

产后
,

逐年归还
,

不计利息
。

这样
,

根据不 占粮地
,

连片种植 50 亩 以上的要求
,

现在共有 31
一

个村 3 12 0户农户
,

种植了酿酒 葡 萄 2 1 00 亩
。

1 9 8 5年已开始投产
,

产量达到 60 万斤
, 1 9 8 6年产

量又比上年翻了一番多
,

为贫困农户摆脱贫困开拓了门路
。

二
、

从只注盆扶持粼体的生产建设项 目
,

转变为扶持一家一户和扶持维体项百相结含
。

过去对扶持集体项目比较重视
,

而对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则重视不够
。

近两年来
,

各县加

强 了一家一户的扶贫工作
,

重点帮助贫困户发展投资省
、

见效快
,

每家每户都能 千 的 种养

业
。

并在扶持资金的使用上
,

改变了过去平均分 配
、

普降细雨的做法
,

实行分期分批的扶贫
,

扶持一批脱贫一批
,

从而提高了扶贫效果
。

如泰顺县民政局 1 9 8 5年从 10 。万元救济款中
,

拨出

肋万元专门扶持贫困户发展种养业
,

共扶持贫困户 3 8 1 7户
,

占全县贫困户总 数 的 2 7%
。

平

均每户得到扶贫资金 1恤元
。

当年使 90 %的户增加了经济收入
,

一部分农户实现了当年脱贫
,

该县东安乡
,

用 2
.

5万元扶贫资金
,

扶持 了1 65 户贫困户
,

发展山羊 8 50 只
,

长 毛 兔 9 3 0。只 ,

二

种植蘑菇9 81 00 平方尺
,

使 80 %的户做到当年基本 脱 贫
。



同时
,

也不放松对集体项 目的扶持
。

只要这些项目是为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服务配套

哟
,

同样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

如泰顺县龟湖乡叶腊石资源丰富
,

过去由于交通不 便 难 于 开
二

采
,
去年乡里用扶贫资金修通公路后

,

解决了运输困难
,

叶腊石开采量迅速得到 大 幅 度 玲
加

。

三
、

从单一的资金扶贫转变为资金
、

信息
、

技术
、

流通服务等方面的扶贫
。

这就是搞好系
-

列化服务
,

即在市场信息
、

良种供应
、

技术辅导
、

防疫治病
、

产品推销
、

加工贮藏以及交通运输
等方面给以支持

。

特别是扶贫对象发展商品生产
,

要优先给予收驹和推销商品
,

及时使他价

得到实惠
。

搞好系列化服务
,

一般采取了两种办法
:
一种是以产品为龙头

,

由一个部门负责黔
底

,

进行全过程服务
。

如泰顺县的蘑菇
、

长毛兔
、

米椒等生产
,

除资金上扶助外
.

,

从了解市

场需要到组织农户生产
,

从技术辅导到产品推销
,

都是该县供销社系统一条龙服务的
。

另一
种由一个部门牵头

,

几个部门相互配合分工服务
,

一个部门包一个环节
。

如三门县 1 986 年拿

出一部分资金
,

专门扶持贫困乡彭赖乡发展白鹅生产
。

以农业部门牵头
,

直接到外县引进优
良苗鹅

,

发放到重点户饲养
。

并明确规定由农业部门进行技术指导
,

兽医部门承担防疫治病
,

`

生产的白鹅由食 品公司收购推销
。

发展山区商品经济的新课题

发展山区经济
,

随着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

自然经济向商品生产转变
,

对山区各级干部
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

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

研究和解决
。

这些新课题主要有
:

一
、

摄离商品现念和市场观念的问 .
。

山区农民传统的自给性经济思想根深蒂固
。

例如
,

不讲成本核算
,

不讲经济效益
,

不讲质量好坏
,

缺乏竞争观念
。

相当一部分农民发展种植业

仍然零星分散
,

饲养业还是家庭副业的模式
,

缺乏经营规模
,

商品量有限
,

形不 成 产 品优

势
。

同时种植业往往广种薄收
,

饲养业周期长
,

经济效益不高
,

农民收入也不多
。

又如市场
·

信息不灵
,

供求变化不敏感
,

商品生产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

以山区农民养猪为例
,

过去为了 自

己吃肉
,
花上一二年时间

,

养得三四百斤重的大肥猪
,

每到春节宰杀
,

除一部分鲜肉外
、
其

-

余都酪起来供全家吃一整年
。

现在仍用老办法饲养商品猪
,

由于猪过大
,

膘太肥
,

城市不欢

迎
。

如果不改养瘦肉猪
,

缩短饲养期
,
自给性生产不会转变为商品生产

。

因此
,

发展山区商品生产
,

首先要提高山区广大农民的商品观念和市场观念
。

具体可以

采取三种办法
,
一是咨询服务

。

有关经营和服务部门
,

通过各种渠道
,

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

外市场的信息
、

供求动态
,

通过不同办法
,

为农民提供咨询服务
,

使农民及时知道市场需求

情况
,

把咨询服务同农民的商品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

二是能人带头
。

充分发挥山区能人的作
-

用
,

一个乡一个村
,

都有一批信息灵
、

会经营的能人
,

一般已成为商品生产的专业户
。

要以

他们为骨干
,

带动周 围农民和乡村
,

提高农民对商品生产的认识
。

二
、

解决资金和人才不足的向砚
。

首先
,

对现在正常渠道的各项资金和扶贫资金以及各种
、

银行贷款
,

认真管好用好
,
发挥现有资金的最好使用效益 , 其次

,

要增加自身的资金积累
,

正确安排消费和积累的比例
,

扩大商品再生产 , 再次
,

要把现有技术人才使用得当
,

从政策
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

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作用
。

与此同时
,

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新 的 技 术人
才

。

另一方面
,

扩大横向经济联营
。

山区的干部不要怕
“
肥水外流

” ,

在已有经验基础上
,

.. 34
.



进一步打开山门
,

扩大横向联合的范围
,

从外地引进资金和人才
,

为开发山区资源
,

发展商

品 生产服务
。

三
、

抓好交通和流通的问万
。

有的山村
,

自然资源很丰富
,

但没有公路
,

许多山货运不

出去
,

用人力运输
,

运费成本大
,

失去竞争力
。

因此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自己 修 路 养

路
。

在流通方面
,

很多地方还单纯依靠国营商业或供销社的单一渠道
,

很不适应山区商品生产

需要
。

必须积极发展多成分
、

多形式的商业组织
。

重点要组织山区农民进入流通领域
,

发展第

三产业
。

引导乡
、

村合作经济办集体商业
,

农民联户或个人兴办 山货代理行
、

木竹行
、

货找

以及农产品交易市场等
,

逐步形成一个山区推销农产品的网络
。

山区还要积极兴办跨地区的

新型商业
,
到城市或销 区同有关部门联营

,

销售木材和其他山货
、

土特产 , 提倡到销区设立

商业
“
窗 口

” ,

一方面推销山区的土特产品
,

另一方面及时了解市场变化
,

反馈信息
,

指导

山区的商品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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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大学社会学系

1 9 8 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本科生
。

该系将以我国农村综合开发和

为主要研究对象
,

设有社会学原理教研室
、

应用社会学教研室
、

民俗

会学编译室
,

并且编有内部学术性交流刊物 《民俗研究 》
。

山东大学

强同国内外社会学界的联系
,

为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

(叶 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