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全建制支边考察

李 明 启

内蒙古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是从山东烟台市全建制迁入呼和浩特 市的一家工厂
。

该厂位

于呼市西北郊
,

占地面积为 32 万平方米
,

现有职工 1 , 7 28 人
。

从 1 9 6 5年筹建搬迁
、

破上动工
,

19 6 6年 10 月正式迁入呼市
,

至今已经二十年有余了
。

该厂不断扩大
,

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

产

品不断创新
,

质量也不断创优
。 1 9 8 0年有一种产品获国家银质奖

, 198 3年有三种新产品获国

家经委颁发的优质产品证书
。

该厂生产的各种卡盘
,

年产量 占全 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一半
,

出口量 占全国出口卡盘的 80 %
。

产品畅销于东南亚
、

欧洲及加拿大
、

美国
、

香港等四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
,

平均每年创汇 150 万美元
。

为了深入调查全建制迁厂支边的利弊
,

我们设计了一份问卷
,

分发给该厂 15 个车间和科

室的 38 3名职工
,

收回问卷 3 30 份
,

其中有效间卷 32 7份
。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

表一 调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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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中
,

职工对该种支边形式的利弊谈了许多看法
,

情况大致如下
:

有利的方面
: ①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帮助边远落后的地区发展工业

,

一定程度地改变了全

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
,

同时迁厂支边对硫散沿海和内地人 口
,

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 ②从

人力
、

物力
、

财力等方面支援了边疆建设
,

促进和发展 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生产
,

在为农

牧业生产服务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

增强了民族团结 , ③为边远地区培养了新的一代技术人才
,

同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 ④填补了内蒙古在卡盘等机床附件生产上的空白 , ⑤大大

改变了边区基础工业技术落后的面貌
,

加快了边区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开发
,

促进了少数

民族地区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 ; ⑥该种支边形式利用了边区的设施
,

节省基建费用
,

投产

快
、

见效快
。

存在的不利方面
: ①利用旧设施

,

基建系统规划受到限制
,

配套不齐
,

生产条件与生活

设施也不相适应 ; ②边远地区工业基础薄弱
,

同行业配套厂少
,

缺乏专业化联合公司
,

使生

产协作
、

技术提高及产品更新受到一定的限制 , ③原材料大部分来 自外地
,

造 成生 产 周 期

长
、

资金周转慢
、

成本高
、

效益低 , ④交通不便
,

信息不灵
,

与外协作
、

竞争不利
,

从而影

响企业 白身发展多 ⑤企业各种社会负担过重
,

牵扯人力过多
,

投入的物力
、

财力不断增加
,

使企业发展速度缓慢
。

除 r 上述这些不利于生产发展
、

技术改造的因素之外
,

工人们较多地提出的是
,

迁厂支



边给他们的经济生活造成困难
,

给他们的精神带来很大负担
。

这些社会间题主要表现在哪些

方面呢 ? 由此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一
、

支边要从实际出发
,

形式多样化
,

坚持支边人员来去自由
、

无后顾之优的方针

人老思乡
,

落叶归根
,

这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
。

对于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献给边疆

建设的该厂职工来说
,

也是如此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由于沿海地区发展较快
,

烟台

和内蒙古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了
,

进一步促使职工调回迁出地
。

截至这次调查
,

当年随厂迁

来的 1 , 1 10 名职工
,

只剩下 49 3人
,

其余大部分调往烟台
,

近百名职工迁往山东牟平县工作 ( 该

县与机床附件厂联合办了一个分厂 )
。

工人们说
,
大门路的回烟台

,

小门路的回牟平
,

没门

子的留呼市
。

这种思乡欲归的普遍要求
,

还可以从调查统计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

我 们 在

“ 思归与否
” 一 栏中提出下面三个小问题

:

1
.

多年来您是否想调 回迁出地或原籍?

统金}
·

结果
:

不想调回迁 出地的 8 人 ; 认为
“

内蒙古也有它的特点
,

所以也想也不想
”

的 1

人 ; 未填者 n 人 ;
其余 3 07 人都想调回迁出地或原籍

,

占3 27 人的 9 3
.

8%
,

他们大都 填 写
:

“ 想过
” 、 “ 想得厉害

” 、 “ 一直在想
” 、 “ 天天在想 ” 、 “ 月月在盼

” 、 “
朝思暮想

” 、

“ 时刻在想
” 、 “ 梦中都想 ” 、 “ 全家都想回

” 、 “
谁不说俺家乡好

” 、 “
从来那天就没断

想 ” ,

等等
。

2
.

您认为想回未能如愿的原因是什么 ?

表二 您认为想回未能如愿的原因是什么 ?

214531223

( 1 )
“

党风不正
,

个人没本事
口 , “

无权
、

无钱走后门
,

( 2 )
“

组织不批回不成
,

( 3 )
“
烟台无接收单位

” , “

无住房
”

( 4 )
“

说不清楚
,

( 5 )
“

年老无人要
”

( 6 )
“

没有照顾支边人员的政策
”

( 7 )
“

不符合调回条件
”

〔8 ) 未填者

从统计中进一步看 出
,

那些有实际困难的职工一方面对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不满
,

另一 方面又苦于 自己没有本事
,

没有门路
,

无钱送礼
,

于是大都仅仅处在
“ 想回 ”

与
“ 盼

望
” 之中

。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数字中
,

看出这种盼望回老家的倾向
。

当年 3 27 名职工中
,

迁 入 时

未婚者 77 人
,

至今都 已结婚
,

其中与当地人结婚的有 6 人
,

与外地知识青年结婚的 7 人
,

其

他 64 人的配偶都是外地人
,

主要是山东老家人
。

一些工人为调 回烟台
,

有的绞尽脑汁
,

寻找门路
;
有的让子女提前顶替

,

自 己 退 休 回

去 ; 有的找大夫开假证明
,

等等
。

调回山东的职工一些人改行
,

或改换工种
,

不能正常地发

挥自己的专长
,

因为调时不管对 口不对 口
,

只要调回去就行
。

近年来
,

由于部分职工先后调

离内蒙
一

占
,

使原来未打算调离的工 人也开始不安心于工作
。

随着职工年龄的增长
,

这种连锁

反应日益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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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今后的打算如何?

表三 您今后的打算如何 ?

数一

一
一

人一被 调 查 者 填 写 的 具 体

“

扎根内蒙古
,

与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边疆
”

“
迫切想回烟台

” , “

有机会就回专二
“

服从组织安排
, , “

依靠组织调回去
”

内 容 分 类

7124338213317112拐7
,“532241429

“

希望你们帮助我们解决回烟宣问题飞
“

找门路
、

动脑筋
,

想方设法为回烟台而奋斗
”

“

落叶归根
,

退休后 回烟台
”

“

听天由命
”

“

万般无奈
,

定居内蒙古
”

“

盼上级制定出支边人员有关政策
,

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
,

“

耐心等待
”

“

调不成就退休后回去
” “

让儿先走
,

退休去他那
”

“
决心回上海

,

解决两地生活
”

“

不知说什么好
” , “

无可奉告
” “

不清楚
”

“

左右为难
: 回

,

留下儿女 ; 不回
,

家有老父老母
”

“

走不了好好在这干
”

“

不敢多想
,

活一天少一天
,

干一天算一天
”

“
打算再好难实现

,

没用
”

、7、、j、j、户J
上月山汽j4

了.、廿了、
子了、护、̀

引创刘幻叫10)11)12)13)14)15)16)17)

( 18 )
“

人往高处走
,

水往低处流
,

哪里生活好
,

就到哪里安家
”

(19 )
“

只好死在内蒙古了
”

( 2 0 ) 未填者

为了避免今后再出现此类弊端
,

要在支边年限
、

年龄上做出适当规定
,

使支边人员有来

有回
、

来去自由
。

由于支边年限可长可短
,

必然出现支边形式的多样化
。

而且随着党和国家

对边区开发建设的高度重视
,

随着东西互助
、

联合开发领域的不断扩大
,

随着边远地区经济

社会的深入发展
,

内地和沿海地区必然出现以不 同形式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潮
。

这些形式主要

是 : 义务文边
、

轮换支边和自愿长期支边
。

义务支边
,

就是说建设边疆
、

支援边疆人人有责
,

它是我国每一个公民的光荣义务
。

义

务支边一般二年为宜
,

对 口实行智力
、

技术
、

劳力支边
。

从国家机关到企事业部门
,

都应当

有计划
、

分期分批地组织这种义务文边
。

为发展边远地区的教育事业
、

帮助各地培训中小学

教师
,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 已带了义务支边的头
。

轮换式支边
,

与义务支边相同的是支边人员的人事关系
、

户 口均在原单位 , 不同的是
,

其主要任务是传授技术
、

科学知识
,

协助攻关
,

共同开发 , 支边年限从实际出发
,

不作硬性

规定
,

短则一
、

二年
,

中则三
、

五年
,

长则七
、

八年
。

这种流动式
、

轮换式的支边形式
,

是开

发建设边远地区
,

实施中
、

短期工程建设的重要途径
。

其优点是
.
第一

,

利用外地人才
,

开

发本地智力资源
,

培养
、

训练本地技术人才
,

这是开发建设边远地区的捷径 , 第二
,

受训人

员土生土长
,

安心于当地
,

这种立足当地
、

就地取材育才
、

发展当地的办法
,

符合自力更生

原则 , 第三
,

支边受聘人员来去自由
,

无后顾之优
。

长期志愿支边
,

是指参加边远地区较为长期的工程建设和开发项 目
,

人事关系和户 口转

往迁入地的一次性迁徙的支边
。

历史上的迁厂支边和 目前一些地区的长期招聘各 类 技术 人

才
,

均属此类支边
。

长期志愿支边的年限可定为 10 一 15 年
,

一般不超过 20 年
。

根据迁厂支边的历史经验
,

今后
,

在支边年龄上可相应地作出如下规定
: 义务支边人员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岁 , 志愿长期支边人员年龄应在 2 0一 4 Q岁之间
;
轮换式支边人员年龄可适

当放宽到 55 岁
。

同时
,

还应 作出允许支边人员返回迁出地并予 以妥善安排的规定
:
轮换式支

边合同期满后
,

有关人员返回原单位
,

对他们的工作要认真负责安排 ; 对支边中有功人员
,

要给予奖励
。

长期志愿支边人员到了支边年限
,

愿继续留在边远地 区工作的
,

欢迎 , 欲返回迁

出地工作或退休安度晚年的
,

欢送
;
对他们的工作

,

住房
、

搬迁费用
,

保证安度晚年等各项

待遇都要由迁出地和迁入地政府作出明文规定并坚决遵照执行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广大支边

人员安心于边疆
,

积极为建设边疆贡献 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

二
、

参加支边工作应以自愿为主
,

要考虑支边人员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困难
,

把铃要与

可能结合起来

在问卷中
,

调查对象几乎都提到支边要
“
自愿

” ,

不要 “ 一鞭赶
” 。

当年该厂支边中确

实存在一些
“
左

” 的做法
:
上级文件明确规定

,

凡迁厂掉队职工
,

国营企业一律不准安排其

工作
。

该厂更进一步规定
:
无论是不是独生子女

,

也无论身体健康况状如何
,

凡本厂职工必

须搬迁 ; 做了思想工作不迁者
,

是党员开除党籍
,

是团员开除团籍
,

是国家正式职工开除公

职
,

注销户 口
、

没收粮证
。

在这种严厉的组织措施面前
, 3 27 名职工中有 44 名独生子女职工

(占1 3
.

4 5% ) 和 22 名 (占6
,

7% ) 患有疾病的职工都只好迁来
。

当然
,

即使是独生子女和身

患疾病的职工
,

当年也有积极报名支边的
。

但从调查结果看
,

当时积极要求
、

自觉 自愿来边

疆的是少数
。

请看下列统计
:

表四 职工思想状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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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
, 3 27 名职工中

,

当年属于第一种思想状况的要高于现在填写的数字
。

即便如

此
, “ 不想来

” 、 “
很不想来

” 、 “ 只好迁来
”
的占大多数

,

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

身患疾病的职工
,

迁入后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
,

生活不习惯
,

有的又进而患上气管炎
、

甲状腺喉炎或肺炎等疾病
。

因此
,

这部分职工先后迁回了烟台
。

当年迁来内蒙的 1 50 多名独

生子女
,

至今仍有 50 多人没有调回烟台
。

多年来
,

两地生活给这部分职工家庭生活带来很大

负担
。

该厂动力车间几位师傅向笔者诉说了他们的苦衷
: 一位师傅从小丧母

,

靠 父 亲 拉 扯

大
,

他婚后不久来内蒙古
,

为照顾孤独的父亲
,

只好将媳妇和孩子留在家乡
。

全家在一起时
,

四十来元过得去
,

可一人迁出在外
,

开支大
,

无钱赡养妻子
、

老人和儿女
。

那年月
,

农村搞

穷过 渡
,

我们不难想象这家人是怎样熬过来的
。

另一个师傅
,

其母 82 岁
,

无人照管
,

只好把 14

岁的女儿送回烟台
,

边上学边照看奶奶
。

老奶奶每逢佳节倍加思念在内蒙古工作的儿子
,

常

劝孙儿回内蒙古
。

还有一位师傅
,

老母 75 岁
,

孤独一人
,

行动不便
,

吃水困难
,

只好靠一个

外甥每隔几天担一次水
。

老人气急地说
: “

养儿无用 !
”

这位师傅说
,

不是我做儿子的不孝
,

实在没办法
。

这都是当年搬迁时不考虑我们独子的家庭生活造成的后遗症
。

调查中许多师傅

说
,

多年来就怕老家来电报
,

不是亲人病危就是故
一

去
,

确实令人揪心
。

在问卷
f

}
, ,

一位师傅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岁 , 志愿长期支边人员年龄应在 2 0一 4 Q岁之间
;
轮换式支边人员年龄可适

当放宽到 55 岁
。

同时
,

还应 作出允许支边人员返回迁出地并予 以妥善安排的规定
:
轮换式支

边合同期满后
,

有关人员返回原单位
,

对他们的工作要认真负责安排 ; 对支边中有功人员
,

要给予奖励
。

长期志愿支边人员到了支边年限
,

愿继续留在边远地 区工作的
,

欢迎 , 欲返回迁

出地工作或退休安度晚年的
,

欢送
;
对他们的工作

,

住房
、

搬迁费用
,

保证安度晚年等各项

待遇都要由迁出地和迁入地政府作出明文规定并坚决遵照执行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广大支边

人员安心于边疆
,

积极为建设边疆贡献 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

二
、

参加支边工作应以自愿为主
,

要考虑支边人员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困难
,

把铃要与

可能结合起来

在问卷中
,

调查对象几乎都提到支边要
“
自愿

” ,

不要 “ 一鞭赶
” 。

当年该厂支边中确

实存在一些
“
左

” 的做法
:
上级文件明确规定

,

凡迁厂掉队职工
,

国营企业一律不准安排其

工作
。

该厂更进一步规定
:
无论是不是独生子女

,

也无论身体健康况状如何
,

凡本厂职工必

须搬迁 ; 做了思想工作不迁者
,

是党员开除党籍
,

是团员开除团籍
,

是国家正式职工开除公

职
,

注销户 口
、

没收粮证
。

在这种严厉的组织措施面前
, 3 27 名职工中有 44 名独生子女职工

(占1 3
.

4 5% ) 和 22 名 (占6
,

7% ) 患有疾病的职工都只好迁来
。

当然
,

即使是独生子女和身

患疾病的职工
,

当年也有积极报名支边的
。

但从调查结果看
,

当时积极要求
、

自觉 自愿来边

疆的是少数
。

请看下列统计
:

表四 职工思想状况统计

思 想 状 况 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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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
, 3 27 名职工中

,

当年属于第一种思想状况的要高于现在填写的数字
。

即便如

此
, “ 不想来

” 、 “
很不想来

” 、 “ 只好迁来
”
的占大多数

,

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

身患疾病的职工
,

迁入后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
,

生活不习惯
,

有的又进而患上气管炎
、

甲状腺喉炎或肺炎等疾病
。

因此
,

这部分职工先后迁回了烟台
。

当年迁来内蒙的 1 50 多名独

生子女
,

至今仍有 50 多人没有调回烟台
。

多年来
,

两地生活给这部分职工家庭生活带来很大

负担
。

该厂动力车间几位师傅向笔者诉说了他们的苦衷
: 一位师傅从小丧母

,

靠 父 亲 拉 扯

大
,

他婚后不久来内蒙古
,

为照顾孤独的父亲
,

只好将媳妇和孩子留在家乡
。

全家在一起时
,

四十来元过得去
,

可一人迁出在外
,

开支大
,

无钱赡养妻子
、

老人和儿女
。

那年月
,

农村搞

穷过 渡
,

我们不难想象这家人是怎样熬过来的
。

另一个师傅
,

其母 82 岁
,

无人照管
,

只好把 14

岁的女儿送回烟台
,

边上学边照看奶奶
。

老奶奶每逢佳节倍加思念在内蒙古工作的儿子
,

常

劝孙儿回内蒙古
。

还有一位师傅
,

老母 75 岁
,

孤独一人
,

行动不便
,

吃水困难
,

只好靠一个

外甥每隔几天担一次水
。

老人气急地说
: “

养儿无用 !
”

这位师傅说
,

不是我做儿子的不孝
,

实在没办法
。

这都是当年搬迁时不考虑我们独子的家庭生活造成的后遗症
。

调查中许多师傅

说
,

多年来就怕老家来电报
,

不是亲人病危就是故
一

去
,

确实令人揪心
。

在问卷
f

}
, ,

一位师傅



以 )义务支边人员由原单位发给补助费 ( 包括差旅补助
、

地 区工资级差等 ); ( 2 )轮换

式支边人员应按双方合同或协议予以优惠待遇
; ( 3 )长期志愿支边人员的生活水平不能低

于内地和沿海
,

要较之迁入地同级人员工资高出 10 一 20 % ; ( 4 ) 支边 8年以上晋一级
,

15

年 以上晋 2 级
; ( 5 ) 长期支边人员到了支边年限迁 回迁出地

,

支边所在单位应负责其易地

费用 ; ( 6 ) 支边 20 年以上退休后回迁出地或原籍
,

支边期间的工资待遇不变
,

并发给
,

一次

性补贴 ( 支边养老金 4 , 0 00 元 ) ; ( 7 ) 义务和轮换支边人员除一年一次探亲假外
,

可享有

两年一次 ( 15 天 ) 探望父母假期
,

往返路费予以报悄 ; 长期志愿支边人员三年享有一次探望

父母假期
,

并 可坐卧铺
; ( 8 ) 支边期间

,

论功行赏
,

工作成绩卓著
、

贡献大的人 钱
,

要予

以物质和精神奖励
; ( 9 ) 对已够工作年龄

,

不再升学的支边人员子女
,

应优先安 排 其 工

作 ; ( 1 0 ) 长期志愿支边人员的独生子女
,

允许在支边人员的父母所在地落户
。

四
、

在精神上
,

给支边人员以各种荣誉

对各类支边人员要颁发
“ 支边光荣

” 证 书 ;
逢年过节发给支边人员家属

“
支 边 光 荣 之

家
” 贺信

、

贺联
、

贺历等
;
对支边有功者

,

要授予金
、

银质奖章
;
各级党政部门 要 大 力 表

彰
、

嘉奖支边模范和英雄人物
,

宣传他们的事迹
,

造成一个支边光荣
、

支边高尚
、

立 志 边

疆
、

献身边疆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尚
。

五
、

在办企业方向上
,

要防止企业自身的封闭性
,

坚持对外开放政策
,

使企业形成扩

散机制
,

成为国家和兄弟省市支援边疆建设的二传手

二十年来
,

该厂不得不创办和开设学校
、

商店
、

医院
、

托儿所
、

煤场
、

粮站
、

浴池
、

影

院
、

理发店
、

早点铺
、

邮寄点
、

菜站
,

等等
,

可谓麻雀虽小
,

五脏俱全
,

俨然一个小社会
。

仅以办学为例
,

该厂子弟学校 (十二年制 )建于 1 9 6 6年
,

现有教职工 76 人
,

中小学生 80 0多人
,

自创办以来
,

本厂投资 20 0多万元
;
技工学校创办于 1 9 8 0年

,

现有教职工 41 人
,

学生 1 50 人
; 职

工学校 (主要培训本厂职工 ) 创办于 1 9 8 0年
,

现有教职工 13 人
。

三个学校共有教职工 130 人
,

加上其它社会服务行业人员共计 27 0人
。

该厂常年动用数辆大卡车到区内外为职工拉运煤炭
、

大米
、

白面
、

蔬菜
、

水果
、

咸鱼
、

咸菜
、

红薯等
。

1 9 8 3年给职工分配生活煤 6 96 吨
, 19 8 4年是 8 60

吨 ; 1 9 8 3年拉运分配各种副食品 12 0
.

97 万斤
, 19 8 4年增加到 8 10 万斤 (包括生活物资 )

。

春

节期间
,

该厂一连几周需接送探亲职工和家属
。

这些都加重了企业负担 (人力
、

物力 和 财

力 )
,

影响 了企业的 自身发展
。

同时
,

这种 自身的封闭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
,

即企业难以解

决剩余技术力量
、

技术设备的合理转移
,

形不成对地方扩散机制
,

因而不利于带动和促进当

地企业发展
,

不能打破大集体
、

二集体
、

小集体的生产模式
,

加上职工子女大量顶替父母
,

近亲繁殖
,

又进一步使企业成了封闭式的家长式的企业
,

厂长
、

车间主任既是一些职工的领

导
,

又是他 (她 ) 们的
“
大爷

” 和 “
叔叔

” 。

其结果
,

使有技术
、

有能力的职工不断减少
,

职工队伍素质越来越差
,

各类人员的智能结构一定程度遭到破坏
,

生产能力和技术改造能力

难以提高
,

企业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

人才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

出现技术人才外流

现象
。

因此
,

今后国家有组织
、

有计划地西迁或开发建立的新企业
,

要避免历史
_

_

L 一 些 支 边

人
、

中型企业的 自我封闭状态
。 一

方而在支边规划时
,

要 首先考虑到各种服务问题
,

例如支

边人员无 论到哪里
,

一

首先要吃
、

要住
,

还要成家
,

生儿育女
,

因皿匕沈要在规划时
一

考虑列这些问



题 , 另一方面
,

要使企业成为开放型企业
,

积极采取智力
、

技术
、

劳力向当地扩散的各种方

针
、

政策和可行性的途径
,

使企业形成不断向地方扩散的机制
,

使更多的人走出去
,

充分发

挥作用
,

帮助
、

指导地方建厂
、

改造厂
、

培训技术人才
,

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

机
,

成为国家和兄弟省市帮助边远地区开发建设的二传手
。

这是开发建设边远地区
,

特别是

发展和建设边远地 区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方向和途径
,

也是支边企业自身不断向前发展
,

作

出更大贡献的正确途径
。

六
、

在开发建设边区总的指导思想上
,

要坚持东西互助
、

互惠互利
、

联合开发
、

共同

繁荣之原则

东西互助
、

互惠互利
、

联合开发
,

各取所长
,

各补所短
,

达到共同繁荣的 目的
,

这是开

发建设边远地区的正确原则
,

是被近年的实践证明了的一条新的可行的途径
。

所谓东西互助
,

就是开发建设边疆要建立在东西双方意愿的基础之上
,

建立在支边人 员

和应聘
、

接收地区和单位自愿基础之上的以彼所长
、

补己所短的互助合作
。

它既可调动边疆

的内力
,

又可调动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外力
,

使两股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并融合在曰起
,

为

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战略目标而奋斗
,

从而尽快地促进边远地区的开发建设
。

所谓互惠互

利
,

就是这种联合开发既要有利于边远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

又要有利于内地和沿海的现代化

建设
,

互相促进
、

共 同繁荣
。

互惠互利政策必然体现在东西互助的地区和部门双方利益上
,

也必然体现在对支边人员的优惠待遇上
,

因而它能够极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

主动性和

创造性
,

促进边远地 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

所谓联合开发
,

不只是在东出技术
,

西出资源
,

东

以 “
技

”
支西

,

西以
“
资

”
支东的一种形式

。

实践证明
,

联合开发只有发挥各 自的优势
,

扩

大再生产能力
,

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

只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联合开发
,

才能持久
,

才

能不断开拓新的联合开发领域
,

诸如城市
、

地区结对
,

进行综合开发 , 补偿贸易
,

实行能源

共同开发 , 行业对 口帮教
,

进行经济效益开发 , 引进人才
,

实行智力共同开发
;
扩散产品

,

实行产品共同开发
,

等等
。

总之
,

这种东西互助
、

互惠互利
、

联合开发的途径
,

可以避免上

述迁厂支边中出现的支边职工来时心里不 自愿
、

来后牵挂家乡父老
、

生活水平降低
、

思归忧

心忡仲
、

企业的封密性等弊端
,

使支边企业充满活力
、

不断开拓前进 ; 可以使支边人员发自

内心地把边远地区视为自己第二故乡
。

这样
,

开发建设边疆地区的宏伟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

硕果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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