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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腿子纷纷办厂
经济补充发展为经济支柱

上世纪 80 年代末，原本走南闯北钉秤的

吴龙法回到永康，放下了行担，办起了家庭工

厂。先是从事花边刀生产，后又立足四路绣

品市场生产纺配，再到从事铝锭制造，直到

1991 年，又创办市有色合金铸造厂生产发动

机缸盖，并多次进入纳税百强。

回顾40多年的历程，吴龙法坦言，能从农

民转变为企业家，多亏了改革开放的富民政

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

使永康的工业经济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

“墁塘之路”经验的推广，激励了有一技之长的

农民兴办家庭工厂，在全县掀起了一个办工业

的热潮。与吴龙法一样，许多泥腿子纷纷创办

企业。1983年底，全县有户办企业4000多家。

1984 年 12 月，中共永康县委出台《关于

乡镇企业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为个私工业

发展开了“绿灯”，永康城乡很快形成了“社

办”“队办”“联户办”“私营和个体办”四轮驱

动的格局。

1985 年底，全县已有乡办企业 295 家，村

办企业 525 家，联户办企业 913 家，个体企业

1962家，乡镇工业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达

到 1.89 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 51.8%。

实现利润 2109 万元，上交税收 1240 万元，其

数量、规模和效益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一般

国营企业，从“补充”发展为“支柱”。城关、芝

英、古山、方岩、桥下、胡库七个乡镇产值超千

万元，产值超百万元的有17个村。

大胆冲破思想束缚
七大支柱产业格局形成

“请给我们松绑！”1983 年，吴少华主动

请缨，提出“大包干”，成为社企承包的先行

者。解除厂管会的“束缚”后，吴少华与城关

镇签订了为期7年的承包合同，放开手脚大胆

干。短短7年，企业像滚雪球似地一路高歌猛

进：产值从 162 万增至 2424 万元，效益增了

15 倍。1985 年，城关五金厂被省政府授予

“省劳动模范集体”。

1985 年以后，永康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

进一步加快。1987年，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

永康建立了多个工业小区，如长城工业区、花

川工业区、前黄工业区，等等。同时，根据城

关五金厂试点的成功经验，企业承包经营在

全县推广。1989 年，古山镇成为永康第一个

乡镇工业产值超亿元的镇。城关五金厂等五

个企业产值超千万元。1990 年，乡镇企业的

数量达到 8277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 8.277 亿

元，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74.7%。

1992 年 10 月，永康撤县建市。我市的乡

镇企业，特别是许多私营企业，初步完成了原

始资本积累，逐渐从小打小闹向规模化发展，

从作坊式工厂向现代化大生产转变，出现了

超常规发展的态势。1994 年，全市乡镇企业

达 1.61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 80.95 亿元，占全

市工农业总产值 80.6%；利润 5.57 亿元，税收

8458万元，占财政收入60%。

1997 年，年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的乡镇

企业发展到150家。当年，全市268家乡镇企

业改制252家，改制面93%，组建了浙江凯丰、

浙江博大等集团公司24家。私营企业总户数

居金华市首位，乡镇村工业经济效益考评得

分名列金华市第一，被省政府评为发展乡镇

企业先进县（市）。1999 年，永康乡镇工业企

业 8542 家，拥有固定资产 41.8 亿元。超亿元

营业收入的乡镇企业9家，其中星月公司产值

超 6 亿元。5000 万元以上营业收入 17 家，

1000 万元以上营业收入 62 家，500 万元以上

营业收入35家。产值超45亿元以上的乡镇1

个，产值超 30 亿元以上的乡镇 2 个，产值超 5

亿元以上的乡镇6个，产值超亿元的村33个。

这一时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永

康初步建立了以东永一线为主轴，永金、永

缙、永中、永武公路沿线为辅轴，逐步形成了

以农业机械、五金工具、汽摩配、电器制造、金

属冶炼、精细化工、建筑材料等七大支柱产业

为主体的工业结构。

弘扬“新四千精神”
转型升级迈向新腾飞

改革开放 40 年来，永康的乡镇企业充分

发扬“四千精神”，率先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束

缚，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历史性贡献。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要素支

撑结构都与改革开放初期差别巨大，比如，我

市一些企业面临着低端产业为主、产品附加值

不高、企业经营管理相对粗放、创新能力不足

等问题，这些都有待今后加以解决。

虽然乡镇企业这个名词早已消失在时代

的进程中，但是由乡镇企业发展壮大起来的

民营经济继承以“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

计拓展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

善管理”为内涵的“新四千精神”，走上转型升

级的道路。

“拉着科技的手，跟着市场走”，这是永康

个私企业主从创业之初就总结出的一条成功

之路。城关五金厂上世纪80年代大胆引进国

内一流的先进钢桶生产线，200升包装钢桶获

全国质量冠军。1996 年，又投资 4300 万元，

进口小包装钢桶生产线，开始生产高档次系

列不锈钢瓶，使永康新兴的不锈钢瓶行业跃

上了新台阶。浩天实业引进了20台加工中心

机床，建成国内先进的汽油机生产线。天行

集团引进高精度铜盘管坯生产关键设备，有

效地提高了装备水平。总投资6234万元的精

美铝业公司技改项目完成后，年产2万吨超硬

铝合金，使铝合金的性能、用途得到很大提高

和拓展。嘉禾、正阳、信源、佳风、特畅恒、中

坚等电动工具企业为提高电动工具的技术性

能，投入重金进行技术改造。这些只是我市

企业“抓技术改造，走内涵提升之路”的一个

缩影。

此外，在转型升级路上，企业还大抓结构

调整，走大五金大发展之路；抓创优创牌，走

品牌推动之路；抓整合优化，走集约经营之

路；抓合资合作，走嫁接改造之路；抓扶优扶

强，走规模经济之路。乡镇企业开始形成以

创新带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带增收的

良性互动局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壮大集体经济”。

进入新时代，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许多变

化，但做强经济实体、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力

量、支撑乡村和城镇双轮发展的历史使命没

变。永康乡镇企业正继承“新四千精神”，注重

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服务创新，加快信息化的

步伐，从永康制造转向永康智造，汇成了一个品

类齐全，产品不断更新的五金大世界。

□记者 俞晓赟

“四千精神”助泥腿子勇立潮头
——回顾永康乡镇企业发展之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农民纷纷“洗脚上岸”，创办各种类型的加工厂。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充分
发扬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受尽千辛万苦、走尽千山万水的“四千精神”，率先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使乡
镇企业成为永康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虽然乡镇企业这个名词已消失在时代的进程中，但是由乡镇企业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经济，在继承“老四千精神”的
基础上，凝聚发扬“新四千精神”，锐意改革不断进取，推动我市经济在新一轮调整中崛起和发展。

星月集团生产车间一景。 记者 林群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