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长庚的建言得到党中央支持后，

浙江省各级党委加大了对社队企业的

扶持力度，社队企业开始逐步摆脱困

境、走出低谷。经济政治环境的有益变

化，也大大鼓舞了永康各级领导发展乡

镇工业的信心，激发了农村广大群众兴

办和扩大社队企业的积极性，永康社队

企业得到较快发展。

1976年4月，永康召开社队企业工

作会议，交流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当

年，永康明确社队企业归属县农机社企

局管理。

1978 年，省里下发《关于发展社队

企业的规定》，成立浙江省社队企业管

理局，社队企业自此有了明确的管理

部门，管理进入正常化、规范化，处境

大为改善。浙江的社队企业获得长足

发展，到 1978 年底，全省社队工业总

产值达到 21.7 亿元，发展速度远远超

过了省工业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成

为全省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

济的一大支柱。

此后，社队企业快速崛起的态势持

续保持，它的长期强劲发展顺应了永康

人多地少、生存压力较大、劳动力资源

丰富的实际情况，不仅增加了农民就

业岗位、提高了农民收入，让农民成为

直接的受益者，还为改革开放后永康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打下坚实

基础。

进 入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后 ，我 国 农

业由集体的生产责任制演变为家庭

土地承包制，原来的公社集体经济体

制被废除，社队企业也随之变成了乡

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在继续引领农

村经济发展十几年后，终于也在上世

纪 90 年代改制的大潮后退出历史舞

台。

大浪奔涌、层层冲刷，在历史舞台

留下的是一座金光闪闪的世界“五金

之都”。

融媒记者 吕晓婷 通讯员 卢俊英

本报讯（通讯员 胡咏琴）“本想着

半夜偷西瓜应该没人会发现，而且也比

较刺激。”8 月 24 日晚，违法嫌疑人代某

面对民警的询问，懊悔地说。

8 月 22 日 17 时许，代某外出途经

330 国道附近的花街镇小界岭村黄园

自然村时，“眼尖”的她发现这里有一片

西瓜田，西瓜长势旺盛，个头较大，惹人

眼馋。代某顿时萌生了偷瓜的想法，但

由于当时赶着去西城街道花川村某足

浴店上班，便没有行动。

8 月 23 日凌晨 1 时许，在足浴店工

作了一晚上的代某下班了，心里还在惦

记着那些大西瓜。于是，她联系了况某

和阴某组团去偷西瓜。凌晨 2 时，况某

驾驶自己的白色轿车载着阴某和代某

到黄园自然村村民尹先生的田里实施

偷瓜行动。三人在瓜地里“辛苦劳作”

一个小时后，满载而归。随后，三人趁

着天没亮，赶紧将偷来的 17 个西瓜搬

到了代某工作的足浴店杂物间，便各自

回家睡觉了。

直至 8 月 23 日 8 时许，尹先生到

田间给西瓜浇水时，发现西瓜少了许

多，其种植的西瓜品种系本地花皮西

瓜，每个重量大约在 4 公斤，毛估损失

约 700 元，于是立即向花街派出所报

了警。

接警后，民警黄挺立即赶往现场，

考虑到需要搬运这么多西瓜，嫌疑人很

可能会驾驶车辆作案。于是，黄挺一边

走访调查，一边调取沿路监控。经过数

小时的细致排查和分析研判，黄挺很快

锁定了一辆可疑的白色越野轿车，之后

根据车辆行驶轨迹，进一步锁定三名嫌

疑人活动范围。

8 月 24 日晚 7 时许，警方在西城街

道某出租房内成功抓获两名盗窃嫌疑

人阴某、况某，在花川村某足浴店抓获

盗窃嫌疑人代某，现场缴获被盗西瓜17

个，其中一个已裂开。

经查，阴某（男，28 岁，湖北崇阳

人）、况某（女，31岁，贵州遵义人）、代某

（女，41岁，贵州安顺人），三人系牌友关

系。其中，阴某和况某为男女朋友，三

人对偷西瓜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阴某、代某、况某因盗窃均被

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13 日，西瓜已

返还给尹先生。

8 月 26 日 9 时许，尹先生特地到花

街派出所向黄挺表达谢意。

三人“夜访”西瓜地寻刺激
偷了17个西瓜换来13天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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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队企业是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由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改革开放后更名为乡镇企业。上世纪 70 年代，永康县人民银行有位叫周长庚的干部，敏锐地感觉到社队企业是
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他斗胆给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写信，提出我国农民不仅要搞农业，还应该搞
工业，党和政府应进一步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积极发展农村工业 为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

永康一封信 盘活全国乡镇经济

上世纪 70 年代后，在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大力发展小钢铁厂、小煤矿、小

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等“五小工

业”，促进农业机械化的推动下，浙江全

省社队企业逐渐增多。

周长庚根据自身亲历亲见，深切感

到农民要想彻底摆脱贫困，仅靠“面朝

黄土背朝天”搞种植业是不行的，尤其

像永康这种地少人多的资源贫乏县。

永康是传统的“百工之乡”，农村多种经

营历来较为发达，家庭手工业较为普

遍。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发展农村副

业政策的指引下，永康社队企业得到发

展，但后来社队企业被当作“资本主义”

批判，徘徊不前甚至跌入低谷。

1975 年 9 月 5 日，周长庚斗胆给当

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写信，

提出我国农民不仅要搞农业，还应该搞

工业，党和政府应进一步支持社队企业

的发展。

周长庚在信中写道：目前，我省广

大农村的社（队）办企业，如烂漫的山

花，冲破种种阻力，到处开放；但由于中

央没有明确由哪个部门主管社（队）企

业，致使省内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对这一

新生事物态度暧昧，不敢大胆支持和领

导，社队企业处境困难。我们建议改变

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

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

恳请党中央对有关问题作出新指示，动

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一

些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

周长庚的信落款为：浙江省部分财

政银行干部；执笔人：永康县人民银行

干部周长庚。他在信中指明，所述为集

体意见，由个人执笔。随信还附上了

《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

调查报告《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

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等材料。

周长庚的信从所处环境的实际情

况出发，提出了一个事关中国农民命运

的大问题。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周长庚的信

十分重视，先后作出批示：印发在京中央

同志；并于9月23日将随信附着的两份

材料，作为中共中央9月23日至10月21

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

发，引起了全党全国对社队工业的重视。

人行干部斗胆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写信

社队企业逐步摆脱困境走出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