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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责任”，催生“高邮乡镇工业史”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国各地纷纷以不同
的方式开展纪念活动。孙平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献上了一
份厚礼———由他编著的《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日前由方志
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在我市工业战线引起了强烈反响。
近日，记者专访了孙平。

谈及编著《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一书的初衷，孙平说：
“这是感情和责任使然。”孙平告诉记者，他从事工业及工业
经济管理 40余年，既是乡镇工业发展的见证者，又是乡镇
工业的实践者，因而他对乡镇工业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他
编著《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一书的动因之一。孙平说，历史
终究要翻过这一页，如果不能客观公正地把历史记录下来，
后人就会对历史事实产生疑惑或者讹传，因此，自己有责任
做好这件事，这是他编著此书的另一个动力。

孙平坦言，他编著《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一书，有自己
的“优势”。一是有心。孙平有一个习惯，就是收集资料，别人
废弃的资料，他视若珍宝并一一收入囊中；单位多次搬家，
别人忙于搬办公用品，他却忙于一个人从故纸堆中“淘金”，
一张纸也不放过。四十余年来，他收集掌握了近一板车的资
料。二是苦心。著名学者余秋雨写过一本书叫《文化苦旅》，
孙平编著此书的过程，也是一次苦旅。他利用夜晚和假日，
潜心整理资料，矢志记录历史，历时六载，修改十多次，终使
110余万字的《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一书顺利出版。

孙平苦心孤诣编著《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一书并自费
出版，填补了我市乡镇工业史志的空白。高邮首任市委书
记、原江苏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孙龙山欣然为《高邮乡镇工
业六十年》作序说，“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体裁既不归为‘史’，
又不算作‘志’，更不是个人资料或作品‘集’；但该书从‘史’
的角度记述，用‘志’的部分规范要求，选取相关资料或个人
作品为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数说”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成就

孙平说，乡镇工业是中国农民的创造，是人民群众进行
经济建设和践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建立在农村“五匠”
手工业性质基础上的高邮乡镇工业，萌芽于互助合作，兴办
于人民公社化，突起于改革开放，浴火于企业改制，腾飞于
“两化”融合。高邮乡镇工业的发展，为高邮以及地域社会经
济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孙平介绍说，高邮的乡镇工业起步于1951年。部分乡
先后把铁匠、木匠、篾匠、铜匠和白铁匠等“五匠”组织起来，
分别成立铁业、木业、竹业、服装、编织等社（组）。其中，车逻
第一个建起了铁木加工组。1952年，三垛木业生产合作社、
东墩铁木业生产合作社相继诞生。1955年、1956年合作化
高潮到来时，广大分散的手工业者纷纷自带工具折股投股，
入组入社。一时间各地建起了铁、木、竹、柳手工业生产合作
社（组），集中生产镰、锹、车、船、犁、耙等中小农具。到1955
年底，全县基本实现手工业化，组织起来的生产人员达到
6015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5.1%。

1984年，农村实行行政社（企）分开后，“社队企业”改
为“乡镇企业”，社队工业亦改成乡镇工业。孙平说，高邮乡
镇工业一路走来，历经八个阶段，从合作起步、到盲目跃进，
经历屡仆屡起、百废俱兴、应对宏控、锐意改革、浴火重生，
直至走向辉煌。经过 60年的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后的创新和提高，全市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取得了瞩
目的成就。

规模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主力军”。2010年（至当年，
随着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及其信息化全面融合，“乡镇
工业”之称不复存在，此后不再以乡镇工业统计），全市乡镇
工业共有列统企业496家，占全市列统工业企业 78.7%，比
2002年净增 389家。当年实现产值 463.12亿元、销售
452.31亿元、利税41.68亿元，经济总量占全部乡镇工业的
56.25%。其中，江苏顺大公司年产值突破 30亿元、曙光电
缆超过20亿元、赛德电气超过10亿元。在全市工业50强
企业中，乡镇工业企业有34家，占68%。

支柱产业成为集约发展的“特种军”。孙平介绍，其时因
产业引导和扶持力度的加大，全市乡镇工业逐渐形成了有
强大的市场竞争力的块状产业集群，有 100亿元生产能力
的太阳能光伏产业集群、100亿元产销能力的纺织服装产
业集群、110亿元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产销达 150亿元
的机电制造产业集群和超过 50亿元产能的照明灯具产业
集群。

高新产品成为开拓市场的“排头兵”。全市乡镇工业着
力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改造老产品，加速产品的更
新换代，初步拥有了一定科技含量、地域特色及发展前景和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如机械行业突破了以农机具、
机械配件加工为主的格局，开发了板框过滤机、超声波探伤
机、新型环保设备、微型台锯等一批有一定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的产品。

出口基地成为外向经济的“先头军”。全市乡镇工业加
大外向发展力度，基本建成了机电、化工、鞋业、服装等一批
外贸生产和产品出口基地。截至2010年，全市乡镇工业有
外贸生产企业179家，外贸出口额达 89.59亿元，占乡镇工
业总产值的10.88%。

其时，全市乡镇工业全力推动载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把工业园区作为新的增长板块。到 2010年，全市共
建设了 23个工业集中区，入园企业 2351个，从业人员
12.62万人。当年共实现产值682.73亿元，占全市工业经济
总量的67.6%。

乡镇工业巨大贡献永载史册

“2010年，随着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及其信息化
全面融合，‘乡镇工业’作为历史名词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可替代。特别是经过改制
后，乡镇企业凤凰涅槃，得到了新生，真正融入了市场经济
的大潮中，一举成为社会大工业的主力军。‘乡镇工业’贡献
巨大，功不可没，将永载史册。”孙平动情地说。

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改变和优化了农村经济结构。历

史上，高邮农村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随着乡
镇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格局。1972年，全县社队
工业产值只占农村三业总产值的8.32%。到2010年，全市
乡镇工业实现总产值 823.35亿元，超过当年全市农村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的 10倍，已在农村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

高邮乡镇工业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高邮属
于人多田少地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生产力得到极
大的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
余劳动力。2002年，全市乡镇工业已有从业人员7万多人；
到 2007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6200元左右，其中从乡
镇工业中得到3300元左右，约占53.2%。乡镇工业成为农
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和致富奔小康的主要渠道。

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支持和壮大了地方经济。从初期
的以城市工业为主导，到乡镇工业占据“半壁江山”，一直到
2010年，经济总量已占全市工业的81.5%。“七五”期间，全
县乡镇工业累计上缴国家税金 9318万元，占全县税收总
额的 50%。“八五”期间，全市乡镇工业共上缴税金 3.6亿
元。2002年，全市乡镇工业实缴税金2.2亿元，实现了很大
的跃升。乡镇工业成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
增强地方经济实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
巨大作用。

高邮乡镇工业六十年，为催生和加速农业现代化注入
了积极力量，为扩张和繁荣农村小城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建设和丰富乡镇企业文化创新了主题……

数字是枯燥的，但从孙平的口中娓娓道来，别有一番滋
味。

人物名片
孙平，今年 59岁，中共党员，1977年参加工作，迄今从事工业及工业经济管理工作 40余年。期间，

他做过工厂工人，当过工业物资供销部门业务员，担任过工业行政主管机关秘书、科长、主任等职务，现
为市经信委能源管理与资源利用综合管理科科长。 孙平曾主笔编纂《高邮县乡镇工业志》，参加编写

《高邮县工业志》，并在《中国乡镇企业报》《江苏经济报》《江苏工人报》《江苏乡镇企业》《南京日报》《扬州
日报》《扬州企业》《高邮日报》等媒体发表过各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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