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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

过大江。1949年 10月 1日的第

一缕阳光洒在溧阳大地之时，社

会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城中集

会迎接解放的新生，热烈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2019
年，是溧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七十年，在浩瀚的历史

长河中只不过是瞬间而已。但

这七十年，却是溧阳历史上发展

最快的七十年，变化最大的七十

年，也是最辉煌壮丽的七十年。

溧阳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

神焕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

豪和幸福。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溧阳大地沧桑巨变、换了人间。

天翻地覆慨而慷

新中国的诞生犹如磅礴的

日出，一扫旧中国的阴霾黑暗，

照亮了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溧阳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以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崭

新面貌，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努

力恢复发展政治、经济和各项社

会事业，开始了改造山河、建设

新溧阳的伟大壮举。

溧阳县委把加强党的建设

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通过整顿

基层党组织，发展新党员，积极

组织开展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

普选。1954 年 4 月 17 日，全县

98 个基层选举单位，1441 个选

区的选举工作全面结束。1954
年 7月 9日至 11日，溧阳县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城区召开，会议审议县政府工作

报告和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开展

大生产运动的报告，讨论并通过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

案）的决议》。1956年 4月 27日

至 5月 1日，中共溧阳县第一次

代表大会召开，号召全县人民为

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

主义改造任务而奋斗。1956年

9 月 4 日至 6 日，政协溧阳县第

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工会、农会、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民主妇女联

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架起了党

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县

委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开展剿匪

肃特、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

道门、抗美援朝等运动，巩固了

新生的人民政权。从 1950年至

1953 年底，全县先后有 4436 名

青年志愿入伍，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

兴。县委组织生产救灾，稳定金

融物价，统一财政经济，实施土

地改革，合理调整私营工商业，

组建国营集体经济，初步实现了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3
年2月24日，全县第一个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杨庄乡枢巷

初 级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 成 立 。

1955年8月，县委举办高级农业

合作社骨干培训班，培训 114个

社的 684 名骨干。1956 年 1 月

12 日，全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杨庄乡枢巷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至 1956
年 2 月，全县建立初级社 1168
个 、高 级 社 20 个 、入 社 农 户

89500 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

92.76%，基本实现初级形式的农

业合作化。1956 年 1 月 24 日，

溧阳夏庄乡昆仑桥农业生产合

作社在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社

代表会议上作题为《增产经验及

发展生产的初步规划》的典型发

言。县委生产合作部撰写的沙

河乡三胜农业合作社《实行定量

分益制》一文入选毛主席主持选

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潮》一书。1957 年 3 月 9 日，全

县第一个鱼种养殖场在夏林乡

谈家荡开工兴建。

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全县人

民大力开展修圩筑堤、疏通河

道、兴建水库、治山治水的农业

基本建设，先后兴建了沙河、大

溪、塘马水库和“十万亩”电力灌

区等一批大中小型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1952年 12月 12日，全

县第一座水库——龙虎坝水库

动工兴建。1956 年 3 月 10 日，

全县第一个电力灌溉工程——

城南乡竹连桥电灌站动工兴

建。1958 年 5 月 6 日至 9 日，在

溧阳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与会代表认真讨论

了县水利局拟定的水库建设初

步规划方案。会后，县委、县人

委制定了以蓄为主的《溧阳县南

山地区水利建设规划》。9 月 7
日，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建设

沙河水库的动员令，组织戴埠、

茶亭、山丫、城南公社的 1700余

名民工开始清理主坝、东侧坝和

西侧坝基，拉开了修建沙河水库

的序幕。在沙河水库动工兴建

2个多月后，紧接着开工兴建了

大溪水库。11 月 29 日，大溪水

库主、副坝工程开始施工。虽是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寒气袭人，

而两大水库水利工程工地上却

是人机欢唱，热气腾腾。次年 6
月沙河水库主坝合龙，库容量

1.0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9.06万

亩。1960年 6月 3日，大溪水库

主坝合龙，库容量 1.71 亿立方

米，灌溉面积7.28万亩。

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的要求，县委制定《溧阳县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

计划》，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

刻变革，农民、职工、店员、个体

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

设的主力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

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

展。1952 年 8 月 1 日至 5 日，县

政府举办全县第一次城乡物资

交流会，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

私 营 商 业 购 销 总 额 达 135 万

元。1956 年 1 月 18 日，溧城镇

私营工商业全部批准公私合营，

22 个行业的 305 户个体手工业

劳动者和4个行业的132户小商

贩批准合作化，举行了由 4000
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1958年

12 月，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

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溧阳县

被国务院授予先进单位称号，别

桥公社诸里大队、上黄公社莫庄

大队、南渡农具厂等单位分别受

到国务院表彰。以后又相继兴

建溧阳县电线厂、溧阳县电机

厂。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初步打下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

物质基础，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

初级阶段。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

业，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甚至曲

折中前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下，溧阳人民从改变落后面貌的

良好愿望出发，在逆境中保持了

国民经济一定的发展速度。

濑江之畔竞春潮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和国家工

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

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

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 设 一 步 一 步 推 向 前 进 。

1990 年 12 月 8 日，溧阳撤县设

市。通过实施“四大开发”（昆仑

经济开发区、天目湖开发、丘陵

山区开发、苏浙皖边界市场开

发）战略，使溧阳经济社会得到

了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地方知名度明显提升。1992
年起连续跻身全国百强县行列，

且位置不断前移，成为江苏省唯

一的全国丘陵山区综合开发示

范县（市）（1997 年）、中国明星

县（市）（1993 年）、全国 25 家农

民收入先进县（市）（1996 年）、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4 年）

等，为溧阳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

了厚实的基础。溧阳人民自此

走上了富起来的康庄大道。

率先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为重点的农村经济改

革。与全国一样，溧阳的经济体

制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

突破性进展。地处茅山西南部

丘陵地带的原上兴乡老河生产

队成为常州市最早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地方，这个生产队尽

管土地资源丰富，但一直是远近

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

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穷

队。1978年遇上了百年罕见的

大旱，眼看就要颗粒无收，生产

队干部就瞒着上面搞起了联产

承包责任制，结果当年生产队出

现了三个第一：粮食亩产第一年

过千斤，皮棉亩产第一年过百

斤，人均分配第一次过百元。后

来，一些村、队又创造了“大包

干”的做法，体现了生产经营上

较多的自主权和分配上的多劳

多 得 ，更 受 农 民 的 欢 迎 。 至

1982 年，全县普遍实行包干到

户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1984 年 2 月 13 至 14 日，县

委、县政府召开“专业户、重点户

和经济联合体”代表会议，18名

代表在会上交流了发展商品生

产的经验。

以乡镇（社队）企业的发展

为重点推动工业经济发展壮

大。溧阳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

的农业县，工业经济发展滞缓。

20 世纪 80 年代初，溧阳社队工

业得到较快发展，突破了溧阳工

业发展的传统模式。1984 年，

县委、县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

发展乡镇工企业的若干政策规

定》，大力推动乡镇工业企业和

村办、队办、联户办、家庭办及各

行各业办工业企业发展，年工业

产值超亿元乡镇、村、企业陆续出

现。1984年7月31日，县委、县政

府颁发《进一步发展乡镇工企业的

若干政策规定》，作出全面实行和

进一步完善经济承包制，大力发展

乡镇工企业和村办、队办、联户办、

家庭办及各行各业办的工企业，切

实推行干部选聘制、职工合同

制、工资浮动制和办厂集资制等

政策规定。1985年5月，江苏省

溧阳啤酒厂奠基。

（下转8版）

□ 市委党史工委 市地方志办公室

砥砺前行铸辉煌砥砺前行铸辉煌
——新中国七十年来溧阳建设与发展历程回眸

溧阳各界人士集会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