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了解红色南海的百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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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县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随即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十年（1956年~1966年）探索期。这十年，南海县委坚持不懈地带领全县人民探
索发展路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南海县委和全县人民群众
共克时艰，以农业政策调整为突破口，在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
开展全面调整，经济建设开始重现生机。1963年，全县经济开始
全面好转。至1966年，全县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步伐不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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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县的经济之所以能迅速恢

复和发展，还得益于商业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南海县在合理调整

工业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了一系列

的商业调整。

商业调整的重点是体制。1961
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对财贸体制进

行调整。同年8月，南海县委召开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了5项办活商业的

措施，包括改变商业体制、开放自由

市场、调整压缩派购任务、上下适当

分权、大力开展农村圩镇加工业。

此外，南海县在商业调整中，还

精简人员，适时调整农产品收购的

品种和价格，开展开放自由市场的

工作。

1961年，南海县在平洲、大沥、

九江三个区和其他区的部分大队开

展“合理派购，公平负担”的试点工

作，后来全面推广。“合理派购，公平

负担”的实质是全面派购。该制度

实施后，解决了派购任务负担不平

衡、分配不合理的矛盾，有助于确保

市场物价的稳定。

粮食自由市场的开放，更是一

下子解决了搞活市场的重大政策问

题和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实际问题。

1962年7月，在全省还未全面铺开

的情况下，南海县委率先在全县开

放了27个粮食自由市场，其中开放

最早的是平洲、大沥公社。粮食自

由市场开放后，生产队集体和社员

个人在完成国家征购粮任务后，多

余粮食可拿到指定场所摆卖，自由

议价交易，由此平抑了物价，活跃了

市场，方便了群众，打击了粮食黑市

投机买卖。

南海县的商业调整，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全县经济出现了发展向上的

新局面。196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达 1.10亿元，比 1956年增长

111.5%。

全面调整政策让南海经济建设重现生机
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探索期，南海通过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实现经济恢复和好转

在1958年，南海工业由于发展

“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生

产。对此，南海县委根据中央指示精

神，开始对县属工业、手工业及公社

工业进行调整。

1961年，南海县召开工交扩干

会议、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等多个会

议，全面贯彻中央“八字方针”以及

“五定”（定规模、定任务、定人员、定

资金、定原材料消耗）工作，研究解决

企业调整等问题，着力恢复和发展手

工业生产。

至1961年10月底，南海县属

工业的调整基本结束，调整后，全县

有24家县属企业，实有职工9184
人，是1960年职工总数的76.9%。

这一阶段的工业调整完成后，县

内工业企业的亏损大大减少，地方工

业为农业生产、为市场和人民生活需

要、为出口、为大工业服务的“四为”

方针明确。同时，企业在工资分配和

奖励上克服了平均主义，职工收入普

遍增加。

在此基础上，1962年，南海县

委根据中央指示，再次对工业企业进

行调整。经过新一轮调整，县属24
家企业缩减为21家，主要保留四类

企业：直接支援农业的企业、出口创

汇的企业、为市场和人民生活服务的

企业、为大工业服务的企业。

1963年，县内工业调整继续进

行，重点是公社工业。这一年，县委

根据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公社原

则上不办工业”的指示精神，对全县

9个行业的50家公社工业企业进行

“关、缩、转、改”的调整。

全县工业调整后，布局更为合

理，实现了减人增产，全县的工业生

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62年，全县

工业总产值超过原定计划 9.5%；

1963年，全县工业产值实现增长，其

中县属工业实现产值2418.7万元，

超过原定计划9.9%。至1966年，

全县工业总产值从1957年的7657
万元增至15537万元，10年时间增

长了一倍多。

贯彻“农业六十条”全面调整农村政策
1956 年，在党的八大精神指导

下，南海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蓬勃

发展，并于1957年顺利完成了“一

五”计划的既定目标。

为了克服国民经济困难，1960
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

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十二条”）；1961年1月，党的

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

这两件事为标志，国民经济开始转入

调整的新轨道。

南海县的农业调整是从“十二

条”发出后开始的，县委贯彻了几项

重大政策。一是调整社队规模。大

队由原来的126个划分为261个，

每大队平均325户；生产队由原来的

1002个划分为1452个，每生产队

平均58户。二是“包死上调”。生产

队在三包基础上，向大队包死上调任

务，从而更好地克服队与队之间分配

上的平均主义。三是贯彻分配“三七

开”和“六四”工分带粮。“三七开”是

按分配试算结果：30%供给，70%按

劳分配，着力提高工分价值，克服供

给过多造成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六

四”工分带粮是有劳动力的社员，在

分配粮食时，六成为基本口粮，四成

按工分分配。这种做法，进一步体现

了多劳多食的原则，有利于调动社员

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在农业调整中，南海县委还贯彻

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

“农业六十条”）。1961年3月末，南

海县委开始在官窑公社和5个大队

试行“农业六十条”，并于5月下旬全

面铺开。全县以区或公社为单位，进

一步调整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

解决农民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的关

系，并组织生产高潮。

“农业六十条”等系列措施的落

地，推动了南海县对农业的调整，理

顺了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

复和发展，县内广大农村发生了可喜

的变化，国家集体个人内部关系上存

在的矛盾得到调整。从1961年开

始，全县农业连年获得丰收。1963
年，全县粮食产量首次突破25万吨

大关。 1966 年，粮食总产增至

29.7万吨，比1958年增长47%。

明确“四为”方针 工业生产恢复向好 开放粮食自由市场 平抑物价活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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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群

众在赶集。

■1959年，南海县引进的拖拉机在丹灶公社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