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副总理对弄虚作假、华而不实、摆花架子、虚张声势非常讨厌。有一次他到增福庙公社视察工作，

途经孙庄村东，看到成群结队的小学生打着红绿彩旗，呼着口号，拿着盆盆罐罐在那里抗旱浇麦，他立即

让停下车子，严肃地批评说：“肯定这一套是有人专门布置的，这不是真抗旱，是有意做戏给人看的，影

响教学和学习，这种人为的形式和声势是很不好的，是非常脱离群众的，你们县委应该追究，进行批评，

令其纠正”。

工作要有布置，有检查，要落到实处。县委发出抗旱浇麦的通知后，习副总理亲自在县城周围进行检

查。当他发现县木材公司大门口有一眼水井没有投入抗旱时，非常生气。恰好这时有几个青年女同志在大

门口说说笑笑。“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抗旱浇麦？”“领导没有给俺布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叫习仲勋，

是从北京来的。”我立即介绍说：“这是国务院习副总理，回去告诉你们领导，要赶快行动起来。”“县委

有号召，你们要再不响应，抓紧行动就更不对了，明天我还要来检查。”翌日下午，习副总理果然又来到

这里，看到木材公司的同志们把门口那眼水井利用了起来，非常高兴，并亲自和木材公司的同志们一起推

起水车来。

习副总理在县委机关，曾数次召开基层干部和老农座谈会。他对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非常热情，请茶让

烟，谈笑风生。茶叶、纸烟和水果都是习副总理自费置办的，从不让县委用公款招待。

１９９０年９月
（张继增，长葛县人，１９６０年１月至１９６２年１１月任中共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

习仲勋在长葛

郝顺才

　　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０日，是河南省长葛县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春光明媚，油菜花香，国务院副总
理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来长葛县搞调查研究。重点解决 “一平二调、社队规模，分配制度、公共食堂、

管理体制”等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中央工作组一行１２人，他们是曾一凡 （国务院副秘书长）、赵守攻

（国务院副秘书长）、李孟夫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金树旺 （国家人事局局长），还有张云、朱

斌等同志。他们没有坐高级轿车，而是集体乘坐一辆中型面包车。到长葛后，他们不顾一路风尘和劳累，

当即听取了长葛县委书记张汉英的工作汇报。习仲勋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县委的事情很多，工作

很忙，不要为我和工作组的到来忙碌，只要抽一些同志参加中央工作组一起搞调查研究就行了，不需要任

何照顾。”当时县委决定由张继增 （当时任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等同志一起和工作组搞调查研究。这年

的四月，天旱无雨，中共长葛县委及时发出抗旱浇麦的号召，全县上下迅速掀起高潮。习仲勋副总理率领

的中央工作组深入到群众中参加劳动，推水车、挖地沟、肩扛手抬，和平民百姓一样，完全没有中央大干

部的架子。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中央工作组来到长葛的第三天中午，习仲勋副总理在城郊周围检查生产

时，发现县木材公司大门口一眼水井没有投入抗旱，就显得非常生气。恰好这时有几个青年妇女正在大门

口说说笑笑。

“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抗旱浇麦？”

“领导没有给俺布置，你是哪里来的？”

“我叫习仲勋，是从北京来的。”

随同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赶紧介绍说： “这是国务院习副总理，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要赶快行

动。”

习仲勋副总理严肃地说：“县委有号召，你们再不抓紧行动就更不对了，明天我还要来检查。”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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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习仲勋副总理果然又来到这里，当他看到群众在那里推水浇麦时，露出了笑容。他一边向群众问

好，一边挽起袖子和群众一块儿推起水车来。清水哗哗，伴随着嘹亮的歌声，象当年南泥湾一样热闹。有

群众问：“你们北京来的咋这样好？不象过去的参观团，汽车一响都得去欢迎，不去就推你去。”习仲勋

副总理和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不摆架子，不耍官腔，认真负责，和蔼可亲，村民们很快与这些 “没有架子

的干部”交上了朋友，把村里的实情和心里话都道了出来。

习仲勋副总理根据县委建议，来到问题多、情况最复杂的和尚桥公社调研。当听到该社党委书记孔宪

瑞汇报群众吃不饱饭，农村生活困难，患浮肿病的有多少，妇女患子宫下垂几分几度的有多少时，习仲勋

副总理插话说：“农村没有仪器，怎么知道下垂几度啊？要切合实际，不要估计，估计就容易出现浮夸，

只要说明妇女患子宫病的有多少就行了。”习副总理仔细听取了该社的生产情况后，确定以和尚桥公社为

重点，选择一、二、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 （宗寨、王庄、樊楼、杜村寺）进行分类调查，中央工作

组很快投入了工作。

和尚桥公社共有４９个自然村，３４个大队，２１８个生产队，全社总人口４０８１０人，耕地７９５７２亩，每
人平均合一亩九分五厘地。这个社在１９５７年大办水利时，就乱刮共产风，无偿调用劳动力和建筑材料，
甚至连群众的房屋和鸡窝都扒了，群众敢怒不敢言。１９５８年秋到１９５９年秋，虽在郑州会议后搞了一般退
赔，但在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大办学校的高潮中愈演愈烈。当时这个社办了三个试验场和一个丰产方，

圈去大队土地７３００亩，约占全公社耕地的１０％，刮走各种农具、家具５９９５件。“平调”总额达１２９９４２８
元。公社办了一个万头养猪场，从各大队调走３５０头猪。盖猪圈的任务分到各大队，要求一天一夜建成，
没有原料就扒群众的房子。群众讽刺说：“扒了房子盖猪窝，行善没有作恶多。”

短短数日，习仲勋副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踏遍了长葛县各个角落，从农村到厂矿，都留下了他

们的足迹。中央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下达后，习仲勋副总理和中央工作组的同志更是不分昼夜地

工作，向干部群众讲解宣传，并选择社员关心的章节与他们共同讨论学习。群众听后都异常高兴，普遍反

映：照这样干下去我们有希望啦。宗寨大队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大娘说：“开这样的会一点也不瞌睡，明天

再开，我和老伴都来参加。”

“六十条”是 “十二条”的发展，一和群众见面就受到拥护，由此可见干部群众的强烈渴望。他们白

天劳动，晚上自发地组织讨论 “三七开”“二八开”的分配原则，使群众的生产情绪又出现了高潮。宗寨

大队党支部书记拉着工作组同志的手说：“只要上级政策不变，不再出点子，照这样搞下去，今年可以缓

过气来，明年就可大变样。”

习仲勋副总理的调研工作很繁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常来长葛看望，并向他

汇报工作，工作组在长葛县遇到的新问题也常常与他们交换意见。为了搞清实行人民公社后出现的新问

题，习仲勋副总理常常利用沿清溢河岸散步的时机深入田间地头和干部社员交谈，有时利用晚饭后深入到

社员家里查访，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困难。他曾对随行来的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说，不要让保卫人

员老是尾随紧步，这样会脱离群众的。他不管到哪村的群众家中调查，总是步行，从不坐车或骑车。到了

农民家里，他随便得像自家人一样，随手拿个小板凳坐上，有时就坐在砖头或石板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是

大官的样子。在和农民交谈时，他深入浅出，让农民听得懂，让农民说心里话。习仲勋副总理还经常教育

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下去要当好群众的学生，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比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红薯叶下

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们要想方设法办到。如果不去深入，把自己当成领导，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

中央工作组在习仲勋副总理的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终于摸清一些干部的作风轻率、官

僚主义是困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总结 “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过程中，习仲勋副总理指出，农业所

有制和经营方式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各地方以至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规划自

己生产的时候，对农业的发展要进行全面规划，以免发生单一化和片面化的现象。他严厉批评了部分社队

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出现的 “共产风”及 “一平二调”的错误。并指示对宗寨大队大轰大嗡搞生产，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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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大队，队队搞平均；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街道必成南北，路旁必成荫，村庄必成方园等形式主义

进行专题调查。以宗寨、岳楼、王庄、东大路张和西大路张为例，５个自然村５０２户，２１２２口人，耕地
３１１８亩，１６个生产队，后被全并为７个生产队，规模过大，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加上 “一平

二调”的 “共产风”大调土地和劳力：全大队被有偿调走土地６２０亩，无偿调走土地２０５亩，共８２５亩，
占全大队土地的２５％。紧接着公社办试验场调走５０人，办机械厂调走３０人，办钢铁厂调走２６人，共计
１０６人，占全大队劳力的１２％。此外调到外地劳动半年的劳动力２５０人。在大炼钢铁时，这个大队１９匹
骡子被调走１８匹，调走耕牛５头，汽马车５辆，锅托机３部，钢磨３部，架子车７０辆被调走２７辆，独
轮推车７００辆被调走５４０辆，轧花车７部被全部调走，四轮太平车７０辆被调走４７辆。新购买的双铧犁２３
部没解捆被全部调走，大调树木和生活资料：公社机械厂一次调走树木２７００棵，公社盖猪场调走１６０棵，
打机井调走４８棵，搞农具改革被调走４０棵，盖跃进门调走５２棵，盖餐厅被调走１８０棵，架电线杆被调
走８０棵，共计３２６０棵。全大队的粮食、蔬菜和饲料被公社大批量调走，仅１９５８年下半年一次就调走红
薯干６万斤，麦秸７万斤。中央工作组批评了这些错误做法，指出掌握政策很重要，如果掌握政策不稳就
会引起动摇，群众要吃大亏。

中央十二条指示贯彻以后，这个社集训了１１６名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经济退赔，向群众赔礼道歉。
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在王庄大队做了退赔调查。王庄大队平调社员物资总值１３５５２元，只作价５６２３元，仅
是实价的４１５％，已兑现的只有４４０４元，占平调总值３２５％，其中现金即占退赔款的９５％，实物只退
１８只羊，折款２１４元。社员陈福德被平调了１００多元的东西，只退给２０元，他很不满意地说：“报了一
大堆，兑现的不值仨核桃俩枣。”甚至有人从多方面刁难群众，借口查实对证要 “声喊声应”，找不到证

人不算数。社员说：“黑夜搬家、黑夜除树、大协作关门锁户，人不在东西就拿走了，拿的时候又不给我

们说，我们往哪里找证明。”第一生产队３０户社员中有１７户价值７５０元的东西因找不到证人，都不算数。
此外这个大队还扣留了社员应得退赔款７４４５元，使一些 “平调”群众的东西有物无主。

社队规模也作了一些调整：大队、小队规模适当划小，至于公社一级的规模大小还可以研究。习仲勋

副总理说：“我看平原地方公社的规模可以适当地大一些、多几个大队，只要改变作风，方法对头，同样

可以做好工作，我的意见是在平原不设区也可以，设了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得搞一套机构，这部长那

干事，什么助理员呀，有了机关就是一个衙门，增加层次，编制很多干部。”习仲勋副总理还说：“分队

的时候，要有充分的准备，分队的过程，又是贯彻 ‘按劳分配’原则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组织

工作。还要把原来高级社时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恢复起来，要立一套章程制度，

使工作走上轨道。总之，不能简单化。同志们必须明确，公社化是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仍

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并非社为基础，不能把高级社的经验忘记了。”

如宗寨大队、生产队规模的调整：土改时这个村是一个农会，１９５４年组成了五个初级农业合作社，１９５６
年开春与贺庄、和尚桥等组成了一个大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到一年因为社大事情难办，又分为宗

寨、王庄、大路张三个社，下属十六个生产队。１９５８年秋成立人民公社时又把宗寨和大路张合并为一个
大队，王庄与贺庄合并为一个大队，这年种上麦子后，他们又感不便仍分为三个大队，到１９５９年春，因
劳力大量搞水利建设，用人太多，农活安排不利于干，又把三个大队合并为一个宗寨大队，生产队也由

１６个合并为７个，中央 “六十条”鼓舞着群众的生产热情和政治热情。１９６１年春，他们征得领导机关同
意后，大队仍按１９５７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分为３个，即宗寨大队、大路张大队、王庄大队，生
产队调整为１４个。此次调整大队、生产队规模，大大促进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路张８６户为一个生产
队，这次分为三个生产队后，几个原来消极不做工作的干部也积极起来了，各队积极买牲口，置农具，三

天添修农具７２０件，找回丢失的农具３２５件。看起来，生产大队的规模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规模，生产队相当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的规模是适宜的。

中央工作组纠正了采用 “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组织生产导致严重的瞎指挥风，把年满１６周岁到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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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按照班、排、连、营、团的军事化组织起来，由公社统一调配，统一指挥生产，什

么都要 “一律化”“规格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密植能增产，种麦都用五腿楼，

事事都要大协作，什么都要讲统一。１９５８年种麦时，县委统一定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使晚秋
作物不成熟就得收割，造成粮食大减产。１９６０年为了提高小麦丰产方，干部命令群众在一个晚上把全大
队烟叶全部打完，第二天早上地里不准见青，否则就要受辩论。由于烟叶不成熟，又炕得不及时，大部分

都沤坏了。大搞深翻土地，要求 “地翻五尺深，施肥一百车，下种二百斤，亩产五万斤”；大搞田园化，

要求 “畦直如线，地平如镜，土碎如面，畦埂如钢轨”；大搞丰产方，要求 “实现园田化、园林化、灌溉

自流化、闸门化等十化”。做到万亩跑汽车，千亩行大车，百亩走小车，十亩有人行道。大方套小方，一

方套三田 （试验田、卫星田、指挥田），方方有三厂 （养猪场、肥料厂、饲料加工厂），块块有三化 （茅

池化、厕所化、机械化），一场带三站 （气象站、病虫害预报预测站、水文站），一站带两校 （红专学校、

机械学校）。社员日夜奋战在田间，浪费了大批劳动力和物力，生活仍然没搞好。

以大办公共食堂为例，普遍推行 “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应制，并把婚、丧、嫁、娶和穿衣、医疗、

文娱、教育等费用基本都由公社包下来的办法，错误地实行 “按需分配”，超越了经济负担的可能，严重

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习副总理都作了详细深入的调查。如１９６０年春群众口粮
标准降低后，公共食堂的问题越来越多，许多社员提出了意见，可是到６月间又来了个 “大办公共食

堂”，把提意见的人说成是 “破坏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等，受到了批判和打击。从此食堂的问题再

多，停伙断炊也没有人敢提意见了，一直到１９６１年春天，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群众迫切要求自己在家
做饭吃。中央工作组在和尚桥公社的宗寨、樊楼、杜村寺三个生产大队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办食堂群众口

粮标准吃不够、吃不好、吃不饱。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１年春每人每天半斤到九两 （十六两秤），其中百分之

六七十是红薯干、蔬菜，副食品又很少。粮食从仓库到炊事员经过层层克扣，社员实际吃到嘴里不过六、

七两，社员自己说得好，吃食堂最怕粮食过七关： “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

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社员还说：“食堂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食堂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加上食

堂吃得不卫生，时常吃冷饭、生饭等，常有食物中毒、呕吐、肚痛、泻肚的现象发生，影响社员的身体健

康。

由于食堂炊管人员、杂工人员的增多和供给部门过大，降低了劳动的工分值，一个劳动日仅合五、六

分钱，一般生产队劳力的３０％～４０％左右是炊管人员，大大浪费了劳动力。如宗寨大队七个食堂共有劳
动力４５２人，炊管人员占１８６人，直接影响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

办公共食堂浪费了时间和燃料。一个食堂大多都有３００左右人口吃饭，开一次饭需用一个半到两个小
时，浪费了很多时间，社员们说：“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劳动能占多少

哩！”食堂吃饭的人多，烧饭需要大量的煤和柴。初办食堂没有煤，烧了大批的树木、木板、农具、饲草

等，甚至扒房烧。如宗寨大队第五生产队办食堂初步统计烧树１８５棵，木板９４块，扒房２１间，烧椽梁８５
根，烧大小农具２４件，烧饲草５万多斤，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强调大办食堂，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诸如干部特殊化，偏吃偏喝，少数人花天酒地、贪污腐化、工作

命令式，如有不顺心抬手就打、张嘴就骂，在农村形成一股打人风，使一些坏人乘隙而入，兴风作浪，非

法吊打群众、逼死、打伤、打残、打跑很多群众。如和尚桥公社打死４人，逼死７人，打伤１５４人，打残
１１人，打跑１２５人。实践证明办食堂束缚了群众思想，群众对食堂不敢提反对意见，不敢反映真实情况。
中央工作组逐户作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

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

中央十二条下达后，群众对食堂分伙感到满意，在标准低的情况下吃够了标准，吃得饱，普遍反映过

去吃食堂一天两顿饭票就吃完了，现在一天三顿比过去吃得稠、吃得饱。如杜村寺大队第四生产队１５户
人家，散伙后５户有节约，４户稍有余，６户不余不缺。群众自己在家做饭可以掺上一些野菜，一天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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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又熟又热，干净卫生，又能照顾老人和小孩，浮肿病人明显减少。如宗寨大队在食堂停办前有浮肿病人

１４５人，散伙一段后只剩下２７人，小孩面色好看了，大人也添了精神，干活也有了劲，不少的大队、农
户喂了猪、养了鸡，还有的社员合股买了牛和驴，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农村形势的发展，一些交流和外调劳动力陆续归队，虽然口粮增加到每人每天十两 （老秤），红

薯干占６０％左右，但由于粮食不干净，沙土多，从大队到生产队再到群众手里就又少了一些。在这段时
期公社对社员实行八包，社员的工资公社按四级劳力统一发给，劳与不劳、多劳与少劳都能得到同样工

资，社员形容这样的分配办法是： “干不干都吃饭，每月还发两块半。”部分社队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实行 “工分带粮”，多劳者多吃，适当地鼓励了群众的劳动热情，又增加了群众的

口粮，有些没有储备粮的社队，从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口粮标准中扣出１０％作为奖励粮。大家认为实行多
劳多吃的最好办法是基本的口粮不动，仍以分级定量的办法分配，从超产粮或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或大部

分做为奖励粮，按工分分配，这样既保证了社员的基本口粮，又减少了平均主义。

习仲勋副总理经常对全县干部讲，农村各项工作的最终归宿就是把农业搞上去，多打粮食，增加群众

收入。实践证明他当时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推动作用。群众说

得好，“十二条、六十条、七十二条，千条万条都是为了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干部们反映：“六十条加

上四十条正好一百条，这就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的问题。”

习仲勋副总理在长葛多次讲到，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打粮食的一个重要条件。长葛有一百多万亩

耕地，水浇地只有二十多万亩，如果三年内把水浇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至少每人平均有一亩水浇地

（当时人少地多），就是天再旱，也能基本保住口粮，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工作经常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不能稍有松懈。习副总理还讲到，大跃进以来，在水利建设方面长葛县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要在一定

时期内踏踏实实搞好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打井、修渠、平整土地、增添排灌机械等，实践证明，只要

把这项工作经常抓到底，农业生产才有牢固的物质基础。

习仲勋副总理谈到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时指出，干部要置身于群众之中，使群众把你不当外人，而把

你看作和他一样，看成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自己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是群众的一员，不是站

在群众头上，而要和群众在一起办事。他说，切实给群众办事，认真解决好群众的切身困难，各级党委和

每个党员，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给群众办几件好事，并以此来检查自己，及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

的要求，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这样才能在群众

中扎下根子。他还说：去掉官架子，勤学勤记，艰苦朴素，群众说得好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不要

一不听，二不记，否则就学不到什么东西，有些事情只有亲自去参加，才能弄清情况，并且要随时研究，

随时解决，集中几种意见加以比较，才能辨别正确与否。另外，还要及时总结经验得出正确结论，不要学

猴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要不断积累经验，丰富经验，这样，好的作风才能逐步树立起来。

在谈到加强集体领导时，习仲勋副总理说，党委领导一定要树立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要把大的事情

拿到委员会上去讨论，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考虑成熟后，再作出决定去执行，不是第一书

记说了算。如果交换意见不充分，问题讨论得不透彻，当然也就会解决不好。因此，作风要改、要学，不

要怕麻烦。过去刮 “五风”最后搞出了麻烦，根本的一条是没有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独断

专行。过去长葛的吕炳光和禹县的刁文就是这样，他们就是不民主，重大问题不讨论，他说了算，别人就

不行，那叫什么党委，什么集体领导。今后一定要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向群

众宣传，让群众讨论，但不是天天开会。现在的许多会既没有好好宣传，也没有认真讨论，以后一定要加

以改变，群众会最多不超过一小时，群众是在劳动间隙来开会的，我们一定要爱惜群众精力，干部讲话一

定要事先有准备，不要讲话不沾边，占去过多的时间。

关于机关作风问题，习副总理指出：各级会议报表、电话会议都要精简，发那么多文件，不仅作用不

大，而且浪费劳力，不要搞那么多的洋格式，一定要叫人能懂，还是精简一些好，不要那么复杂，办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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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要艰苦朴素一些，尤其在今天要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要恢复我们土改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实事求

是、踏踏实实的作风，勤俭办一切事业。

习仲勋副总理在长葛，历时近五个月的调查研究，对长葛的农村工作方方面面了如指掌，并作了很多

重要指示，他说：“长葛这个地方很好，群众很好，同志们也很好，我们要向你们好好地学习。中央来的

人不一定什么都懂，真正的知识在农村，在群众中，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长葛虽然是个县，但是它的

内容很丰富，所有的问题在这里都有，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对大跃

进所取得的经验、教训等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混乱现象和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及时地向党中央和邓小

平同志作了两次书面汇报，这对当时指导全国性农村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习副总理还对长葛县委工作

中出现的失误和不正之风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使长葛县的农业生产恢复了正常，逐步达到了稳产高产，农

民安居乐业。

习副总理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关心群众疾苦，同干部群众相融与共的工作态度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

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长葛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正确地解决了农民问题、农业与农村问题。习仲勋副总理说：“农村

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时至今天，重温他老人家的这些讲话，对我们牢固

树立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９８６年６月
（郝顺才，县委党史办秘书科长）

回忆习仲勋在长葛

孔宪瑞

　　１９６１年４月初，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带领中央工作组到长葛搞农村工作调查。当时正是反 “五风”

的后期，由于 “五风”的错误，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生活非常困难，当时我任和尚桥公

社党委书记。一天，在县委机关向习仲勋副总理和中央工作组的全体同志汇报和尚桥公社情况，当汇报到

农村生活困难，群众吃不饱饭患浮肿病，有不少妇女患子宫下垂病，并分几度各有多少时，习副总理说：

“农村有没有仪器？怎么知道几度啊？只要说明妇女患子宫病的有多少就行了。”汇报后习副总理讲：“这

次中央派我们来搞农村调查，是贯彻人民公社６０条等工作。”当时研究确定我们公社宗寨、王庄、樊楼、
杜村寺大队作为调查点，以此展开工作。习仲勋带领工作组，在此搞了５个月调查。他们艰苦深入细致的
调查研究，朴素的工作作风，同干部群众的密切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按照实际情况

解决问题的做法，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例如农村食堂办不办，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当时农民口粮标准很低，一人一天平均只有五、六两，

且又实行分级定量，群众普遍吃不饱饭，患浮肿病的人很多，群众有气不敢说。当时把农村食堂称为社会

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因而谁也不敢说食堂不好。谁要说食堂不好，就

要受批判，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针对这一情况，习副总理逐队逐户进行调查、座谈，征求群众意见，

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得出结论：办食堂口粮低，困难多，弊多利少，还是不办为好，同意解散农村食

堂。解散食堂在当时是件天大的事情，挽救了许多群众的生命。当时群众流传着一句话：食堂不解散，生

命难保全。足知解散食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纠正了以公社、大队为核算单位，搞平调吃大锅

饭，取消按需分配的极 “左”做法。对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也进行了调整。他提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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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单位，将土地、牲畜、农具等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田间实行地段包工的生产责任制，执行按劳分配的

政策，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有效地纠正了平均主义，克服了 “五风”错

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习仲勋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背离按

劳分配的原则，急于搞穷过渡，搞平调，刮共产风，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必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生产搞不好，生产力也会遭到破坏，收入下降。‘五风’的错误教训，广大干部群众吃的苦头这么大，是

够深刻的，要认真总结，接受教训。”他还讲：“农村各项工作的最终归宿，就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多

打粮食，群众收入增加。管理要有制度，要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制度建立好，这样才能巩固。”现在回忆

起来，他在当时的一些讲话，是对极 “左”错误的批判，认真贯彻，结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生

活的恢复，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习副总理工作作风非常朴素，平易近人，经常步行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情。一

次在王庄同农民座谈，一老农说：“农民以种地为生，现在地少了，没地了，怎么生活？”他听后非常重

视，经过调查发现，县、公社机关占了他们几百亩地，农民生活现在这么苦，口粮不够，应该把土地还给

农民。于是，就动员县、公社各级领导将机关、工厂、大街没搞基建的土地退给农民，先耕种，以恢复发

展生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生活问题，这样才真正体现了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才是对土地的珍惜爱

护。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习副总理单人步行到公社，同我谈工作情况，他讲： “前几年刮 “共产

风”，有不少干部犯了 ‘五风’错误，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就好，把六十条认真贯彻落实，

农村形势很快就会好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会好起来”。他还谈到：“一个公社几万口人，当个公社

书记责任大，担子重，要切实把工作搞好，领导要有民主作风，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发挥一班人的作用。

当班长，要抓大事，整天忙忙碌碌的，当事务主义领导不算是好的领导。抓大事就是要抓党的方针政策的

贯彻执行情况，要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经常深入调查研究，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不要个人说了算。”他

的话给我启发很大，我在以后的实践工作过程中不断对照检查和运用。老一代的这种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

作风对我们是有教育意义的。

距今，习仲勋离开长葛３０年了，他在这里留下的事迹很多，我记忆有限，只能谈点片断。
１９９０年６月

（孔宪瑞，长葛县人，１９６１年３月至１９６１年８月任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

八七村情况简介

八七村原名宗寨村，因１９５８年８月７日毛泽东主席视察而更名为八七村。现隶属于长葛市长社路街
道办事处，总人口３６７４人，辖４个自然村１０个村民组，１９２名党员，建有村级党委，辖工业、农业两个
党支部。１９６１年４月，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曾到该村视察调研。

改革开放以来，八七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经济发展实现了由农到工的跨越，人居环境实现了由村

到城地嬗变，群众幸福指数实现了由低到高的提升，先后被河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 “文明村” “明星

村”“中州新村”“小康示范村”。

农到工原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八七村，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

发展思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壮大经济实力。目前，已建成八七摩托、中原综合、双喜家具、天下

家私、铁东农贸等６大专业市场和高压电气、机械加工、化工等２７家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安排劳动力近
２０００人，实现了全村群众人人有活干，个个有钱挣。目前人均年收入达到１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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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到城按照城市建设标准，加大对道路、电网、自来水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

一条条大路纵横南北，９０％以上村民住进了楼房，有线电视和自来水入户率均达１００％；集中对村容村貌
进行整治，绿化亮化大街小巷，实现了路宽、灯亮、树绿、花香；建成５０００平方米的群众健身园，购置
安装健身器材，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八七村还建设了２００平方米的展厅，用图片和文字形式展示八
七人在毛主席视察鼓舞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低到高群众的幸福指数逐年提高。全村五保户均享受到政策规定的供养水平，１７０余户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做到了应保尽保；实行面粉统一供应，对６０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和５５岁以上的女性村民，每月发放
５０元退休金；全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１００％；村内中小学校、幼儿园、图书室、卫生室等公共服
务设施一应俱全，九年制义务教育率达到１００％；积极推行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村内所有大事群众说

了算，充分保障了群众民主政治权利。该村还筹集了资金新建了毛主席视察纪念广场，总面积达１万平方
米。广场内修建有供多人表演的大舞台、两个篮球场、４０多套健身器材，成为了居民体育比赛、戏剧演
唱、歌舞娱乐、强身健体的理想场所。这里最多可容纳２０００余人同时做操健身，其乐融融，大大提升了
广大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目前，该村正在按照城市社区建设管理的模式，进行新一轮改造，不久的将来，八七村将成为更加繁

荣富裕、更加安居乐业、更加稳定和谐的城市新村。

李先念副总理与深翻改土的不解情缘

（一）受考察深翻改土

　　１９５８年４月初，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对长葛搞深翻改土的做法非常重视，视为农业生产方面
的一大发明和宝贵经验。（据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透露），中央内定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典型，拟在当年５
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加以推广。为了慎重起见，毛主席、周总理特意委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先行到长葛深入考察。

当年４月１４日下午２时４０分左右，李先念副总理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和尚桥火车站，在站长亲自操
作的小绿旗招引下，缓缓驶入车站区域稍偏东北方向的岔道专线上。列车停稳后，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首

先下车把在车下迎候的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介绍给李先念副总理。吕炳光书记无比激动的话语还未出口，

李副总理首先以和蔼谦恭、异常亲切的话说：“我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来直接学习你们搞深翻改土

和开展群众性工具改革运动的经验。”吕炳光当即对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地委领导对长葛工作的

高度关怀表示衷心感谢，并同时请李副总理到县委机关休息一下，再进行视察……话音未落，李副总理、

吴芝圃书记等均表明因下午时间太紧，先就近看一看再回县城看工具改革展览等。于是就临时选点，到与

专列停车点相邻的 “五四”农业一社青年试验场视察。陪同李副总理视察的领导人除省委第一书记吴芝

圃外，还有省委常务副书记杨蔚屏、许昌地委第一书记赵天锡以及李副总理的２０多名随行人员等。
李先念副总理走进 “五四”一社青年试验场大田，首先连声称赞 “麦子长得好”，接着向场长郭银朝

询问：“你们这个试验场有多少亩地，多少人管理！像这样的麦子长势亩产能打多少斤？”郭银朝回答说

“我们场属于和尚桥乡 ‘五四’一社青年试验场，共有３００亩地，４３人管理，今年麦子长势好，估计一亩
能打１０００斤左右。”李副总理又问：“你说打１０００斤有什么根据？”郭银朝回答：“今年麦苗分蘖好，株
数比任何一年都多，出头率也相应的高了，估计将来要成７５万个穗，少说也会成７３万个穗，这样测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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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１０００斤。”李副总理笑了笑说：“你讲的还是有些根据的。”接着又问：“你们是怎样管理的？”郭回答
说：“这地是人工深翻一尺多，并做到分层施肥，春节过后又用人粪尿普遍泼了一次，开春后又加施一次

尿素。”李副总理听后又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措施好，可以实现１０００斤，但还要加强管理才行，毛主席
在农业方面提出的 ‘八字宪法’就是有科学道理吗。说着说着，他好像一个熟练的农学家那样蹲在麦田

间，边用手拨麦稞边大体框算，然后站起来表示满意地说：“好哇，你们的管理还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实

现１０００斤还是有基础有根据的，鼓鼓劲真正实干是不成问题的。”随后，李副总理非常平易近人地和场
长及在场人员握手告别。

李先念副总理一行离开 “五四”农业一社青年试验场，乘车前往老城 （原县党政机关所在地），行至

老城西关与和平 （街）大队交接处的地头路口，遇到一位身挑篮子正向田间送粪的老农。李副总理让临

时停车，下车与老农亲切交谈，以虚心求教，拜农学艺的诚恳语气，请老农向他详细介绍土地怎样深翻、

粪肥如何分层施入的具体操作技术。当这位老农向他一一作了详述之后，李副总理频频点头，喜笑颜开，

津津有味地说：“你介绍得清楚，我也听得明白，你们的作法概括起来就是地翻一尺五寸 （不要再深了），

不打乱上下土层，地表面和翻开的生土上分层施肥，接着再浇一次塌地水，促使土、肥、水相融，有效增

强地力，为粮食增产打下良好根基。听听你的介绍，再看看小麦的良好长势，长葛开展的深翻改土真是促

进粮食大增产的重要关键措施。这个经验把毛主席倡导的农业八字宪法 （土、肥、水）前三个字有机结

合起来，落到实处，显示威力，是很有科学道理的，是很宝贵的。”最后，李副总理又诚心说了 “谢谢”

同这位老农握手告别。

当李先念副总理一行走进县委机关会议室时已是下午５点，他端起白开水茶杯刚喝一口，就不顾疲劳
地催着吕炳光书记汇报全县开展深翻改土及工具改革的情况。听过简要汇报后，他手里拿着吕炳光书记刚

呈递给他的书面材料，面对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长葛搞深翻改土的经验很有科学道理，为我们指导

全国改良土壤，搞好水、肥、土综合利用，全面落实毛主席倡导的农业 ‘八字宪法’，促进粮食大增产提

供了科学依据，很值得推广。工作中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完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了减轻劳动强

度，提高深翻效率，要大搞工具改革，变人工深翻逐步走向人畜力结合及半机械化深翻……”未等李副

总理的话落音，吴芝圃兴奋地插话说：“长葛紧紧围绕深翻改土、水利建设开展的群众性工具改革运动也

搞得在河南全省出名，今天咱们不是还要观看他们举办的工具改革展览吗。”李副总理随即站起来用手拍

着吕的肩膀爽快地说：“还请吕书记为我们当向导，参观工具改革展览会。”他话锋一转接着说：“今天一

个下午时间虽短，收效很大，学到了长葛搞深翻改土，开展工具改革的经验，对农业快速发展、粮食迅速

增产很有指导意义。我们一行应特别感谢吕炳光书记，感谢长葛县委、感谢长葛创造深翻改土，感谢长葛

人民。”说着说着走出县委机关大门，临登上车之前，李副总理手扶车门非常幽默风趣地说：“若不是工

作太忙碌紧张，今晚应在城隍大殿 （因原县委机关系城皇庙旧址）陪城隍老爷睡一晚就好了”。说后，李

副总理和随行人员在一片欢笑声中乘车直奔县工具改革展览馆视察。在展览馆，李副总理几乎对六个展区

分别参展的超千件展品均产生很大兴趣，特别是对增福庙乡农民王玉顺创造的双层深耕犁、县水利局工人

宋中华同董村打井队共同研制成功的新型打井工具——— “火箭锥”等配套服务深翻改土和水利建设，有

助于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工效的先进工具，更是大加赞扬，并再三向吕炳光书记和为他作展品介绍的

县长孔宪怪提出，既然研制成功，就要抓紧赶制，大力推广。当天下午，李副总理和省委第一书记吴芝

圃、常务副书记杨蔚屏一行，一直兴致勃勃地视察到夜幕降临，对展品已看不清楚了才依依难舍地向在场

人员招手告别，离开长葛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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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推广深翻改土

通过深入考察，李副总理对改良土壤之有效途径和粮食增产之重要措施的长葛深翻改土留下深刻印

象，与长葛结下不解情缘。特别是当年５月１７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高度赞扬长葛深翻改
土是 “一大发明”，８月７日亲临长葛视察，９月视察大江南北时向全国发出 “要向河南省长葛学习，人

民公社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号召之后，李先念副总理更是把宣传推广长葛深翻改土经验上升到贯彻

执行毛主席 “５·１７”光辉批示的新高度，坚持科学态度，纠正错误作法，确保落实不走样。１９５８年９月
２２日，也就是距毛主席视察襄县、长葛一个半月之后，李先念副总理专程来到毛主席视察时命名的 “烟

叶王国”，视察襄县响应毛主席号召，学习长葛经验开展深翻改土的情况。当日上午，当李先念副总理一

行驱车行至该县关帝庙公社文化河畔时，看到田间人山人海深翻改土的场面甚为兴奋，随之停车走到群众

中间。正当李副总理同群众交谈时，襄城县委宣传部部长邢书振与县委副书记王乐善等先后迎上前去，同

李副总理握手后，汇报了县里的情况，并就现场情况汇报说： “三秋大忙季节，全县教师响应毛主席号

召，趁假期到这里来参加深翻土地。”李副总理听后说：“教师参加一些劳动是好的，可要注意劳逸结合

呀！”接着李副总理快步向前，从一位教师手里接过铁锨也翻起地来。李副总理边翻地边向邢书振发问

道：“这里水源怎样？地翻多深合适？”邢书振作了回答。邢讲到翻地的深度一般在九寸至一尺二寸之间

时，李副总理拉着邢书振的手到河岸边亲自操作。李副总理翻过地后问道：“这样就可以了吧！”得到肯

定回答后，又深有所思地讲：“常说深耕加一寸，强似上遍粪，深翻改土真是个好办法。”然后李先念副

总理又走向大田，观看这里搞的高标准园田化，连连称赞说： “深翻了土地，又适时灌溉，增产大有希

望。”这时，李副总理忽然发现大田深处一块大约三分面积的土地上，培起的土已高出地面一尺多，地的

一边还立着 “地翻三尺深，亩产三万斤”的标牌。李副总理看到这种违背与歪曲了毛主席指示和长葛经

验的作法后，非常严厉地批评说：“这很不符合科学，是劳民伤财，不要说亩产根本达不到三万斤，就是

达到三万斤也很不合算，办不到的事要赶快停止。”与此同时，李副总理还听到有人舆论说，在田间集中

这么多群众与教师，是为了同许昌县搞深翻土地竞赛。李副总理更加严肃地对在场的地、县、乡领导说：

“搞竞赛评比是好，劲一定要鼓，可要讲求实效，不要图形式，要比出好成果。”

李先念副总理与长葛有不解情缘，对贯彻落实毛主席 “５·１７”批示，宣传推广长葛深翻改土经验心
驰神往，态度坚决，身体力行，始终如一，他于１９６６年距１９５８年八个年头之后两次视察就是最好的印
证。

其一是视察许昌。１９６６年３月８日，李副总理视察许昌地区水利建设工作，当他在会议上讲到土、
肥、水 “三结合”促进粮食大增产时，满怀激情地说：“中央又重印了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原长葛县委第一

书记吕炳光同志关于深翻土地的发言稿，主席作了很高的评价。现在回头看，他的发言是对的，就近年来

的典型和相当大的面积 （而言）所提产量要求是不高的，只是步子要求过急。例如１１２万亩耕地来一个
大翻身，争取亩产八百斤，当然一年办不到，因为没有经验，完全可以理解的。近来河南提出，根据不同

地形和土质，沙掺淤、淤掺沙和大寨田的办法，多方经验证明是对的。现在经验比八大二次会议时多得多

了，如台田、条田、方田、大寨田和园田化等等，问题是花劳力多。但是我们有人，只要方向明确，干劲

鼓足，不强迫命令，彻底走群众路线，群众一旦接受，行动还是快的”。

其二是视察郏县。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李先念副总理视察郏县水利建设工作时，在该县王集乡八里营
工地，听完常务副县长丁学敏汇报又看了正在开挖的候店水塘后说：“水利工程要搞，但要加强管理，要

充分发挥水利设施的作用；要不打乱土层搞土地深翻。若是这样做了，赔产我包”。副总理说完后一句

话，自己也爽朗地笑了。１１点半钟，副总理一行和大家握手告别。临行时，又特意推开车门，探出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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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车旁的丁学敏千叮万嘱道：“一定要深翻土地，减产了我李先念负责”。

（本文系本书作者对１９９２年 《长葛县志》所载 “李先念视察长葛纪实”一文作追记补充后，与许昌

市政协所出１９４８年～１９８６年 《许昌大事亲闻录》一书有关文章综合摘编）

土地大翻身　争取亩产八百斤

河南省长葛县五十万人民，去冬今春在全民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充满着忘我劳动的精神，在１１２万亩
的耕地上，己实现了水利化，积肥三百亿斤 （目前平均每亩肥料二万八千斤）。与此同时，开展了大规模

的深翻土地运动，截至１９５８年四月底，全县３３万亩早秋地已深翻了一遍，深度均在一尺五左右。我们计
划１９５８年把全县１１２万亩耕地来一个大翻身，争取亩产八百斤。

三年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深翻土地是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深翻土地才更能充分地发挥水利和肥

料的增产效能。后河乡胜利一社，１９５４年深翻的七亩九分地，平均亩产８１０斤；１９５６年深翻的二亩，亩
产１１４６斤；１９５７年深翻的一亩产量达１３１９斤。坡胡乡青年试验场，１９５７年采用沟翻条播的方法，六十
七亩玉米平均亩产１０００斤。深翻地不仅玉米可以增产，其他作物同样可以增产。如城关乡十三社翻地的
谷子亩产６００斤，未翻的只３２０斤。杜村寺乡三社翻地的红薯亩产８０００斤 （晚茬），末翻的１５００斤。坡
胡乡三社翻地的小麦亩产４５０斤，未翻的２５０斤。双庙李乡六社翻地的花生亩产３５０斤，未翻的１８０斤。
很多实例证明，土地只要经过深翻，即可增产百分之几十以至一倍、几倍。群众反映 “深犁加一寸，顶

上一遍粪”“水是血，粪是粮，深翻土地粮满仓”。

深翻地有十大好处

全面发动群众，普遍组织参观，就地辩论，就地实习。

深翻土地，改良土壤，虽然是一件好事情，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大规模的深翻土地运动，是在先进

思想和保守思想斗争中开展起来的。当县委提出１９５８年把早秋地深翻一遍的要求时，在大部分干群中存
在着 “好是好，翻不了”的思想，怕费工，怕麻烦，怕影响水利化，怕费工多增产少；技术人员则坚持

土地逐渐加深的规律。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县委首先组织乡党委书记和社支部书记参观了后河乡胜利

一社，通过算增产账，鼓足了干劲。通过实习学会了翻地办法，通过辩论统一了认识，总结出深翻地能增

加产的十大好处：（１）可以风化土壤，使死土变活土，活土变油土，加深了土壤的肥沃层，增强了土壤的
团粒结构；（２）松土层加深，便于根系发育；（３）能增强蓄水能力，保墒防旱；（４）能溶化和充分发挥肥
料的效能；（５）减少地面径流，防止内涝；（６）土地成畦，便于灌溉；（７）能根除杂草；（８）可以消灭虫
害；（９）土壤松虚，便于平整；（１０）能使作物扎根深，增强抗风能力。

随后县委又普遍组织群众参观，开展群众性的辩论，以提高认识，鼓舞信心与决心。如后河乡胜利一

社，就是抓住了翮地增产的事实，组织老农、技术员到七队学习，就地辩论了深翻地有什么好处？到底能

不能增产？老农说：“翻地自然要费力气，可是力气不会白下，只要能把地翻好，增产是 ‘罐里摸鱼’没

跑。五十多岁的中农社员郭合喜，原来是坚决反对翻地的，经过参观辩论后，承认了 “不翻地庄稼不会

长的壮”。从而打通了思想，掀起了翻地热潮，该社十天时间完成了７５６亩早秋地的深翻任务。社员们说
“翻地如翻金，千年老土翻了身，今年实现双千斤，争取报喜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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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工具提高翻地效率

深翻地好是好，一年来个大翻身，翻了翻不了呢？

当广大群众认识了深翻土地的好处以后，翻地运动就普遍开展起来了。开始时完全是用人工一锨一锹

的翻，每人每天只能翻地一分半到二分，虽然质量好，但是费工太多。生产任务大，劳动力不足怎么办？

广大大群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献计献策，到处请诸葛，出现了农具改革运动

的高潮。在这个运动中，不仅创造发明了各种提水、运输、积肥和农副业产品加工等工具，而且也解决了

深翻土地的工具。和尚桥乡首先创造人力畜力结合翻地的方法，效率提高了一倍以上。紧接着增福庙乡王

玉顺创造了一种双层双铧犁，两头牲口，一人操作每天可翻地三亩，深度一尺五寸。此外，还创造了各种

深翻土地的犁。这样就解决了用工多劳力少的困难，就能够保证在１９５８年完成深翻土地１１２万亩的任务。
几种深翻地的方法

深翻土地一般应根据土质、时间、作物、劳力等不同条件采用不同的办法：

１人工普遍翻，边翻边掺肥料，这种办法是先把表层熟土 （约六、七寸深）翻到一边，然后把肥料

施到生土上，再用铁锨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垃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

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土上面，这样依次翻下去。深度一尺五寸左右。

２人工沟翻，有的翻两层，有的翻三层。方法是根据所种作物的行距，先用绳划成二尺左右宽的格
子，每一格内翻一尺来宽的沟。在翻第一格的沟时，先把表层熟土挖出，放在背垅上，接着再把二层生土

挖出，放在另一背垅上，然后把肥料施入沟内，再用铁锨 （或铁钗）深翻第三层，打碎坷垃与肥料掺匀

放在原处，此后，就把第二层生土拌好肥料放到沟内，接着翻第二格的沟，把第二格挖出的表层熟土翻入

第一格沟里，第一格即算完成。这样逐格逐沟向后挖。翻两层的方法与此相同，作物就种到翻过的沟里

面。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肥力其中，也比较省工。

３人畜力结合翻。这种方法比光用人力翻效率高，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翻上层，犁翻下层。人
工先用铁锨把表层熟土翻到一边，再用牲口将生土深犁一遍，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到第一行犁

过的地面上，顺序下翻，深度翻一尺五寸。另一种是前犁后翻，即前面用牲口犁，后面用人工刨。这种办

法，一般是畜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的。

４全用畜力翻。这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前犁后套，前用八寸步犁深犁，后用去掉犁面的犁串。这
种方法效力高，省工，但不如铁锨翻的质量高。再一种是用双层双铧犁翻，深度也达一尺五寸左右，以这

种办法为最快。

上进几种翻地方法，适用于平原地区的一般土壤，至于沙荒地的翻法则与此不同。对于沙层较薄的土

地，可用人工深翻，将下面的好土翻上来，粗沙压下去。韩左乡过去群众形容这里是：“大风黄沙起，走

路不见迹，两岗加一凹，旱涝都害怕，劳动一年整，最后不收啥”。过去不成庄稼的地经深翻后，玉米最

高的有亩产７００斤的，花生有亩产３００多斤的。
对于沙层特别厚的地方，采取换土的方法，把别处的土或坑泥拉来复盖在沙土上，使沙荒变成良田。

应注意的问题

在翻地中还必须注意几个问题：（１）要分土质。如黑粘土性紧，土块大，翻后土层太虚，因此，这种
土冬翻最好，经过雪浸、风化，土层即可塌实。如果春节后翻，翻后要浇一次水。黄沙土土性疏松，翻过

即碎，这种土翻后耙过即可。翻的深度也不能强求一律，土层厚可深翻，土层薄可浅翻。（２）要分时间。
冬季休闲地一般是上冻前可以大翻 （把下面的生土翻在上面，上边的熟土翻下去），因为距离播种时间较

长，生土经过冬季风化，可以增强肥力。入春后要小翻 （表层土仍放在上面），以免生土不风化，造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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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减产。（３）分怍物，宽垅大叶作物 （如玉米、烟叶、棉花等）适于沟翻。窄行小叶作物和根生作物

（如薯类），以普遍翻的方法为适宜。（４）翻生土必须结合施肥，肥料可使生土发热发虚，一般以猪、羊、
人粪混合施为好。

（原载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３日 《人民日报》）

从土壤科学来研究深翻问题

中国科学院土壤考察队队长　熊　毅

　　土地深翻是我国固有的一种耕作法，但只有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广泛的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
动。深翻后土壤会发生那些变化？如问分析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好还是坏？是不是具有规律性？这些问

题都需要从土壤科学上来予以阐明。

深翻是土地的大翻身，是土壤的大改革，无论是从平面或垂直方向来说，土壤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目前即将形成一个全民性的深翻地运动，这个伟大的人为措施将使土壤的面貌改观。今后我们不单从自然

环境来判断土壤的分布和变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所引起的土壤变化。因此，我们

不仅要用自然辩证法，还要采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土壤。对一个省一个县或乡社所采取的深翻方法

以及其他改良土壤的措施的一些资料，将是我们研究土壤的极重要的根据。这次去河南长葛县总结深翻经

验以后，又参加至国土地深翻会议，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看到了深翻对农业增产的效果，同时也感觉到土

壤科学赶不上生产的发展，土壤科学工作者思想跟不上群众的要求。

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使我对土壤科学有了些新的认识，这些认识还不够系统不够完整，写出来供大

家参考。

什么是土壤？

土壤是土壤母质演变来的，比较疏松，有有机质，有生物的活动，有肥力，也就是有水有肥能为农业

生产服务。土壤必须具有肥力，肥力是土壤约束的特征。土壤的正确概念就是地球表面能及时供应农作物

以水分和养料的疏松物质。这个论点看来很简单，但有很大的思想性，它说明了土壤和农业生产的紧密联

系，这样的土壤概念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土壤的正确积裁。今天在总路线光辉照

耀下，对土壤更有了迸一步的认识，土壤不仅包括肥力，更有不断提高肥力的意义。这不仅是自然力量发

生了土壤的肥力，人为因素增加土壤的肥力超过自然的力量。用人为力量来提高土壤对水肥的供应效率，

这是一种革命的认识。有了土壤的概念，就可以进一步来认识什么是死土、活土及油土。这三个名词是农

民群众创造的。农民群众对死土、活土、油土也没有一个完整一致的认识。比如长葛县胜利一社党支书马

同义同志与该社第二生产队的马队长对活土的看法就不一致．马同义对活土油土的要求更高一些，而马队
长却认为深翻后的土壤就可以是活土。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科学地进行分类，把这个名词肯定下来，

只能用我粗浅的看法来作初步的划分：死土：有人称生土，也可以说是土壤母质或者是不活跃的土壤，是

不具生产意义的土层。但死土可以变为活土。活土：属于土壤的范围，具有肥力，能生长作物，能供应作

物水分。油土：又称熟土，是很肥沃的土壤，有机质较多，能充分供应作物以水分和肥分，其理化生物特

性都表现了高度的肥力，可以获得高额的丰产。

要想丰产光是活土还不够，必须把死土变活土，活土变油土。

土壤的演变

从农业生产上说来，死土可以变活，这一点和理论上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土壤不是静止的，而是运

动变化和发展的；土壤不是孤立的，而是和自然环境、人为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土壤的发展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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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的，可以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向坏的方向发展。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都可以支配土壤的发展。

但就我国今天的情况说来，人为因素对土壤的改变更是具有无比的威力。

我们要促进土壤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分析在现阶段土壤的优缺点，而且还要了解它过去的情况，

发展到今天的过程，推论它将来的变化和发展。不仅如此，还要追索这一系列变化的原因与规律 （包括

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掌握了这些原因和规律，我们才有根据去革命地改造土壤。比如，了解盐土的形

成是由于高矿化度的地下水位过高，我们便可采用排水洗盐的方法去改造它。我们了解了阜阳地区的土壤

又怕旱又怕涝，便有信心用河网化来治理它。

深翻可以使死土变为活土，但不能使活土变为油土。要使活土变油土，一定要园田化，增加土壤的有

机质和养料。相反的，油土经过紧密地埋藏，又可成为死土。比如西北黄土下面埋藏的黑色土质，看上去

好像很肥沃，但经分析有机质并不高，富啡酸少，胡敏酸也碳化。活土变成犁底层或垫足层后，空隙度减

低，蓄水量减少，又成了死土。因此，深翻是引导土壤向良好方向发展的动力，是农业增产的一项基本措

施，经过深翻把死土变成活土，才能逐步演变到更肥沃的地步，使农业丰产再丰产。深翻的作用，无论旱

地水田都是一致的，深翻是多快好省地改造土壤的办法，是丰产的条件之一。

从生产的角度分析深翻，有以下的好处：１深翻基本改变了土壤的特性，也就是使死土变为活土，
使土壤具有供应作物以水肥的能力，提高了土壤的生产力。在物理性质方面，深翻使土壤疏松层加厚，空

隙适当，水分、空气、温度因此都得到了良好的调节，有利于作物根系的发育，抗风力加强，可防止倒

伏。如江苏盐城县水田深耕二尺，稻根下扎就达二尺。这个实例给认为稻根只分布在表土层的看法以强有

力的批判。深翻不能说增加了团粒结构，因为团粒结构不是随便就形成的，它需要很多的条件 （编者注：

科学家的认识还不一致，此问题尚待继续研究）。在化学性质方面，深翻不能直接增加有机质和氮素，但

能引起土壤矿物质风化，而释放出磷钾养料，石灰和铁所固定的土壤磷素作物很难利用，深翻后土壤经过

风化，可释放出一部分有效的磷素。土壤中的原生物如长石、云母和次生矿物的云泰，都含有一些钾素，

深翻后，加强土壤的风化，也可释放出一部分钾素出来。理化性质好了，生物活动自然也就更加旺盛。

２深翻带动了其他良好土壤性质的发展，主要是蓄水保水和蓄肥保肥。我们知道：深翻本身不能产
生水肥，但可使水肥保蓄得更多更好。深翻加厚了疏松层，能容纳更多的雨雪和肥分，因此土壤本身就起

到了蓄水的作用，而减少降雨径流的损失。深翻削弱了土壤的毛管的作用，减少了水分的蒸发损失。深翻

结合分层施肥，使大量的肥料能均匀的分布在松土层内，减少了肥料的损失。水肥遍布在土层中，水土肥

得以相融，并能充分发挥水、肥的作用。

３深翻促进了其他措施的效益。在深翻的同时，也达到了平整土地的目的。深翻增加了土壤的蓄水
量和透水性，因此加强了盐土的洗盐效果。深翻要在地面水分排干后才好进行，因此，为了达到深翻促进

水田排干，既可晒垡，又可克服冷浸之害。深翻红壤可以促进土壤熟化过程，深翻砂礓土和铁盘红壤可检

出砂礓和铁盘，因此深翻可以改良土壤的一些不良性状。深翻对消灭杂草、病菌害和氧化土壤中的有毒物

质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深翻虽好，但只是一种基本的措施，而不是唯一的措施。今天我们将深翻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但灌

溉、施肥、种子、密植等其他方面也都是丰产的重要条件，必须跟上去。华北六省市协作会议，曾提出园

田化，这是农业增产措施的一个重要问题。深翻只能把死土变为活土；活土变油土，要靠园田化。只有园

田化才能更好的熟化土壤，增加土壤有机质，加大土壤的吸收容量，使土壤理化性质进一步得到改善。而

更进一步的加强保蓄水、肥的能力，只有活土变为油土后，丰收才有了保证。

深翻是一般土壤都可采用的办法，除了极个别外，一般都是有利无患的。因此，应该迅速在全国普遍

开展。为了更好的开展这项工作，农业机械工作者担负有重大的任务，希望在设计和创制深翻农具时考虑

下列几点：（１）深翻农具能分层翻土，上下土层不乱；（２）翻的深，拉力又轻，下土出土都容易；（３）
翻时能结合施肥，以便土肥相融；（４）沟翻时能把死土和活土分别翻上来，互不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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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要科学地总结农民群众经验，寻找规律，让土壤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发展。除开了解深翻

和园田化如何引导土层向活土和油土方向发展之外，还有必要了解活土和油土在怎样情况下向相反的方向

发展。我们明确了土壤的发展规律，在党的领导下及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热情创造下，我们一定能引导土壤

向好的方向发展。

对土壤改良的新认识

狭隘的说土壤改良是指有病的不生产或生产力很低的土壤的改良，如盐碱土改良、风沙改良、洼地改

良和红壤改良等。今天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土壤改良的范围扩大了，不仅要把坏土改良为好土，而且

要把一般土壤改良为丰产田。毛主席提出了水肥土的紧密结合，这说明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我们不仅要

改良盐碱土，改良风沙，对一般耕地，甚至丰产田地要改良，使之丰产再丰产。

深翻是一种耕作措施，它能让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化。因此也就具有土壤改良的意义。只有在总路线的

光辉照耀下，我们才能解放思想，为土壤改良开辟无限宽广的前途。总路线要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土壤改良看来具有两点重要意义：（１）我们要用人的力量，用共产主义的
气魄来改良土壤；（２）让土壤改良是无止境的，没有固定的规格，土壤改良再改良，农业丰产再丰产就是
我们的指标。

（本文原载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９日 《人民日报》。作者熊毅 （１９１０４１３～１９８５１２４），贵州省贵阳市人。
中共党员，博士学位，著名土壤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所长、

南京分院院长等职，先后当选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

员，并先后担任 《土壤学报》《土壤》杂志、《生态学》杂志、《环境科学》杂志等刊物主编。熊毅毕生

致力土壤科学研究，先后出版或发表以 《中国土壤》为代表的土壤学论著论文３０余部 （篇），成为我国

土壤胶体化学和土壤矿物学的奠基人。他十分重视对群众经验的总结，并善于提高到科学理论高度去认

识，从全国劳模———河南省长葛县马同义大量使用有机肥料，深耕改土培育高产土壤的成功经验中，研究

有机肥料对粘土矿物的作用，撰文阐明 《土肥相融是培育肥沃土壤的基础》（１９６０），从而开拓了 “土壤

有机无机复合”的研究领域，进一步丰富了土壤学理论，为我国农业增产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此，早于

１９５６年，熊毅就被国务院命名为 “全国先进生产者”；其病故三年之后的１９８８年，国务院还又追授他
“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优秀科技人员”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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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葛市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整合全市旅游资源，完善旅游设施配置，促进我市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践行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 “旅游活市”战略，加快全市旅游设施建设，

提升服务能力，促进旅游市场全面发展，建设全国知名的现代旅游休闲目的地城市。

二、工作目标

以打造全国知名旅游品牌为目标，以中原经济区为第一客源市场，完善提升 “食、住、行、游、购、

娱”六大旅游要素，通过半年努力，到九月中旬，强力推出我市精品旅游线路，逐步激活长葛市旅游市

场。

三、旅游线路

根据我市旅游景区分布和市场情况，设计推出休闲生态游、文化游、工业游、农业观光游四条 “长

葛一日游”旅游线路。

（一）休闲生态游线路

景点及线路：长葛规划展览馆—葛天源旅游度假区—魏武路—金鱼河水上乐园—３号路—鑫亮源生态
旅游度假村 （含午餐）—堤顶路—中原大铁佛寺—铁佛大道—葛天古玩城 （购物）

（二）文化游线路

景点及线路：葛天源旅游度假区—魏武路—子产点将台—铁佛大道—中原大铁佛寺—Ｇ１０７—钟繇文
化广场—长社路—毛主席纪念馆—四号路—陉山地质公园—后河陉山会所 （午餐）—后榆路—天宝宫—

葛天古玩城 （购物）

（三）工业游线路

景点及线路：黄河公司—铁佛大道—中原大铁佛寺—堤顶路—鑫亮源生态旅游度假村 （午餐）—徐

庶大道—卓宇峰业公司 （购物）—魏武路—众品食业园—森源集团

（四）农业观光游线路

景点及线路：葛天源旅游度假区—１号路—陈萛园—师庄 （午餐）—豫星农业科技园—１号路—南席
洎河湾生态园

四、主要任务

（一）品牌打造与宣传

加强创意策划，从旅游发展中高端入手，有效利用报刊、电视、咨询网站、官方微博等媒体和 “五

一”“十一”等节日宣传活动，树立长葛 “中国乐都”城市旅游形象，打造全国知名旅游品牌。

１制作大型画册 《魅力长葛》和长葛旅游形象宣传片 《魅力长葛》。（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完成时
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
２编纂长葛旅游文化丛书３册，含人文卷、自然卷、民俗卷。（责任单位：市文化发展中心　完成时

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３全市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估。（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４全市文化资源调查与评估。（责任单位：市文化发展中心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５指导各景区完善各种宣传资料。（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
６制作长葛文化旅游系列宣传片 《探密长葛》，共６集，《葛天的舞踊》《陉山子产》《钟繇：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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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陈萛：道德君子》 《双洎河：诗经的歌唱》 《人城：天地合鸣》 （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完成时
限：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
７以长葛历史人文和自然风光为主题，组织举办散文、摄影、书法等各类比赛活动。（责任单位：市

文联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８长葛电视台、长葛报等主流媒体要开辟旅游专栏，对全市旅游资源、景区 （点）、旅游线路进行宣

传推介。（责任单位：市文广局、长葛报编辑部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９加快智慧旅游体系建设，设立长葛旅游官方网站，开通旅游官方微博、微信，利用网络传媒对全

市旅游资源、景区 （点）、旅游线路进行宣传推介。（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１０制作长葛旅游交通图，印制长葛旅游宣传画册，扩大宣传效果。（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完成时

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１１策划举办 “五一”“十一”“５·１９中国旅游日”“古桥金杏采摘节”等节庆旅游宣传活动。（责

任单位：市旅游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
（二）重点旅游项目建设

重点抓好葛天源旅游度假区、佛耳湖景区、陉山风景区、千年人城文化生态旅游区、金鱼河水上乐

园、中原汽车生态主题公园、双洎河生态湿地公园、金桥葛天古玩城等重点旅游项目建设。

１葛天源旅游度假区项目：完成葛山绿化、豫湖会所、商业街、音乐雕塑、景观小品、音乐大道安
全配套设施等建设；完善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旅游指示牌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商业街开

发以文艺表演、餐饮、购物、旅游服务等配套项目为主，聘请经营管理团队，提升服务水平。 （责任单

位：宏基伟业公司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２佛耳湖景区项目：完善调整规划，制定施工计划，按计划逐步推进。（责任单位：官亭乡　完成时

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３金鱼河水上乐园项目：完成水上乐园项目建设，并投入运营。 （责任单位：官亭乡　完成时限：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日）
４中原汽车主题公园项目：完成项目规划和开工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 （责任单

位：官亭乡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５千年人城文化生态旅游区项目：完成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制定施工计划，确保项目年内开工，

按计划有序推进。（责任单位：市直工委、老城镇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６陉山风景区项目：完成项目规划和项目基础绿化工程；完成地质公园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后河

镇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７金桥葛天古玩城：进一步完善项目规划并报规委会批准，加快建设步伐，组织商户入驻，作为旅

游购物场所投入使用。（责任单位：金桥办事处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８双洎河生态湿地项目：（１）完成双洎河湿地公园项目申报工作。（责任单位：市林业局　完成时

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２）积极组织项目招商，年内立项。（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３１日）

（三）旅游服务和景区 （点）创建提升

完善黄河旋风工业旅游示范点、鑫亮源生态旅游度假村、毛主席视察纪念馆、中原大铁佛寺、子产点

将台、众品食业园、钟繇文化园等景区 （点）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挖掘文化内涵，提升服务水平，增强

景区吸引力。

１组织编写全市导游词和景区讲解词，加强导游员、讲解员培训，提升服务能力。（责任单位：市旅
游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２提高旅行社行业经营标准，引导华方、风光两家旅行社创建国家２星级旅行社。（责任单位：市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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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３鑫亮源生态旅游度假村：聘请专业管理团队，补充完善导览图、宣传画册、音像制品等有关资料；

对植物园进行主题园区规划设计，增设标示牌，增加景观小品；提升游客服务中心，提供专职讲解服务。

（责任单位：官亭乡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４中原大铁佛寺：硬化、拓宽、美化铁佛寺门前的道路；寺门前规划与景区相协调的专用停车场；

设置导览图，完善引导标识；提升游客服务中心，提供专职讲解服务。（责任单位：官亭乡　完成时限：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５毛主席视察纪念馆：安排专人管理，设置停车标志；设置导览图、指示牌等旅游标识；提升游客
服务中心，提供专职讲解服务。（责任单位：长社办事处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６子产点将台：编制整体开发规划；修建从魏武大道，经罗庄、马庄、高庙郭村到子产台 （沿高铁）

的道路；修建停车场；设置引导标识。（责任单位：增福庙乡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７陈萛园：制作陈萛园旅游发展规划，积极组织项目招商，完成总祠、演艺厅、展示厅、停车场设

施建设。（责任单位：古桥乡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８黄河旋风工业旅游示范点：设置游客服务中心，提供专职讲解服务，规划游客休息区。 （责任单

位：黄河集团公司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９众品食业园：设置游客服务中心，规划游客休息区。提供专职讲解服务。（责任单位：众品公司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１０森源集团公司：设置游客服务中心，规划游客休息区。提供专职讲解服务。（责任单位：森源集

团公司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１１钟繇文化园：安排专人管理，提供专职讲解服务；设置导览图，完善引导标识；建设游客服务中

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配套服务设施。（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四）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加快建设城区道路、城市停车场、城市游客服务中心、街头游园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实施城市旅游

厕所改扩建工程。加快出入城口改造步伐，规划建设地域文化特色景观建筑。

１完成长葛新区景观设计，建设城市旅游服务中心、出入城口、城市停车场、街头游园等公共服务
设施。（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２加快城区道路美化、亮化工程。（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３加快新区旅游厕所建设，对老城区旅游厕所实施改扩建工程。（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完成时限：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五）城乡旅游干线道路提升改造

对Ｇ１０７长葛段、３号路、４号路、魏武路进行改造提升，建设完成铁佛大道，加强道路两侧环境整
治，打造旅游景观道路。

１对Ｇ１０７长葛段进行改造提升，加强路肩两侧绿化。（责任单位：市公路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
月１日）
２对３号路、４号路进行改造提升，建设完成铁佛大道全线工程，按景观道路标准美化、亮化、净

化。（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３对魏武路进行改造提升，按景观道路标准美化、亮化、净化。（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完成时限：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４抓好Ｇ１０７长葛段、３号路、４号路、魏武路、铁佛大道道路两侧环境整治，加强道路两侧林带绿

化建设。（责任单位：和尚桥镇、官亭乡、增福庙乡、后河镇、大周镇、坡胡镇、长社办事处、建设办事

处、金桥办事处、长兴办事处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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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旅游标示系统建设

按照 “顶层设计、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全市交通要道和主要路口设置旅游指示牌，增强我市旅游

景区交通引导服务能力。

１制订旅游交通指示牌设置工作方案，编制预算，分步制作、安装旅游交通指示牌。（责任单位：市
交警大队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七）旅游商品开发

制定旅游商品认定标准，通过征集、评选等方式，指定一批旅游商品，重点抓好蜂蜜保健品、飞镖体

育用品、钟繇文化纪念品、土特产品等７类旅游商品的开发和提升。
１制定旅游商品认定标准，组织认定一批适合市场需求的旅游商品。（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完成时

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２完成１０个具有一定规模、层次较高的旅游定点购物场所规划和提升。（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完

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八）旅游就餐场所提升

规范引导一批环境优美、卫生达标、风味独特的社会餐馆评定命名为旅游定点饭店；打造４条汇聚长
葛地方特色小吃的美食街。

１制定旅游定点饭店标准，组织认定命名１０家旅游定点饭店。（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完成时限：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２四个办事处各完成一条美食街服务提升工作。 （责任单位：长社办事处、建设办事处、长兴办事
处、金桥办事处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３加快香格里拉沿河街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文化、旅游元素融入，筛选文化、娱乐、餐饮、购物等服

务企业入驻，打造香格里拉综合旅游服务街区。（责任单位：和尚桥镇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４葛天源旅游度假区、金鱼河水上乐园周边各建设１０家以上农家乐饭店。（责任单位：官亭乡　老

城镇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九）旅游住宿场所提升

加快高星级旅游酒店的规划建设，引导社会快捷酒店争创星级旅游酒店，规范引导一批设施齐全、安

全卫生、服务规范的社会宾馆、农家宾馆为旅游定点住宿接待单位，形成高、中、低档相配套的旅游度假

住宿集群，满足不同市场需求。

１加快香港国际大酒店、飞鸿温泉酒店等高星级旅游酒店建设，引导金鼎假日、豫港、银泰３家快
捷酒店争创星级旅游酒店。（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２制定我市旅游接待宾馆标准，组织认定命名１０家社会宾馆、农家宾馆为旅游住宿接待单位。（责

任单位：市商务局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十）旅游娱乐场所提升

加快文博馆等高档次文化娱乐场所规划建设，规范引导戏曲茶座、ＫＴＶ歌厅、数字电影院、动漫乐
园等社会娱乐场所提档升级，满足游客娱乐需要。

１完成文博馆的规划和建设工作。（责任单位：市文化发展中心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２筛选推荐戏曲茶座、ＫＴＶ歌厅、数字电影院、动漫乐园等５家社会娱乐场所进行规范提升。（责任

单位：市文化发展中心　完成时限：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领导

市政府成立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工作指挥部，负责对全市旅游产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部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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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下设督导组和办公室，督导组下设６个督导小组，负责对各项工作任务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办公室设
在市旅游局，负责日常工作安排、资料汇总、材料起草等工作。

（二）工作机制

指挥部实行每月工作推进例会机制，继续坚持各乡镇办和市直单位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

为直接责任人的目标管理机制，保障整体工作按时间节点推进。

（三）建立台账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工作部署和时限要求，制定本部门具体工作方案和工作台账，本着 “严、细、

实”的原则，对承担的每项任务细化、量化，明确时间节点，责任到人。各部各单位工作方案和工作台

账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２日前报指挥部办公室。
（四）督促考核

加强对旅游产业发展工作的督查，督导组每半月开展一次专项督查，督查情况汇总后向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并向全市通报。同时，实行工作目标考核制，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各单位年度工

作考核内容之一，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２０１３年４月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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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２０１２年长葛市主要统计资料

２０１２年人口变动情况

指标单位 总户数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自增人口

出生率

（‰）
死亡率

（‰）

合计 １９３７２６ ６５０ ７０９１ ４０１８ ３０７３ １０４１ ５９１

建设办 １６１３４ ６７ ２０９ ９３ １２３

长兴办 ６５９３ １１６６ １６５ ６９ １０９

长社办 １１８７９ ９６７ ２６０ １０２ １９２

金桥办 ７５８９ １０５ ２７５ ５１ ２１１

和尚桥镇 １１６５４ ４０７２ ４７６ ３２１ １７０

坡胡镇 １４２７３ ４６９ ５６３ ３９２ １５６

后河镇 １５４８１ ４４９３ ４９１ ３５２ １１９

石固镇 １０５８９ ３８８ ４６６ ２９３ １６３

老城镇 １６２８８ ５１０５ ４９２ ２９９ ２１５

南席镇 １０３６４ ６３０８ ５０１ ３２４ １８２

大周镇 １５１１０ ６６６ ８１１ ４０１ ４５９

董村镇 １２８１９ ５２５ ５４１ ２９５ ２１８

增福庙乡 ７８７３ ３２８７ ３１４ ２１８ １０４

官亭乡 １０９７１ ６１６ ５０３ ２７１ ２０９

石象乡 １２７５３ ５５９ ４９６ ２７６ ２０４

古桥乡 １３３５６ ５６３ ５２８ ２６１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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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人口变动情况

指标单位
自增率

（‰）
常住人口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城镇化率 农业人口

合计 ４５２ ６７９８３２ ３０６３３３ ３７３４９９ ４５０６ ５４９０４１

建设办 ４４８４１ ４４８４１ １１２８

长兴办 ２３５０７ ２３５０７ １１７４６

长社办 ３８７１９ ３８７１９ ６４５５

金桥办 ２３６７８ ２３６７８ １２２９

和尚桥镇 ４３６９９ ２５５２６ １８１４３ ２１４３８

坡胡镇 ５４０７８ ２４５３６ ２９５４２ ５４８５６

后河镇 ４６２９８ １４５２３ ３１７７５ ４９９２３

石固镇 ３９０１２ １２７４１ ２６２７１ ４２０８６

老城镇 ５１３８９ ２８５４８ ２２８４１ ３８７５９

南席镇 ４４０８９ ７８３６ ３６２５３ ４８６９１

大周镇 ６１４２３ ２８８２８ ３２５９５ ５９３２８

董村镇 ４８５２６ １８７６５ ２９７６１ ４８８１５

增福庙乡 ３０３２９ １４２８５ １６０４４ ２９９０７

官亭乡 ４０６９８ ４０６９８ ４３０７８

石象乡 ４８０８３ ４８０８３ ４８４５９

古桥乡 ４１４９３ ４１４９３ ４３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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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基本情况 （一）

　 单位：个、户、人

单位名称
村民委

员会数

村民

小组

自来水

受益村

通电话

村数

通汽车

村数

乡村

户数

乡村

人口

其中：

男

合计 ３６３ ２５９７ ２７４ ３６３ ３６３ １４７９８５ ５３８２０１ ２７９１７３

建设办事处 ５ １８ ５ ５ ５ １５０２ ５４３１ ２７２１

长兴办事处 ６ ５０ ６ ６ ６ ２８７９ １００５５ ４９７４

长社办事处 ７ ５２ ７ ７ ７ ２３５５ ８００７ ４０３３

金桥办事处 ４ ２８ ４ ４ ４ ２０６８ ７４１２ ３７３７

和尚桥镇 ２３ １７５ ２３ ２３ ２３ ９１３７ ２５８６５ １３１９５

坡胡镇 ３４ ２２９ ３４ ３４ ３４ １３９６０ ５２７８５ ２６５０６

后河镇 ２８ １９７ ２６ ２８ ２８ １１９８６ ４７４３２ ２７０２５

石固镇 ２８ １７６ ２８ ２８ ２８ １０７９５ ４００３３ ２０６１７

老城镇 ２９ ２４７ ２９ ２９ ２９ １３０３２ ５１２３４ ２６８７８

南席镇 ３１ １９６ １７ ３１ ３１ １２１３６ ４６８３０ ２４０６１

大周镇 ３５ ２５６ ３５ ３５ ３５ １４３６５ ５７１０８ ２９６５１

董村镇 ２７ １８７ １４ ２７ ２７ １２５２１ ４９７４９ ２５２７２

增福庙乡 １８ １３１ １０ １８ １８ ７３４４ ２９５９７ １５３９１

官亭乡 ２５ ２２２ １６ ２５ ２５ １０７４２ ４０８３６ ２２４２０

石象乡 ３０ ２３６ ８ ３０ ３０ １１７７８ ４６２８８ ２３３９５

古桥乡 ３３ １９７ １２ ３３ ３３ １１３８５ ４４５３９ ２２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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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基本情况 （二）

　 单位：人

单位名称 女
乡村劳动

力资源数

其中

男 女

乡村从业

人员数

其中

男 女

农业从业

人员数

合计 ２５９０２８ ３６４５７６ １９２２０７ １７２３６９ ３４８５７８ １８４６６０ １６３９１８ １３８０６１

建设办事处 ２７１０ ３２２９ １６９９ １５３０ ３２０８ １６９１ １５１７ ８０９

长兴办事处 ５０８１ ６５４３ ４１９８ ２３４５ ６４２０ ４１７８ ２２４２ ３０５０

长社办事处 ３９７４ ５２２７ ２６５８ ２５６９ ４７７１ ２４１９ ２３５２ １４９３

金桥办事处 ３６７５ ４２９８ ２１７８ ２１２０ ４２０１ ２１７６ ２０２５ ９６８

和尚桥镇 １２６７０ １７６４５ ９６０８ ８０３７ １６９８９ ９０５７ ７９３２ １９１５

坡胡镇 ２６２７９ ３３３５２ １６７２１ １６６３１ ３３０４６ １６６１８ １６４２８ １３８００

后河镇 ２０４０７ ２７８９５ １５２１０ １２６８５ ２６５３４ １４８９２ １１６４２ ８３９２

石固镇 １９４１６ ２６７５４ １３８７６ １２８７８ ２６０４７ １３５３８ １２５０９ ８４１７

老城镇 ２４３５６ ３０７４２ １６２６６ １４４７６ ２９４９５ １５５８７ １３９０８ ８８９４

南席镇 ２２７６９ ２９８１２ １５８９７ １３９１５ ２８７３３ １５８０９ １２９２４ １６１４６

大周镇 ２７４５７ ３９０７５ ２０８１３ １８２６２ ３７９１７ ２０３７９ １７５３８ １３３２４

董村镇 ２４４７７ ３２８２３ １６６７０ １６１５３ ２９８７７ １５１６０ １４７１７ ７７２５

增福庙乡 １４２０６ １７９９０ ９５４０ ８４５０ １７８２０ ９４４３ ８３７７ ６００８

官亭乡 １８４１６ ２８８５２ １６３１８ １２５３４ ２５９６３ １３８０３ １２１６０ １２７３１

石象乡 ２２８９３ ２９９８０ １５３７５ １４６０５ ２９６２０ １５２４５ １４３７５ １７５２０

古桥乡 ２２２７４ ３０３５９ １５１８０ １５１７９ ２７９３７ １４６６５ １３２７２ １６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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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产　出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按可比价格计算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
速度 （％）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产出 ０１ １６９６２５３４１１３６３９７６１１６５３４７３１０２０７７９５ １１４２ １１８６

　第一产业 ０２ ４０６６５３ ３８０６６３ ３６３２２９ ３４９３０９ １０４０ １０３６

　　农林牧渔业 ０３ ４０６６５３ ３８０６６３ ３６３２２９ ３４９３０９ １０４０ １０３６

　　农业 ０４ １８４５７５ １７３４９４ １７１２４７ １６９０４９ １０１３ １０３２

　　林业 ０５ ３０７８８ ２８４７６ ３０４８２ ２８４３５ １０７２ １０３４

　　畜牧业 ０６ １９６０３７ １７３９５０ １５６７０１ １４７２７５ １０６４ １０４１

　　渔业 ０７ １４４６ １１９３ １１１８ １１１０ １００７ １０９７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０８ ３８０７ ３５５０ ３６８１ ３４４０ １０７０ １０６６

　第二产业 ０９ １１６１２５６７１０１５２３２３１０４４５２６２ ９１０６０１６ １１４７ １１９９

　　工业 １０ １１３０５８１１ ９８８０２３９ １０１７０３９３ ８８５８８３２ １１４８ １２０３

　　采掘业 １１

　　制造业 １２ １１２０７１２１ ９７９４４４４ １００９５５２０ ８７９４００７ １１４８ １２０５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 ９８６９０ ８５７９５ ７４８７３ ６４８２５ １１５５ １０１８

　　建筑业 １４ ３０６７５６ ２７２０８４ ２７４８６９ ２４７１８４ １１１２ １０５７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１５ ２５２１１８ ２２３６２３ ２２５９１２ ２０３１５８ １１１２ １０５７

　　建筑安装业 １６ ２５９４８ ２３０１５ ２３２５１ ２０９０９ １１１２ １０５７

　　建筑装饰业 １７ ６２０２ ５５０１ ５５５７ ４９９７ １１１２ １０５７

　　其他建筑业 １８ ２２４８８ １９９４５ ２０１４９ １８１２０ １１１２ １０５７

　第三产业 １９ ９４３３１４ ８３０９９０ ８４４９８２ ７５２４７０ １１２３ １１１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０ １３５０３６ １２０２６６ １３５６６８ １２５５８７ １０８０ １０９７

　　铁路运输业 ２１ ４２６７８ ３８０１０ ４１９７４ ３８８２９ １０８１ １０９６

　　道路运输业 ２２ ６６７６７ ５９４６４ ６４７２４ ６０２０８ １０７５ １０９６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２３ ７９７６ ７１０４ ７２６７ ６８１１ １０６７ １１０７

　　水上运输业 ２４

　　航空运输业 ２５

　　管道运输业 ２６

９９３附　录



总　产　出
　综合机关名称：长葛市统计局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按可比价格计算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
速度 （％）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２７ １５０８３ １３４３３ １３２２９ １２０５９ １０９７ １０９５

　　仓储业 ２８ ３３９ ３０２ ６２８８ ５７３２ １０９７ １０９５

　　邮政业 ２９ ２１９３ １９５３ ２１８６ １９４８ １１２２ １１３７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０ ５６０３７ ５０３６３ ５０６１３ ４５６８４ １１０８ １１０５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３１ ４７９７７ ４３１１９ ４２８４６ ３８５３１ １１１２ １１１５

　　计算机服务业 ３２ ７８８９ ７０９０ ７６３３ ７０２９ １０８６ １０５６

　　软件业 ３３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３４ １２４ １０８１ １０６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４ ２０８７５９ １８０８４８ １４３５６９ １２６７０７ １１３３ １１５７

　　批发业 ３５ ７７８３９ ６６９８０ １０８９１３ ９５８７４ １１３６ １１５７

　　零售业 ３６ １３０９２０ １１３８６８ ３４６５６ ３０８３３ １１２４ １１５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７ １２１４５４ １０７１４８ ９４８９０ ８８７９０ １０６９ １０９０

　　住宿业 ３８ ２０７２３ １８００１ １０１７２ ９０１８ １１２８ １１６２

　　餐饮业 ３９ １００７３１ ８９１４７ ８４７１８ ７９７７２ １０６２ １０８２

　　金融业 ４０ ９６７７３ ８０８９８ ９５６８３ ７４７７４ １２８０ １０２８

　　银行业 ４１ ８４３８６ ７０２２４ ７１６０６ ６０６８３ １１８０ １０２９

　　证券业 ４２ ３１４０ １３０７ １７５８２ ７４４７ ２３６１ １０２９

　　保险业 ４３ ９１８５ ９３１６ ６１３４ ６５９２ ９７６ １０２０

　　其他金融活动 ４４ ６２ ５１ ６１ ５２ １１７３ １０００

　　房地产业 ４５ ７４５２１ ５６２３１ ７６６１５ ５１９６２ １４７４ １１６３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４６ ２３３３１ ８３４２ ３８３７９ １５６９７ ２４４５ １５３８

　　物业管理业 ４７ ４５４ ２３５ ３５５ １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５４１

　　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４８

　　其他房地产活动 ４９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 ５０ ５０７３６ ４７６５４ ３７８８１ ３６０７７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１ １９７９２ １７５８７ ２６６０８ ２４２１１ １０９９ １１７１

　　租赁业 ５２ ５００５ ４４４７ ６７５６ ６１４７ １０９９ １１７１

００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４



总　产　出
　综合机关名称：长葛市统计局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按可比价格计算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
速度 （％）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商务服务业 ５３ １４７８７ １３１４０ １９８５２ １８０６４ １０９９ １１７１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５４ ５８０４ ５４８７ ３２５６ ３１５４ １０３２ １１３５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５５ ７００ ６６２ １５０ １４５ １０３４ １１４２

　专业技术服务 ５６ ２７５９ ２６０８ １６２１ １５７１ １０３２ １１３５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５７ ８１５ ７７０ １３７３ １３２９ １０３３ １１３５

　地质勘查业 ５８ １５３０ １４４７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０２８ １１３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９ ７５９１ ７１７６ ６５５８ ６３５４ １０３２ １１３４

　水利管理业 ６０ １６２７ １５３８ ６３６ ６１６ １０３２ １１３２

　环境管理业 ６１ ２７７３ ２６２１ ７９３ ７６８ １０３３ １１３４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２ ３１９１ ３０１７ ５１２９ ４９７０ １０３２ １１３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６３ ４２０４３ ３５８４４ ３７９０１ ３３０７９ １１４６ １１７１

　居民服务业 ６４ ２２４３０ １８４１７ ２０４３１ １７１８３ １１８９ １１７１

　其他服务业 ６５ １９６１３ １７４２７ １７４７０ １５８９６ １０９９ １１７１

　教育 ６６ ７１８２５ ６７８９９ ５２７５４ ５１１１８ １０３２ １１７６

　教育 ６７ ７１８２５ ６７８９９ ５２７５４ ５１１１８ １０３２ １１７６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６８ ３４４４９ ３２５６８ ３３８０４ ３２５６８ １０３８ １１７４

　卫生 ６９ ３３３９３ ３１５６８ ３３４６５ ３２２４０ １０３８ １１７５

　社会保障业 ７０ ５７１ ５４１ ９６ ９３ １０３２ １１２０

　社会福利业 ７１ ４８５ ４５９ ２４３ ２３５ １０３４ １１２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７２ ２５５２ ２２６８ ２８５９ ２５６０ １１１７ １２７７

　新闻出版业 ７３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７４ ９７７ ８６８ ４２５ ３８２ １１１３ １２７８

　文化艺术业 ７５ １２０４ １０７２ ８１４ ７３３ １１１１ １２７５

　体育 ７６ ３０ ２６ ２６２ ２２７ １１５４ １２７５

　娱乐业 ７７ ３４１ ３０２ １３５８ １２１８ １１１５ １２７９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７８ ６６６７８ ６６４０７ ８４２０４ ８５９２２ ９８０ １０４５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７９ ６６６７８ ６６４０７ ８４２０４ ８５９２２ ９８０ １０４５

１０４附　录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绝对额

构　成
（经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０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地区收入总值 ０１ ３７０３７０４ ３２５７６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一、地区生产总值 ０２ ３７０３７０４ ３２５７６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第一产业 ０３ ２３４０６９ ２１９９７１ ６３ ６８

　　农林牧渔业 ０４ ２３４０６９ ２１９９７１ ６３ ６８

　　农业 ０５ １０７２３０ １０１７３３ ２９ ３１

　　林业 ０６ ２３４００ ２１６４２ ０６ ０７

　　畜牧业 ０７ １００３４２ ９３８２３ ２７ ２９

　　渔业 ０８ １０５６ ８７１ ００ ００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０９ ２０４１ １９０２ ０１ ０１

　第二产业 １０ ２８５３５９４ ２４９６８０４ ７７０ ７６６

　　工业 １１ ２７３６０１９ ２３９２５１８ ７３９ ７３４

　　采掘业 １２

　　制造业 １３ ２７１２５７０ ２３７２１３０ ７３２ ７２８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 ２３４４９ ２０３８８ ０６ ０６

　　建筑业 １５ １１７５７５ １０４２８６ ３２ ３２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１６ １０１３５２ ８９８９７ ２７ ２８

　　建筑安装业 １７ ９７３１ ８６３１ ０３ ０３

　　建筑装饰业 １８ ３００８ ２６６８ ０１ ０１

　　其他建筑业 １９ ３４８４ ３０９０ ０１ ０１

　第三产业 ２０ ６１６０４１ ５４０８８５ １６６ １６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１ ８０４２１ ７１６２５ ２２ ２２

　　铁路运输业 ２２ ２６５０５ ２３６０６ ０７ ０７

　　道路运输业 ２３ ４０８６０ ３６３９２ １１ １１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２４ ３９０１ ３４７４ ０１ ０１

　　水上运输业 ２５

　　航空运输业 ２６

　　管道运输业 ２７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２８ ８００７ ７１３１ ０２ ０２

２０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４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绝对额

构　成
（以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０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仓储业 ２９ ２１６ １９２ ００ ００

　　邮政业 ３０ ９３２ ８３０ ００ ０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１ ３１３３８ ２８１６５ ０８ ０９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３２ ２７９７１ ２５１３９ ０８ ０８

　　计算机服务业 ３３ ３２９５ ２９６１ ０１ ０１

　　软件业 ３４ ７２ ６５ ００ ０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５ １４２３５０ １２３３５８ ３８ ３８

　　批发业 ３６ ４８８８２ ４２０６３ １３ １３

　　零售业 ３７ ９３４６８ ８１２９５ ２５ ２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８ ７９７６１ ７０４５８ ２２ ２２

　　住宿业 ３９ ７９３９ ６８９６ ０２ ０２

　　餐饮业 ４０ ７１８２２ ６３５６２ １９ ２０

　　金融业 ４１ ７８４６９ ６５２２１ ２１ ２０

　　银行业 ４２ ７１９８０ ５９９００ １９ １８

　　证券业 ４３ ２０９８ ８７３ ０１ ００

　　保险业 ４４ ４３６２ ４４２４ ０１ ０１

　　其他金融活动 ４５ ２９ ２４ ００ ００

　　房地产业 ４６ ６１８６３ ４９３３９ １７ １５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４７ １４９０４ ５３２９ ０４ ０２

　　物业管理业 ４８ ２２８ １１８ ００ ００

　　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４９

　　其他房地产活动 ５０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 ５１ ４６７３１ ４３８９２ １３ １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２ １２４１１ １１０２８ ０３ ０３

　　租赁业 ５３ ３１３８ ２７８８ ０１ ０１

　　商务服务业 ５４ ９２７３ ８２４０ ０３ ０３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５５ ３６４３ ３４４４ ０１ ０１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５６ ４４２ ４１８ ００ ００

３０４附　录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绝对额

构　成
（以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０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专业技术服务 ５７ １７３１ １６３６ ００ ０１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５８ ５１２ ４８４ ００ ００

　　地质勘查业 ５９ ９５８ ９０６ ００ ０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０ ４７５５ ４４９５ ０１ ０１

　　水利管理业 ６１ １０２０ ９６４ ００ ００

　　环境管理业 ６２ １７３７ １６４２ ００ ０１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３ １９９８ １８８９ ０１ ０１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６４ ２４６７７ ２１０３９ ０７ ０６

　　居民服务业 ６５ １３１６５ １０８１０ ０４ ０３

　　其他服务业 ６６ １１５１２ １０２２９ ０３ ０３

　　教育 ６７ ４４６０２ ４２１６４ １２ １３

　　教育 ６８ ４４６０２ ４２１６４ １２ １３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６９ １６９５２ １６０２６ ０５ ０５

　　卫生 ７０ １６４３０ １５５３２ ０４ ０５

　　社会保障业 ７１ ２８３ ２６８ ００ ００

　　社会福利业 ７２ ２３９ ２２６ ００ ０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７３ １２６０ １１２０ ００ ００

　　新闻出版业 ７４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７５ ４８３ ４２９ ００ ００

　　文化艺术业 ７６ ５９４ ５２９ ００ ００

　　体育 ７７ １５ １３ ００ ００

　　娱乐业 ７８ １６８ １４９ ００ ０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７９ ３３５３９ ３３４０３ ０９ １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８０ ３３５３９ ３３４０３ ０９ １０

二、地区外净要素收入 ８１

补充资料：１年平均人口：２０１２年　　６７９８万人；２０１１年６８５３万人
２按人口平均的地区收入总值：２０１２年　　５４４８２元，２０１１年　　４７５３６元
３按人口平均的地区生产总值：２０１２年　　５４４８２元，２０１１年　　４７５３６元

４０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４



２０１２年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 （％）

境内实现财政总收入 ２３２３１５０ ２２２０２３３ １０２９１７ ４６

其中：上划中央收入 ５７７９８０ ５１９１２０ ５８８６０ １１３

上划省收入 ３４５４５ ４４６０８ －１００６３ －２２６

上划地 （市）收入 １０７０ １３７４ －３０４ －２２１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 １８７３０３５ １５２３９４３ ３４９０９２ ２２９

其中：上划中央收入 ５７２０４２ ５１０１０５ ６１９３７ １２１

上划省收入 ６１７ ９４０ 一３２３ －３４４

上划地 （市）收入 １１５ ３５ ８０ ２２８６

地方财政收入合计 １７０９５５５ １６５５１３１ ５４４２４ ３３

一、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１３００２６１ １０１２８６３ ２８７３９８ ２８４

（一）、税收收入小计 ９２９３６４ ７４５８８９ １８３４７５ ２４６

增值税 １５２２７２ １４０４３６ １１８３６ ８４

营业税 ２１０４０５ １５９９４３ ５０４６２ ３１５

企业所得税 ９８２０３ ８２３９２ １５８１１ １９２

企业所得税退税 ０

个人所得税 １８３５９ １７９５２ ４０７ ２３

资源税 ２７００ ３０５３ －３５３ －１１６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０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４９９４８ ４５０２４ ４９２４ １０９

房产税 ４３１７１ １９６９８ ２３４７３ １１９２

印花税 ２５２７２ １７８００ ７４７２ ４２０

城镇土地使用税 １７１６５３ ８０２３０ ９１４２３ １１４０

土地增值税 ２１８５５ １５５２８ ６３２７ ４０７

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１１４１４ ９２７５ ２１３９ ２３１

耕地占用税 ２４４９３ １０５２４６ －８０７５３ －７６７

５０４附　录



２０１２年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 （％）

契税 ９９６１９ ４９３１２ ５０３０７ １０２０

烟叶税 ０

其他税收收入 ０

（二）非税收入小计 ３７０８９７ ２６６９７４ １０３９２３ ３８９

专项收入 ３０３８１ ２８９６８ １４１３ ４９

其中：排污费收入 １４２２ １１３２ ２９０ ２５６

　教育附加收入 ２５７９９ ２５５８１ ２１８ ０９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２２１６０６ １７２０００ ４９６０６ ２８８

罚没收入 １５０２０ １３９７４ １０４６ ７５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９２０６８ ４１９５５ ５０１１３ １１９４

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１０７１５ ８７７７ １９３８ ２２１

其他收入 １１０７ １３００ －１９３ －１４８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 ４０９２９４ ６４２２６８ －２３２９７４ －３６３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３６ ３６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５２５４ ９１５９ －３９０５ －４２６

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２０５ ２５６ －５１ －－１９９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２６４３ １７４５ ８９８ ５１５

城镇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８４００ ８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７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３４２０３９ ５７４６２１ －２３２５８２ －４０５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７５１２ １１９３８ －４４２６ －３７１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８３２９ １１７８３ －３４５４ －２９３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收入 －３００４８ ３００４８ －１０００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２３８４０ ５０１１６ －２６２７６ －５２４

其他基金收入 １１０３６ ４５９８ ６４３８ １４００

６０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４



２０１２年财政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 （％）

地方财政支出合计 ３０６０６６０ ２７２１４４０ ３３９２２０ １２５

一、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２５８５１００ ２０８５５９０ ４９９５１０ ２４０

一般公共服务 ２１９４８０ ２６１４９０ －４２０１０ －１６１

其中：政府办公厅 （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１０５５３０ １１８１７０ －１２６４０ －１０７

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 ３７５６０ ３７９５０ －３９０ －１０

公共安全 １０９４５０ ７６０００ ３３４５０ ４４０

其中：公安 ６８５４０ ３８３００ ３０２４０ ７９０

检察 １８３００ １１６１０ ６６９０ ５７６

法院 １７６８０ １３７３０ ３９５０ ２８８

司法 ４１２０ ９８１０ －５６９０ －５８０

教育 ７３４１１０ ６１５８７０ １１８２４０ １９２

其中：普通教育 ６５９４７０ ５５０５３０ １０８９４０ １９８

科学技术 ６２２８０ ５４９４０ ７３４０ １３４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２０４３０ １７７１０ ２７２０ １５４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３１０６８０ ２６１２２０ ４９４６０ １８９

其中：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补助 ６４７２０ ９８８００ －３４０８０ －３４５

抚恤 ２３３５０ １５０１０ ８３４０ ５５６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７１３０ １４０８０ －６９５０ －４９４

医疗卫生 ２６８８１０ ２１８６００ ５０２１０ ２３０

节能环保 １８５５８０ ９３８８０ ９１７００ ９７７

城乡社区事务 ８９８８０ ６３５２０ ２６３６０ ４１５

农林水事务 ３３６９３０ ２２８８１０ １０８１２０ ４７３

其中：农业 １８１５００ ９６２６０ ８５２４０ ８８６

林业 ２０４６０ ２７１９０ －６７３０ －２４８

水利 ７００３０ ７１９３０ －１９００ －２６

农业综合开发 ７９００ ５２３０ ２６７０ ５１１

交通运输 ９００６０ ４４２１０ ４５８５０ １０３７

７０４附　录



２０１２年财政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 （％）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４６３１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７３１０ １４３７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１９２４０ ５５６９０ －３６４５０ －６５５

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 １６４０ ２１７４０ －２０１００ －９２５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１０１４０ １３４３０ －３２９０ －２４５

住房保障支出 ４３３００ ２９８６０ １３４４０ ４５０

粮油物资储备事务 ５２６０ ２１５０ ３１１０ １４４７

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９００ ９００

其他支出 ３０６２０ ７４７０ ２３１５０ ３０９９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 ４７５５６０ ６３５８５０ －１６０２９０ －２５２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 ０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５７５０ ９４１０ －３６６０ －３８９

文化事业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７９０ ２６０ ５３０ ２０３８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 ２６４０ １７４０ ９００ ５１７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３４７１３０ ５４８０８０ －２００９５０ －３６７

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８４００ ８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７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７５２０ １１９４０ －４４２０ －３７０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１１７８０ －１１７８０ －１０００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支出 ３３７９０ ３８４０ ２９９５０ ７７９９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２３８４０ １８３４０ ５５００ ３００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４５７００ ２２３６０ ２３３４０ １０４４

８０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４



２０１２年长葛市各乡镇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单　　位

收入

计划

本月完成

国税 地税 财政 合计 国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长葛市合计 １２３６０００ ２０１３４ ５９１９７ ９４８３ ８８８１４ ２１２２５５

市本级 ６９４３００ ８３０４ ２４００８ ９４８３ ４１７９５ ６９９２９

乡镇合计 ５４１７００ １１８３０ ３５１８９ ０ ４７０１９ １４２３２６

后河镇 ４５７００ ２１６９ ３３４９ ５５１８ １６５８８

坡胡镇 ２５３００ ４１５ １０２２ １４３７ ５０５８

石固镇 ２７９００ ３４７ ４６８ ８１５ ６２６３

和尚桥镇 ４３８００ ６８１ １５６７ ２２４８ ６１５７

增福庙乡 １１７００ ３４９ ３１９７ ３５４６ ４６７７

官亭乡 ２６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４３８ １６８８ ３７９１

老城镇 ３１９００ ８００ ４８３０ ５６３０ ８１７４

大周镇 １１１１００ ４２１９ ６５２５ １０７４４ ５４６５２

董村镇 １４２００ １８１ ３２９ ５１０ ２６９７

石象乡 ５０００ ５７ １７６ ２３３ １５３９

古桥乡 ３２００ ３０ ９ ３９ ６３３

南席镇 ３９００ ２ １３ １５ ５８

长社办事处 ５２１００ ４９８ ３７３９ ４２３７ ５５５６

长兴办事处 ４６０００ ４３２ ３２３６ ３６６８ ７８３６

金桥办事处 ５４５００ ９０５ ２１２９ ３０３４ １２８２２

建设办事处 ３９４００ ４９５ ３１６２ ３６５７ ５８２５

９０４附　录



２０１２年长葛市各乡镇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单　　位

累计完成

地税 财政 合计

上年同期

完成数

占收入

计划 （％）
比同期

增长 （％）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长葛市合计 ７４２９０８ ３４５０９８ １３００２６１ １０１２８６３ １０５２ ２８４

市本级 ３３７００３ ３４５０９８ ７５２０３０ ６３７６４５ １０８３ １７９

乡镇合计 ４０５９０５ ０ ５４８２３１ ３７５２１８ １０１２ ４６１

后河镇 ３１１８６ ４７７７４ ３５８６４ １０４５ ３３２

坡胡镇 ２０８４８ ２５９０６ １６８５０ １０２４ ５３７

石固镇 ２１７９３ ２８０５６ １６７２１ １００６ ６７８

和尚桥镇 ４１９４７ ４８１０４ ３１７０２ １０９８ ５１７

增福庙乡 １１１５６ １５８３３ １００４７ １３５３ ５７６

官亭乡 １３９９８ １７７８９ ２０００８ ６８４ －１１１

老城镇 ２２３１８ ３０４９２ ２２７９７ ９５６ ３３８

大周镇 ５４４２８ １０９０８０ ７９３４８ ９８２ ３７５

董村镇 １１５９３ １４２９０ １１００８ １００６ ２９８

石象乡 ４１５３ ５６９２ ４８９３ １１３８ １６３

古桥乡 ２６９４ ３３２７ ４２０３ １０４０ －２０８

南席镇 ３９２７ ３９８５ ３５４３ １０２２ １２５

长社办事处 ４９８１２ ５５３６８ ３２１９１ １０６３ ７２０

长兴办事处 ３８７９８ ４６６３４ ３２５５２ １０１４ ４３３

金桥办事处 ４２２０８ ５５０３０ ３１３９７ １０１０ ７５３

建设办事处 ３５０４６ ４０８７１ ２２０９４ １０３７ ８５０

０１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