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 为“刹妖风”运动中受打击

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今后停止使用不
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从 1979 年起，
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2 月 31 日，中共商丘地委发出 《关于为“刹妖
风”运动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的决
定》。决定指出，所谓“刹妖风”运动是错误的，
对在“刹妖风”运动中受批斗的地方、军队的干
部、群众一律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受到株连的家
属、子女亦应妥善解决。

●1979年 把经济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1979年 10月 29日至 11月 5日，中共商丘地委
召开全区经济工作会议，贯彻省委召开的地、市委
书记座谈会精神和胡乔木对叶剑英国庆讲话的说
明，理出并总结了经济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制订
发展商丘经济的新思路和新举措。会议认为这次国
民经济调整是前进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进，不抓经
济、光搞空头政治是假社会主义。会议强调，一定
要把经济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来抓。要解放思想，按
经济规律办事。打破官办工厂、官办企业的老框
框，改变“任务靠计划、物资靠分配、设备靠调
拨、产品靠包销”的老规矩，变坐商为行商，广开
门路，搞活经济。

●1980年 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80 年 10 月 ， 全 区 贯 彻 执 行 中 共 中 央
【1980】 75号文件及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座谈
会精神，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1月 5日，
地委又发出了《关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75号文件
的意见》，分析了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利与弊，肯定
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提出了需要处理好的
问题，诸如：解决好集体用工问题；建立基本劳动
日制度，解决好牲口、机器、水利设施的管理使用
问题；建立健全林、牧、副、渔、企业等联产责任制，解
决责任田分包过零问题；加强农业科研站、组工作，
合理解决大、小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人
员的补偿报酬问题；合理确定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
的比例及合理定产等。

●1981年
农业生产实行统一经营、包干到户

1981年 10月 25日，中共商丘地委制订下发了
《关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点意见》，强调坚持
亦统则统、宜包则包的原则，因地制宜地、积极地
解决统一经营管理问题。此时，全区90%以上的生
产队实行了统一经营、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意见》要求加强对生产责任制工作的领导，切实
做好农村社队的财务整顿工作，认真解决农民负担
过重问题。

●1982年
部署“一根扁担两头挑”的造林工程

1982年 12月 4日，中共商丘地委、行署召开
绿化黄河故道南大堤会议，研究部署了“一根扁担
两头挑”的造林工程（即以146公里长的黄河故道
南大堤林带为“扁担”，西挑民权县双塔沙荒防护
林网 1万亩，东挑虞城县八里堂绿化盐碱地 1 万
亩）。这项 工程把修堤、开路、植树三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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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林业政策，明确林权，颁发林木证。这项工
程是实施，不仅能提供木材，增加经济收入，而且
将对防风固沙、治沙改碱、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生
产条件起重要作用。

●1983年 农民技术人员评技术职称

1983年 1月 13日，关于全区农民技术员的技
术职称评定工作的总结指出：根据《河南省农民技
术人员技术职称暂行规定》的要求，自1982年2月
开始，在全区进行了农民技术员的考试、评定工
作，参加考试的 7426人，经过考核和评定，已发
证书 5917人，其中一级农民技术员 1928人、二级
农民技术员 2385人、三级农民技术员 1604人。这
一举动成为农村一大新闻，促进了农民学习文化技
术、进行科学种田的积极性。

●1984年
196个农村人民公社完成建立乡政府工作

1984年 1月 14日，中共商丘地委【1984】 7号
文件指出，全区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工作自
1983年 12月中旬全面展开，截至目前，196个公
社，除11个公社作为政社分设试点及商丘市3个农
村公社随试点完成建乡工作外，其余 182个公社已
完成乡党委、乡政府和经济联合社的分设工作，正在
制定各项 规章制度，建立岗位责任制以及制订农村
发展规划等。村一级的改革，春节前将有80％的大
队、生产队完成建村委员会和村民组的工作。

●1985年
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全面铺开

1985年，全区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全
面铺开。人事制度改革方面，下放了部分干部管
理、调配、任免、使用和奖惩权限，简化了手续，
试行了乡（镇）干部选举招聘制，实行了条件放宽、待
遇从优的对外招聘引进技术人才制度；进行了供销
社体制改革，试行和推行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岗位
责任制。劳动工资改革方面，研究实行了劳动合同
制的方案，并在当年招收合同制工人中试行。

●1986年 开展殡葬改革工作

1986年 9月 15日至 17日，商丘地区行署召开
全区殡葬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要把殡
葬改革当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暂行规定》和《河南
省殡葬管理暂行办法》，根据不同情况，实事求是
地划分火化区和土葬改革区。在火化区实行火葬，
在土葬改革区实行深埋不留坟头。同时坚持节俭办
事，取缔迷信活动。

●1987年 乡镇企业崭露头角

1987年 3月 11日到 12日，商丘地区乡镇企业
工作暨表先大会在商丘市政府礼堂召开。数十名乡
镇企业家走上领奖台，代表全区367个先进单位和
个人，从地委、行署领导手里接过省和地区颁发的
奖杯、锦旗和证书。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发展很
快，特别是院户企业发展更为突出，占五级企业总
数的 89%。随着院户企业的蓬勃兴起，专业村相继
涌现，1986年比 1985年增长 86%。建筑建材业、食
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养殖业、第三产业，已成为全
区乡镇企业的五大支柱。

●1988年 桐木综合加工厂花落商丘

1988年4月份，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复了河南省
计经委、河南省林业厅报送的关于商丘桐木加工厂
可行性研究的报告，同意在商丘建厂。商丘桐木综
合加工厂是在 1985 年 10 月立项的。它受到了国
家、省计划、林业、外贸、中国银行等有关部门和
单位的高度重视。有关方面经过对国内外技术设备
考察和市场调查预测，全面地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商
丘 桐 木
综合加工厂建
成后，将年产刨花板
3万立方米，刨花板二次加工
（刨切单板贴面） 150万平方米、刨切单
板 200万平方米、胶合板 1万立方米、拼板 8000
立方米，将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

●1989年 18个酒类产品被评为省优质

在 1988年度评选出的河南省优质食品中，商
丘地区 18个酒类产品被评为省优质，占全省优质
酒数的 22%，其中，一轻系统 16个，居全省各地
市、各系统之首。优质酒产品如下：

民权酒厂生产的宝塔牌特质红葡萄酒、白葡萄
酒、珍珠葡萄酒；宁陵张弓酒厂生产的张弓牌皇封
酒、优质张弓大曲、低度张弓大曲；商丘林河酒厂
生产的林河牌 38°林河酒、45°林河特曲、林河大
曲；虞城县响河酒厂生产的响河牌响河特区、38°
响河酒、优质响河大曲；柘城县王贡酒厂生产的王
贡牌57°王贡特曲、48°王贡酒；永城县酒厂生产的
豫永牌永城特曲。

商丘县酒精厂生产的商宋牌 50°商宋特曲；睢
县酒厂生产的睢州牌睢州大曲；民权第二葡萄酒厂
生产的国农牌中国白葡萄酒。

●1990年
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向纵深推进

1990年 3月 16日至 18日，商丘地区经济体制
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一要继续深化企业
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
企业的活力。二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加强服务体系建设，试
行“双向承包”。三要继续深化流通领域的改革，以
稳定物价为中心，整顿市场秩序，健全市场法规。四
是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领域的改革。

●1991年 三义寨引黄清淤工程开工建设

1991 年 11 月 25 日，商丘地区重点水利工程
——三义寨引黄清淤工程准备就绪，全线开工。为
做好前期工作，11月 21日，地区引黄清淤工程指
挥部在工地首次召开各县指挥部指挥长会议，要求
上下齐心协力，以临战的姿态，从难从严做好各项
准备工作，确保全线按时施工。

这次引黄清淤战线长达 50公里，明水多、淤
泥多，有十几万人出境施工。指挥部要求以县为单
位统一开挖土方、统一排水，改善施工条件，苦干加
巧干。严格按1989年省设计的堆土线堆土，不准乱
开路，不准踏青，与沿河群众团结治水。

●1992年
商丘成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1992年 11月 27日，商丘地区行署新闻发言人
宣布：国务院日前正式发函，将商丘地区“农村流
通体制改革试验区”列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序
列。两年来，商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
商品经济，全面实施了商业“四开放”、粮食商业企业

“四分设”、供销社“综合商社”、乡镇七所八站改革下
放、“小政府，大服务”及外贸、物资建设基地、综合开
发、多功能、全方位服务等大的改革，使全区粮食产
量大幅度增长，创下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农民人均纯
收入显著提高，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工业生产保持了
较快的发展速度，经济效益逐步提高。

●1993年 商丘开通首家股票市场

1993年 9月 24日，河南省证券公司商丘营业
部开通与深圳股票市场联网交易，这是全区的首家
股票交易市场。在商丘地区人民银行一楼股票交易
大厅里，现代化的 SM网络系统控制的大型屏幕，
随时展示出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股票的沉浮，股民
们在约3分钟内就可完成股票交易的委托手续。商
丘地区首批股民已挤向交易市场，持股票者最低持
股额3000元，最高额达3.1万元。

●1994年 京港大道破土动工

1994年 4月 5日，京港大道开工典礼举行。地
区有关领导及商丘市主要领导出席了典礼。京港大
道是扩大开放、振兴商丘的一项关键工程，将为商
丘市奠定大城市框架的基础。如果把二环路比作商
丘扩大对外开放的西服，京港大道就是西服领带。
京港大道的建成，不仅代表商丘市发展进入新阶
段，同时，也预示着整个商丘地区走向繁荣的新时
代的到来。据悉，京港大道以火车站为起点，经民
主东路、军分区、靶场，往南过运河伸入商丘县境
内，全长1760米、宽60米，总投资1200万元。

●1995年 掀起招商引资热潮

1995 年 8 月 22 日，商丘地区招商引资会议召
开。会议强调，商丘要发展，必须坚持开放带动战
略，在盘活存量的同时，积极招商引资。招商引资要
讲艺术，改变招商的手段，发动个人、企业参加，进行
全民招商。当年3月23日，中共商丘地委、行署召开
地直机关招商引资动员大会，要求把招商引资工作
纳入地直机关领导目标管理，动员方方面面的积极
性，进一步掀起招商引资高潮。

●1996年 京九铁路建成通车

1196年 8月 31日，京九铁路正式开通，首列
128次合肥——北京客车 19时到达商丘南站。地、
市、县领导和附近群众热情接站，并与128次列车
的乘客和列车员合影留念。京九铁路全长 2381公
里，总投资340亿元，从山东曹县梁堤头过黄河故
道进入商丘，在商丘区内 58.72 公里，设商丘北
站、南站、伊尹站和木兰站。

●1997年 郑祥义扎根人和六年传科技

1997年 4月 4日 中共商丘地委发出《关于向
郑祥义同志学习的决定》。郑祥义是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中共党员。1991年响应党的号召到民权县
人和乡搞科技扶贫，承担省级科技星火开发项目。
6年间举办科技培训班 380多期，受培训农民 7000
多人，为商丘的科技兴农作出了贡献。他身患癌症
之后，仍带病坚持工作，1997 年 1 月 26 日病逝，
葬于民权县人和乡。《商丘日报》、新华社对他的先
进事迹进行了宣传。

●1998年 商丘举行撤地设市挂牌仪式

1998年 1月 6日上午，商丘撤地设市挂牌仪式
在豫东宾馆举行。省市领导分别为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揭牌，副省长李志斌、市
委书记刘新民及来宾代表祖松臣分别发表讲话。市
委副书记、市长史培德主持仪式。国家、省有关单
位和领导纷纷题词或发来贺电、贺信。中共中央政
治局原常委宋平题词：“团结奋进，振兴商丘。”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李长春题词：“抢抓京九
机遇，发展商丘经济。”原中顾委常委段君毅题词：

“借助大京九铁路优势，加速发展商丘经济。”

●1999年 商丘开始创建省级卫生城市

1999年 5月 13日，商丘市召开创建省级卫生
城市动员大会。动员全市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
群众，深入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实现 1999年
创建省级卫生城市的目标。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硬
件和软件建设，确保项项达标，要突出工作重点，
抓住薄弱环节，集中力量搞好市容市貌、整治环境
卫生及城市交通秩序等工作，力争近期内有较大改
观，一是突出绿化，加强管理。二是全面治脏，净
化环境。三是大力治乱，优化秩序。四是狠抓美化
亮化，提升市容市貌整体水平。 （下转T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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