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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的统购统销
1953年11月，德清、武康两县县委、

县政府成立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负责粮

食统购统销工作。

12月，两县分别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传达党中央和政务院关于实施粮食统购统

销政策精神和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暂行细则(草案)》。

12月下旬，两县召开全体共产党员，

青年团员、各界代表及村干部会议，再次进

行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并

从抓住当时农业生产和解决群众迫切要求

解决的问题入手，落实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通过粮食统购统销，两县基本上稳定

了粮食市场，保证了军需民食。

1955年，根据“三定”办法，德清、武

康两县对农民核定的粮田面积产量，实行

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农民利用田埂、

场地、宅基空地生产的粮食，不计产量，全

部归农民所有。

通过粮食“三定”，基本上达到“定产

实际，留粮合理，群众满意”的要求，两县

粮食生产和粮食购销出现前所未有的大

好形势。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当时解决

粮食供需矛盾的有效措施。在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它起到了保证粮食供应、稳定

市场物价、支持国家工业建设的积极作

用，同时推动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

发展和对私营粮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

是必要和正确的。

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

高潮的掀起，两县根据“防洪防旱并

重，平原山区兼顾”的治水方针，在山

区由点到面开展山塘水库建设，在平

原地区广修圩塘，修建涵闸，并开始打

坎并圩，建设包围。1958年6月，全县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展开了水利建

设，连续几年出现兴修水利高潮，规模

之大、投工之多是史无前例的。

1958年，全县两大骨干工程东

苕溪治理工程——对河口水库和东

苕溪导流港第一期工程相继动工。

同年7月1日，对河口水库举行开工

典礼，并进行全面施工。同时启动开

挖东苕溪导流港第一期工程。紧接

着，又从12个公社中调集民工8000

余人，助推导流港工程全线开工。

1959年1月，嘉兴地委调集2000余

民工组成海宁支援团，帮助德清开挖

导流工程。

1965年6月，全县最大综合利用

配套工程水电——对河口水电站建

成并网送电。县境段东苕溪导流港

于1960年12月竣工。同时，东苕溪

导流港配套水利建筑德清大闸、洛舍

大闸、德清大桥也相继建成。该工程

完成后，在防洪、灌溉、通航方面发挥

了综合作用，不但减少了杭嘉湖平原

的洪涝灾害，而且遇旱还可引太湖之

水灌溉农田。

其间，除上述两大骨干水利建设

外，县内还新建或续建了各类山塘水

库，到1965年底，全县共建成各类山

塘水库400多座。

大规模水利设施的兴建，为当时

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

的条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严重

困难面前，两县人民在县委和县人民

委员会的领导下，发挥积极性和创造

性，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

主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全县工农

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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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的统购统销
1954年 9月初，为加强对棉布计划

销售工作的领导，两县县委分别成立棉

布统购统销领导小组，讨论拟定了当地

棉布计划供应的初步实施办法，指示有

关部门抓紧时间做好各项工作。各区、

乡、镇也都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两

县的中国花纱布公司，负责对棉花、棉

布、棉纱的收购管理，以及对私营棉布

零售商社会主义改造的归口领导等

工作。

棉布统购统销政策是关系到人民群

众穿衣的大事，为使这一政策得到人民的

拥护和支持，两县采取“先党内、后党外，

先干部、后群众”的贯彻方法，进行层层思

想发动。县委宣传部编印宣传提纲，着重

讲清实行棉布统购统销的目的、意义、范

围和定量标准，以及布票发放和使用的有

关规定。各乡镇以村、街道为单位召开群

众大会，由乡镇干部带头作宣传动员，核

实人口，做好发放布票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

两县还根据8月5日省委要求各地党

委立即部署棉布商改造的通知精神，开展

对私营棉布零售商贩进行全行业性的社

会主义改造。

为及时准确地将布票发放到户到人，

两县以区、乡、镇为单位核实人口，按人口

数向上级领取布票数量，实行专人监管和

发放布票。德清、武康两县每人定量21

市尺，一年一发。每年发放的人均定量布

票，根据棉花收成丰歉有所增减，由浙江

省商业厅确定。

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后，使棉布市场发

生根本性变化，既保证货源供应畅通与市

场稳定，从而保证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

安定，又得到了群众的欢迎。

德清、武康两县建制撤并
1958年4月4日，为了适应当时工农

业生产需要，紧缩机构，加强领导，浙江省

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撤销杭

县、武康、宣平县的建制，并上报国务院审

批。国务院1958年4月8日及4月11日

批示，决定撤销杭县、武康、宣平三县建

制。4月29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下达

《关于撤销杭县、武康、宣平县的通知》，

《通知》还明确规定：“德清、武康两县交接

由嘉兴专署负责”，“应在充分做好干部、

群众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于5月底前交接

完毕。”

1958 年 5 月上旬，两县领导成员、

乡镇党委(总支)书记、县级机关科局长

等在莫干山荫山街召开县委扩大会

议。会上，嘉兴地委领导宣布两县合并

后德清县委领导成员名单。县人民委 员会正副县长由县人代会依法选举产

生。同时宣布在两县合并中有关干部

变动及财产交接等纪律。1958 年 6月

11日至 14日，德清县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城关镇召开，选举产

生了县长俞明进，副县长李文学、张洪

恩、王惠珠、王永金及人民委员会委员

20名，同时还选举产生了县人民法院院

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至此，武康

县正式撤销并入德清县。

撤并县建制是一件关系到经济发展

与群众利益的大事，从德清、武康两县合

并六十多年历史来看，撤销武康县并入德

清县后，平原与山区优势互补，经济和社

会都发生巨大变化。各方面的实践证明，

国务院和省人民委员会撤销武康县并入

德清县的决策是正确的，为德清的高速、

高质量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贯彻“八字方针”
初步调整工商业政策

从1960年起，我国的经济出现

暂时困难，德清也不例外。1961年1

月，党中央在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

针，表明国民经济建设转入调整阶

段。

1961年，德清县委结合德清实

际，采取措施，停办了部分钢铁厂、小

煤窑、炼焦厂等。1962年，县委又进

一步采取关、停、并、转的措施，大规模

调整国营工业企业，将部分手工业划

出来，恢复集体手工社(组)。工业服务

方向从为大工业服务转向为农业和市

场服务。经过调整，县内困难局面开

始扭转，工业生产开始出现回升，国民

经济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工业战线

出现新的生机。

1961年9月，县委、县人委对全

县商业体制也进行了调整。一方面

在恢复建立县供销合作社的基础上，

以行政区域建立23个公社供销合作

社。另一方面，国营商业恢复专业商

业商店，扩大商业网点。与此同时，

将并入国民商业的合作商店、小商小

贩重新划出。经过调整，形成了城镇

以国营商业为主导、乡镇以供销合作

社为骨干、农村集市以个体商贩为主

角的商业流通网络。新的商业流通

网络形成，大大改善了城乡市场供

应，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得到稳定，

集市贸易日益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不

断扩大。

德清在贯彻中央“八字方针”中，

通过对全县工业、商业和财政的调

整，妥善解决了许多矛盾，取得了政

治平稳、经济复苏的良好局面。

1962年6月30日，为应对紧张局势，

德清县委遵照上级关于紧急战备的指示

精神，召开德清县战备部署情况会议。县

委根据各单位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担负

的战备任务，将全县区域分为重点战备和

一般战备两类。其中，莫干、千秋(武康)、

城关、新市、筏头等八个社镇先后各组建

一支150人的武装基干民兵连；三桥、上

柏、三合等三个公社先后组建一支60人

组成的武装基干民兵加强排。随后，相续

为民兵组织配备武器装备。此外，在德清

西部山区黄回山、莫干山、和睦桥、山民、

对河口水库相继建立民兵对空监视哨。

新市、城关两镇建立城镇防空领导小组，

规定防空讯号，划定空袭疏散地带，组织

对空射击点，并加强对机关、重要厂矿、学

校以及国家、社、队集体所有的粮、油、百

货等重要物资仓库的保卫工作，尤其是对

易燃易爆物品的仓库加强保卫。

1962年11月13日，德清县委批转了

县人武部党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民兵

工作“三落实”的指示报告》。《报告》回顾

了自战备以来，全县党团员和民兵干部大

多受到三至五次战备教育，开展了控诉敌

对分子运动。县委党校还开办人民战争

思想教育主教练班，受教育达3000多人

次。此外，利用各种节日或干部大会进行

宣传，城镇还利用书场、戏院、茶铺、街道

等活动场所结合图片、幻灯、读报、座谈、

展览等宣传形式，开展了形象化的战备宣

传教育活动。

通过战备教育，提高了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干部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民

兵战略地位的认识，加强了对民兵工作

的领导，激发了全县广大民兵的民族感

情，增强了阶级观念和国防观念，鼓舞了

革命斗志，较好地推动了生产建设和民

兵工作。

20世纪60年代的战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