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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
加强生产责任制  调动群众积极性

中山县今年增产粮食一亿多斤
（《南方日报》1980 年 12 月 17 日第 1 版 孙浩添 王启聪）

本报讯  我省重要粮产区之一的中山县，今年夺得农业生

产的全面丰收。全县由于调整作物布局，水稻插植面积比去年

有所减少，但早、晚两造总产和单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稻

谷总产比去年增加 1.3 亿多斤（6500 多万公斤），增长 16.5%，

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 9%，平均亩产达 1161 斤，比去年增加

173 斤；甘蔗总产预计可达 60 万吨，比去年增加 12 万吨；花

生总产 20 多万担，比去年增加 3 万多担；社员人均分配预计

可比去年增加 51 元。

在夺取今年农业丰收中，中山县把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加

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抓。从去年备耕开始，

县委总结推广了群众创造的几种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使全县的劳动管理从“小段包工、按件计酬”，逐步向联产到

组、到劳和专业承包发展，全县 3900 多个生产队，除 6 个队外，

其余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港口公社过去农业生产

处于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今年，有七成生产队实行联产到组

或到劳的责任制，其余的生产队也实行小段包工，按件计酬。

结果，今年粮食总产比去年增加 1300 万斤，改变了多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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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前的局面。

为了达到全面平衡增产，中山县还采取灵活措施和给予优

惠待遇，发挥穷队内在的积极因素，帮助他们迅速改变落后面

貌。这个县有 890 个人均分配在 90 元以下的穷队，过去拖了全

县的后腿。今年，县委决定适当调整他们的粮食征购和其他农

副产品的派购任务，并且在保证全县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前提

下，允许他们适当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改变单一的经济结

构。一年来，全县共支援穷队资金 73 万元，余粮任务调为超购

粮的有 720 万斤。通过一年的实践，全县有八成以上的穷队初

步改变了面貌。

（本专栏编辑对数字做了规范性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