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
在改革中前进的 顺德

——顺德农村见闻录

赵冲

顺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是广 东著名的蚕

桑塘鱼之乡。这里河网纵横，土 肥物 茂，一片片鱼塘掩

映在蔗林、桑树的浓荫下，呈现 出一 派 南国的景色。
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 实 行以 来，顺德农村

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 经济蓬 勃发展，成为我国农村

经济改革中颇有特色的地 方，引 人瞩目，令人神往。

初夏时节，我有机会到顺德县采 访 了几天，耳闻

目睹了这里的人民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成绩。

“党的政策好”

在顺德县财政局，我见到了局长董世良同志，他

告诉我：“1984年顺德县工 农业总产 值 达到19亿元，

比1983年增长24.2%；全县12 个 区（镇）中，有10个

区（镇）的工 农业总产值超过 1 亿元。1984年除去因利

改税上划的 1 千万元糖税外，县财 政 收入 达到12，591

万元。1981年以 来，平均每年财政收入增长10% 以 上。

近几年全县工副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区 乡企业发展之

快，增长幅度之大，在 全 县 各 种经 济成分中遥遥领

先。1984年区乡企业总产值达到8.5亿元，比1983年增

长40% ；区乡企业上交的税收达6，969.5万元，比1983年

增长97.48% ”。说到这里，董局长激动地说：“顺德

经济发展快，关键是党的政策好。”的确，我在顺德

的几天里，从县长到基层 干 部，从 厂 长、经 理 到工

人、农民，和我交谈的每一个人都 异 口 同声地说：

“党的政策好，这几年托 了政策的福。”

顺德在珠江三角洲是比 较 富 庶 的 县，然而过去

在“左”的思想束缚下，这里的 经 济发展慢，人民生

活变化小。1979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只 有220元。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一系列经 济 政策指引下，

特别是贯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 活 的政策以来，顺

德县委对农村经济形势作了分析，他们认为顺德人多

地少，光靠农业，不发展工 业，翻 两番 是不可能的。

只有坚持走改革、开放、搞 活的道路，调整农村产业

结 构，利用毗邻港澳的条件，引进外资和 先进技术，

瞄准国内国际的市场，发展商品 经 济，才能解决农村

的过剩劳动力，促进全县经济的起飞。正是基于这样

一个指导思想，几年来全县各级领 导干 部把工作重点

转到抓经济工作上来。全县完善 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大力发展了塘鱼和花卉，顺德的 塘鱼 和花卉很快占领

了广 州市场，也成为香港市 场 的俏货。现在每天都有

400担活 鱼装船运到香港。1984年 顺 德塘 鱼产量达到

176万担，居广 东第一。为 了促进区乡企业的发展，顺

德县制订了《 发展区乡企业奖励的暂 行 办法》、《 对

外商投资办厂给予优惠的暂 行规 定》 ，鼓励各区乡积

极开展外引内联，多层次、多成 分、多渠道地 大办工

业。短短的几年里，区乡企业如 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1984年达到2，470个，拥有了机械、家用电器、塑料制

品 、家具、服装、纺织、食品 等行 业，出现了一批产

值超千万元的企业。现在，在顺德提到 区 乡企业，人

们就会自豪地告诉 你，顺德 有 “杂 牌 之 王”称号的

“美的”风扇厂，有年产万 吨的龙江 啤酒厂，有获得

外贸荣誉产品 称号的TM T风扇厂，有港澳 合资年产

300万盒生力牌录音带的联兴磁带厂，等等……

商品 经济的飞跃 发展，给顺德带 来许多喜人的变

化。多少年来，由于河网 交织，江 水 阻隔，公路不通

畅，顺德不少地方举步维 艰，汽车 靠摆渡过河。人们

筑路修桥的愿望受经济力量的 限制，长期不能实现。
区乡企业发展起来后，县里经济实力增强 了，一集资，

顺德境内架起了百米以上桥 梁168座，全县201个乡的

通车率达到91% ，有力地促进了商品 经 济 流通。桂洲

区过去打架多、赌博多、偷窃多，随着区 乡企业的发

展，这里成了外贸产品 的生产 基地，人们安居乐业，

社会犯罪率明显下降。1984年全区工农业产值达2.7亿
元，工 商税收达1，267万元。在勒流区黄连乡，一些农

民已同城里职工一样开始过周 末。这个乡选拔出20多

名文娱体育骨干，组织农 民开 展 了书 法、绘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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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盆景、集邮、 文艺 创作等活动。每逢周末，文化

中心 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顺德县一 位干部感慨地

对我说：“过去这里有人向往港澳，想方设法跑出去。

现在，你到农村走走，电冰箱、彩 电、摩托车已不算

希罕，哪一家没有几大件！现 在这里的农民是三多，

存款多、盖新房多、家用电器多。最近，我们 这里不

少人从香港旅游回 来，他们说：“只要党的富民政 策

不变，不用十年，我们的生活肯定会胜 过香港。”

办企业讲经营

顺德县区 乡企业不仅发展快，而 且 经营管理好。

就 拿称雄广 东的顺德风扇 厂家来说吧，1984年顺德县

8 家区办企业生产了211万多台风扇，占全省产量的三

分之一。今年头五个月 ，又生产 了200万台，相当于1984

年总产量的95% ，比去年同期增长2.4倍。今年客户同

顺德签订的要货合 同 达400多万 台，比1984年翻了一

番。广 东生产风扇的强手不少，“顺 德 货” 在市场竞

争中能保持良好势头，殊属 不易。他们有哪些诀窍呢？

在顺德，我走访了几家风 扇 厂。“美的” 风扇厂

生产科的负责人告诉我，顺德的风 扇 厂 大都是由几十

人的塑料厂、综合厂发展起 来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使

他们认识到，作为乡间小厂要站 住 脚，必必须把提高产

品 质量，创名牌优质产品 放在首 位。“美的”厂在建

厂初期就提出了“产品质量就是企 业 的生命”的口 号。

全厂实行了全面的质量 管 理，设有20名专职质检 员，

负责各车间产品 的质量检验，各个生 产 班组也设有兼

职质检员，全厂形成一个完整 的质量检 验网。产品 出

厂要经过三道关卡。第一关，凡是质量不 合格的原材

料和配件，不准入库投产。第二 关，各道工序生产的

零部件，先由工人自检，然后 由 质 检 员检 验，不合

格的不能转入下道工序。第三关，产品 总 装完毕后，

要经过自动检验线对调速、功 率、泄 漏电流、绝绝缘电

阻、耐压、起动力矩等六 个 项 目 都检 验合格后，才

能包装出厂。由于严格注意产品 质 量，“美的”牌16

英寸台扇和落地扇分别被评为广 东省和农牧渔业部优

质产品。

“美的”风扇厂的厂长何享健认 为，要使产品 在

竞争中称雄，就要舍得花本钱进行智力 投 资，使职工

掌握科学文化，提高技术素质。该厂职 工有70% 以 上被

派到对口 的先进企业跟班学 习和参加不同类型的技术

培训班，有的还被派到大专院 校深造。此外，他们还在

社会上用长期或短期的办法广 泛招聘技术人才。几年

来，被聘请到该厂协 助技术攻关的高级工程师、教授

和其他科技人员已达200多人次。

顺德的风扇在竞争中，大都以 质 量优、 价格廉取

胜。做到这点，是与他们重视引 进先进 设备和搞好原有

设备的更新改造分 不 开的。顺德风扇厂家的关键生产

设备大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 设备 具有高效率、高

质量的特点，因而产量高，产品 的质量好， 成 本低。

TM T风扇厂从日 本引进的电脑控制绕 线机， 可 以 提

高工效 2 倍多，而且绕圈准，保证了外贸 产品 的质量。

几年来，8 家风扇厂引进先进 设 备126台（套），更新

设备 900 多套，建立 了 9 条比较先进的风扇生 产 线。

重视市场信息，开发新产品 ，是 顺 德风扇生产的

另一个特点。顺德风扇厂家都十分注意研究市场动态，

及时、准确掌握市场信息，不断研制新 产品 。顺德的

风扇品 种原来只有吊扇、台扇，现 在发 展 有 各 种规

格、型号的 吊扇、台扇、 落 地扇、 壁扇、 鸿运扇、排

气扇等系列产品 ，裕华风扇厂就 是靠不 断研制新产品

发家的一个典型.这个厂原 来生产价廉物美的小风扇，

一年多前，该厂厂长区鉴泉从广 告中 发现 香港市场有

一种外型美观、设计独特、 款 式新颖的鸿运扇畅销，

立即组织技术人员研制，生产出 自 己的座 钟 式 鸿 运

扇。产品 投放 市 场 后，由 于 耗 电 少，风 力 柔 和，

销路很好。1984年该 厂 500 人 生 产 了 40 万 台 鸿 运

扇，创产值3，200万元，实 现 税利500多万元。区厂 长

满有信心 地对我说：“在推出新产品 的 基础 上，1985

年争取产量过百万，产值过亿元。”

TM T风扇厂工人在电脑控制绕线机上生产

维护产品 信誉，为用户 着想，是 人 们对顺德风扇

的赞誉，也是顺德风扇厂的宗旨。TM T 风 扇 厂 的厂

长告诉我这样一件事：1980年 他 们厂刚生 产 外 销 的

TM T吊扇，当时国内市场风扇畅销，不 少 单位 找 上

门来，要包销该厂产品 ，提出以 每台 160 多元 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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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而当时外贸部门的收购价还不到80元，不 少 与

外商签订合同的风扇厂都把产品 在国内销售了。TM T

厂不仅完成了10万台的外销合同，还 超 额 3 千台。外

商深受感动，第二年的订货单都交 给 了 TM T 厂。从

此，该厂成了外贸风扇的定点厂。对 销 售 出 去 的 产

品 ，顺德的风扇厂都坚持搞好售后服务，它 们 在全国

各地都建立 了维修点，并根据反馈回 来的信息 改 进产

品。裕华风扇厂有一次在销出十多万 台风扇后，有32

个用户把风扇送回返修，原因都是不慎把 异物跌 落在

网罩内，打坏 了扇叶。本来这不是厂 家 的问题，数量

又是万分之一点几，但他们却把它作为一个质量 问 题

去解决，决 定在网罩上增加 一个安 全环。为此，每台

风扇多了73个焊接点。

现 在，顺德的区办风扇厂都已发展起来，拥 有 一

定的技术力量和先进设备，生产规 模 也比较大，在区

乡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从它们的发展中，我们 可以

看到，搞商品 经济就要讲究质量，尊 重科学，加强经

营管理，注意市场信息，这大概就 是顺德风扇 在 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诀 窍吧！

开始转向 “贸工农”生产格局

去年年底，赵紫阳总理在视察珠 江 三 角洲 时 指

出，应 当把这里改 变成出口 农副产品 基地、 食 品 工 业

基地、引进先进技术的枢纽和发展对 外 贸易的基地。

以 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根据出口 需要调整农 业 生产

结 构，逐步形成 “贸工 农”型生产结构。

几个月来，顺德县开始 掉 转 “工 农 贸” 的 “龙

头”，向 “贸工 农”的生产格局转化。前不久，顺 德县

专门召开了会议讨论如 何以 “贸” 当 头，面 向 港澳和

国外市场安排农业生产。他们初步设想：一是取 消指

令性的农业种植计划，让农民根据市场 信 息，自行安

排生产；二是农林牧渔各业，都要注意发展高、精、

尖、稀、优产品，做到以 质取胜；三 是 组 织 “贸工

农”一体化的经济 实 体，把 生 产、 加 工、 包 装、储

存、运输、销售等有机地连接起来，独立 地 进行经营

活动。现在，经上级批准，顺德已经 成立了经营鲜活

商品的地方性进出口 公司，直接与港澳 来 往。

陈村区是顺德花卉的主要生产基地，也 是广 东著

名的花乡。相传这里从元朝起就种植花卉，至今 已 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在陈村，家家户户都 爱种 花。然而

在“左”的年代，每户只 准种七 盆 花，全 区 花 卉 从

4，000多亩压到700亩。近几年来，陈 村的花卉生产有

了很 大发展，从700亩增加到7，000亩，花卉 收入已占农

业产值的一半以 上。1984年 陈村的 花卉出口 换汇300

万港币。在陈村区，王桂生区长告诉我：根据 “贸 工

农”的方针，陈村今年的花卉生 产 还 要 有 更 大的发

展。全区将近一步扩大花 卉种植 面 积，同 时 多种茶

花、 兰花、盆景等高档花卉。为了扩 大 花卉的出口 ，

区里决 定从荷兰引进一条绿 色工厂流 水 线。整个工厂

靠电脑来调节肥、 水、 光、温，生 产 微型化的盆景花

卉打入港澳市场。为了引进和培育高档花卉品种，适

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区里还决 定将 农科站改为花卉研

究所，为花农养花提供优良品 种。塘鱼 生 产也是陈村

的一大优势。过去这里饲 养 的 主 要 是 草、鳙、鲢、

鲮四 大家鱼。现 在为了适应港澳 市 场 的 需要，他们

积极饲养乌鱼、鳗鱼和脚 鱼，提 高出口 商品的经济价

值。
“贸工 农”方针的提出，为顺德的 经济发展开辟

了新的里程。顺德的区 乡企业根据这个方针，将 更加

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顺德区 乡企业的产品 逐

步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在党的领导下，顺德人

民在经济改革的激流中将会取得更加 令 人 振 奋 的成

绩。

题头：顺德县“美的”风扇厂

陈村区弼教乡农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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