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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A IS ROE A RIE a BS A 
Sp be Be Te EARP MBSE , 中 国 科学 院 于 1953 fe ees T “ope 
部 ”;, 其 中 经 济 地 理 部 分 是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理 研 究 所 与 中 国人 民 大 学 经 济 地 理 教研 室 合作 
进行 的 。 

旧 中 国政 府 只 管 闽 创 劳动 人 民 , AREY, 也 没有 系 葬 的 调查 研究 ,所 以 在 经 济 地 理 
方面 留 下 的 资料 极 少 , 这 种 情况 就 要 求 我 们 为 三 写 经 济 地 理 志 而 不 得 不 进行 全 面 的 调查 
访问 和 资料 的 搜集 工作 。 再 加 上 中 国人 口 众 多 , 便士 广 关 ,地 区 轻 济 发 展 水 平 差异 也 大 ， 
就 更 加 重 了 这 一 任务 的 繁重 性 。 另 一 方面 由 于 新 中 国 国民 经 济 远 速 的 恢复 与 发 展 , 对 地 
理学 也 提出 了 很 多 重大 的 任务 要 求 我 们 去 完成 ;而 旧 中 国贸 下 来 的 经 济 地 理 人 材 双 很 少 ， 
这 种 情 驶 叉 决 定 了 轻 济 地 理 志 的 辕 写 不 可 能 由 大 量 老 专 家 担任 , 只 能 主要 依靠 青年 〈 包 
括 少数 中 年 ) 同 志 来 完成 。 事实 证 明 , 几 年 来 这 些 青年 同志 不 但 胜利 地 完成 了 粳 写 任务 ， 
丰富 了 猎 济 地 理 知识 ,并 且 大 都 具备 了 一 定 的 独立 工作 能 力 ,在 政治 认识 上 也 前 进 了 一 大 
步 。 看 来 ,依靠 青年 ,从 实际 工作 中 培养 青年 干部 的 做 法 ,是 完全 正确 的 。 

戴 然 ,我 们 对 经 济 地 理 志 的 辐 写 没有 经 验 ,但 是 我 们 相信 ,经 验 是 可 以 在 实践 工作 中 取 
得 的 。 所 以 在 工作 之 初 , 大 致 摸索 了 一 下 过 去 经 济 地 理 文献 , 了 解 过 去 做 过 那些 工作 之 

Til. 

We BDF 1953 年 911 A ARBEIT TERME, DUE RE 
EFA SRE, tt ZEEE? GN EAR ik BET eG 
MAMA AAR AEN SP OR iL eT A 
PHBE A BEAR AG Fy BE DS 5 3 ZEB LK BT IA SE ek BL A HK BE 
WN SRA; 这 里 有 多 种 的 运输 类 型 , 可 以 从 中 理解 运输 协作 的 关系 。 总 之 ,可 以 使 我 
侦 在 各 方面 得 到 如 和 练 。 调 查 后 进行 了 讨论 总 千 , 辐 写成 * 比 南 地 区 和 经济 地 理 " 一 广 ( 发 表 在 
地 理学 报 第 20 知 第 2 期 ), 为 调查 研究 硬 辑 工作 创立 了 一 个 良好 的 开 端 , 从 此 ,大 家 的 信 
ARB T * 7 
EFS, 本 来 打算 从 全 国 总 葵 入 手 ,因为 这 样 可 以 先 熟 悉 全 面 资料 ,也 符合 从 

公 体 看 局 部 的 原则 。 后 来 为 了 使 工作 能 更 具体 的 配合 国家 猎 济 建设 , 为 了 从 下 而 上 的 积 
BH , 改 为 先 印 分 区 。 但 是 当时 还 没 划 经 济 区 ,只 好 技 大 行政 区 糯 写 。 1954 年 4 一 6 月 
间 ,我 们 调查 了 华北 行政 区 一 一 河北 、 山 西 及 内 蒙古 地 区 ,在 当时 辐 写 过 程 中 ,大 行政 区 撤 

AY, 于 是 双 产 生 了 按 什么 区 进行 罚 写 的 问题 。 这 样 就 迫使 我 们 不 得 不 对 中 国 的 经 济 区 

划 进 行 一 些 初 步 的 研究 。 1954 年 中 国 地 理学 会 的 学 术 讨 其 会 上 ,我 提出 了 划分 十 个 经 济 
Ene, MHRA, 吸取 了 不 少 人 的 意见 以 后 , RAR MBSSEMHKIE, 
当时 除 将 内 蒙 单独 辐 成 “内 蒙古 自治 区 经 济 地 理 ' 一 书 外 , 双 于 1954 年 冬 补 充 了 河南 及 山 
东 二 省 的 届 查 ,到 1956 年 初 郎 将 河北 、 河 南 、 山 东 、 山 西 四 省 合 镶 成 “华北 经 济 地 理 " 一 书 
(科学 出 版 起 1957 年 7 月 出 版 )。 

为 了 加 快速 度 , 在 1956 年 的 6 一 12 月 间 , 分 租 调 查 了 华中 湖北、 湖南 、 江 西 )、 华东 
ae 



(EME CLE BL) RS SE-B, BRAD BEES 
范 学 院 地 理 系 与 中 山大 学 地 理 系 的 协助 下 , IE Fl Hh ERT ES. 1957 年 冬 和 1958 
年 春 双 在 西南 师范 学 院 地 理 系 及 开封 师范 学 院 地 理 系 的 共同 配合 下 调查 了 西南 区 (四 川 、 
趴 州 ̀ 云 南 )。 1958 年 7 一 11 月 在 东北 师范 大 学 地 理 系 配合 下 调查 了 东北 区 (辽宁 吉林 、 
黑龙 江 ), 另 一 队 10 一 12 月 在 北京 师范 大 学 的 配合 下 剧 查 了 西北 区 (陕西 甘肃 \ 再 海 \ 宁 
夏 )。 现 在 我 们 正在 鼓 足 干支 ,等 取 在 1959 年 上 定年 攻 前 基本 完成 分 区 部 分 的 竹 写 ; 霸 打 
算 在 中 国人 民 大 学 轰 济 地 理 讲义 上 册 的 基础 上 ,加 以 补充 ,作为 经 济 地 理 志 的 全 国 总 葡 部 
分 。 这 样 , 估 许 在 1959 年 底 最 迟 1960 年 初 朗 可 竺 束 全 部 轰 济 地 理 志 的 入 写 工作 。 

我 们 很 少 的 几 个 青年 干部 , BY ARE SEE He TH RE SLAY BM ESS (虽然 科学 水 平 不 
高 ; 我 们 自己 也 不 满意 ), 主要 是 由 于 党 的 正确 饭 导 和 至 体 干部 团 阁 一 致 , 在 工作 下 充分 
发 摊 集 体 主义 精神 。 如 在 经 济 地 理 租 内 , 事 无 大 小 ,大 体 都 经 过 共同 讨论 研究 ,通过 罕 论 ， 
Ser TARE, KT Wil, 所 以 , 也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提高 了 质量 。 同 时 各 地 区 党 起 机 
关 和 同志 ,在 我 们 调查 时 进行 了 热情 的 帮助 ,介绍 了 基本 情况 , 供 葵 了 必要 的 材料 ,对 我 倍 
工作 起 着 互 大 推动 作用 ;我 们 也 在 每 份 稿子 付 印 前 , 广泛 征求 了 经 济 部 辣 、 各 地 地 理 和 研究 

_ 所 和 高 等 学 校 地 理 系 不 少 同 志 的 意见 ， 因 而 得 以 消除 书 中 的 很 多 缺点 和 错误 。 当然 我 个 
从 开始 序 重 对 了 学 习 苏 联 的 先进 经 验 , 特 别 是 H.-H. ES SD Bs x BA BO PR 

′ 与 方法 答 了 我 们 很 天 的 帮助 。 
几 年 来 地 理 志 径 济 地 理 硼 所 径 历 的 道路 ， 并 不 是 十 分 平坦 的 。 ERE RCT 

到 各 种 各 样 的 意 匈 ， 不 少 人 对 我 们 这 些 青年 人 能 否 洛 成 这 件 工作 , Sea RE OR SS 
工作 中 的 进度 \ 方 法、 于 部 培养 、 成 果 水 平 、 什 导 方 式 等 等 ,都 全 经 有 过 葵 葵 ,对 青年 同志 的 
思想 也 全 起 过 不 少 波动 。 其 中 , 除 右派 分 子 的 恶 奏 的 有 意 的 攻击 外 ,有 些 意 见 虽 然 是 资产 
阶 般 思想 在 作 味 ,没有 辩 清 大 是 大 非 , 可 是 :我 们 都 认 惧 的 考虑 了 这 些 前 见 ， 化 消极 力量 为 
PRA BEES PERSIA EA 

并 不 是 发 我 们 的 工作 已 经 尽善尽美 了 ， RRL SATA TERE 
多 缺点 : (LA AAPA  PR BRA ARTE (2) 2 SARK ES 
MILT T , APNE; (3) 对 远景 描述 的 少 ? (4) 三 写成 果 不 能 及 时 与 读者 见 
面 , 材 料 显得 陈旧 等 等 。 现 在 只 就 已 经 轴 版 和 快要 出 版 的 几 区 提出 以 下 九 点 说 明 : 
第 一 ”现在 国家 实行 的 七 个 " 交 济 协作 区 ”和 过 去 十 个 经 济 区 的 界线 有 很 天 出 入 。 奉 。 

体 同 志 示 着 科学 研究 为 国家 罗 济 建 发、 女 化 建屋 服务 的 精神 ,都 有 彻底 改变 一 下 旧 稿 的 愿 
望 , 但 由 于 (1) 我 们 还 没有 完全 掌握 七 大 协作 区 的 经 济 资料 , 局 上 改变 还 须 重 新 调查 , 重 
新 往 写 ,势必 延长 时 日 ; 否则 机 械 的 把 这 些 省 加 在 一 起 , 也 不 能 充分 体现 出 它 个 在 生产 上 
的 联系 ,在 学 术 上 也 不 能 起 到 实际 的 作用 ; (2) ELE EH, ET WR, 
河南 二 省 ,如 重新 把 山东 放 在 华东 协作 区 ,河南 加 大 华中 协作 区 ,势必 造成 许多 重复 工作 。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所 论 ,最 后 大 家 一 致 同意 世 时 仍 按 原 计划 出 版 , 待 条 件 成 熟 时 再 做 全 面 的 修 
改 , 原 想 在 今后 粳 写 西南 区 时 加 上 西藏 ,西北 区 内 加 上 新 疆 ,但 由 于 资料 和 篇 幅 关系 ,西藏 
和 新 疆 仍 将 另行 分 册 出 版 。 
七 天 协作 区 的 拟定 , 不 仅 对 实现 总 路 线 有 极 大 的 推动 作用 , 而 且 也 有 很 高 的 政治 远 

见 , 兹 可 以 使 省 际 之 间 先 进 带动 落后 ,互相 支援 ,互相 推动 , 久 最 快 的 速度 形成 各 地 区 完整 
的 工业 体系 ,其 中 特别 是 将 内 蒙 划 入 华 北 区 ， PALA FS 新 疆 划 入 西北 区 ,可 以 使 内 

e iv . 



党 、 西 藏 .新 疆 三 区 得 到 经济 发 展 、 人 口 众多 省 区 的 支援， RIT SR EE a 
RAK ARSE RMA, BAA I RAVE. 

| SE LMAO Rae ee RS OMIA, 是 在 1956 年 进行 的 ， an 
大 跃进 以 来 ， 各 方面 都 安生 了 下 天 变化 ,虽然 我 们 尽力 裕 充 了 一 些 新 的 碍 料 ,但 部 分 办 容 
国 “还 不 能 与 现实 情况 相符 。 将 要 出 版 的 西南 \ 东 北 \ 西 北三 区 ,调查 工作 基本 上 是 1958 年 进 

，” 行 的 ,但 限于 生 者 水 平 ， 对 大 跃进 后 生产 力 配置 特征 和 发 展 前 景 体会 得 还 不 深 列 ， 有 有 待 于 
今后 作 进一步 研究 和 修改 。 
“第 三 :由 于 租 国 国民 经济 史无前例 的 跃进 ， Te EW RT KOR EA 

| RA IEA, HRT SRD, RRMA. 比如 : (1) HFS AR 
LAKH. ARR AR REA ORO MAOCBEMK 

CHM, NERA. ASAT ASHES”, “ADBERSORAM 
SWRA T PRA AR RE CS EE i ee 
RHR LIT ARIE, BRIAN ie 彻底 破产 了 。 (2) 由 于 “全 党 办 工 

We “ER Lb” S SOL”, “ARAL” SRN BAT PHS 
加 生产 活动 ,使 居民 职业 构成 面临 着 互 大 的 变化 ,工业 人 口 、 农 业 人 口 、 基 本 人 口 “ 敌 鞭 状 
入口" 的 涵义 也 在 变化 中 。 (3) 由 于 类 食 单位 产量 的 激增 , 将 来 到 处 都 有 很 多 余 类 , HR 

”将 使 生产 力 配置 发 生 极 大 的 变化 , 而 且 使 “商品 类 " 的 洱 义 ,也 将 要 发 生 质 的 变化 。(4) 为 
了 使 我 国 径 济 飞跃 前 进 ,机 械 的 计划 观点 与 机 械 的 平衡 观点 已 经 不 适用 了 ,我 个 所 需要 的 
是 积极 辩证 的 计划 ,积极 辩证 的 平衡 ,使 落后 部 门 赶 上 先进 ,先进 部 门 更 加 先进 ,也 就 是 裔 

要 大 家 向 前 看 齐 ， 而 不 是 向 后 看 齐 。 (5) 由 于 我 国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工 业 建 发 上 取 
eT BAG, BBP NIE, 已 开始 走向 烷 合 发 展 的 道路 “工业 体系 " 定 
想 、 入 合 利用 "思想 、“ 远 简 协作 ”思想 都 应 提 到 极 重要 的 地 位 。 地 区 和 部 门 配置 都 应 当 从 
六 亿 大 口 出 发 ,考虑 对面 发 展 共同 提高 , 首先 保证 重点 工程 的 原则 更 加 重要 了 ，, 生产 上 的 
节 狗 更 加 重要 ,这 就 是 说 ,由 于 工业 的 汤 地 开花 ;有 计划 按 比 例 的 法 则 就 更 加 重要 了 。(6) 
天 工业 是 国民 沟 济 中 的 骨干 ,但 中 小 型 工业 数量 大 , 分 布 广 , 也 不 容 忽 向。 过 去 说 工业 发 
展 次 定 着 农业 的 发 展 ,那么 今天 中 小 型 工业 的 建屋 主要 是 面向 农村 的 , 因此 , 对 农村 工业 
KBE, EMRE, 却 大 部 分 是 彼 农业 的 需要 决定 的 。 喷 以 在 分 析 问题 时 ,应 充分 体现 在 优 
先 安 展 重工 业 情 况 下 工农 业 芽 举 的 精神 , 即 工业 可 以 包 进 农业 ,农业 也 可 以 促进 工业 的 精 

是 种。 一 句 话 ,必须 贯彻 联系 的 \ 全 面 的 、 辩 证 的 分 析 问题 的 精神 ,不 可 片面 的 吾 调任 何 一 方 
lo (7) 由 于 入 们 的 “冲天 干劲 "和 英雄 气 掀 , 使 “高 山 低头 ,河水 让 路", 使 山洪 变 成 交通 、 

ME Ay, 由 于 人 个 提 前 播种 而 拉 长 了 “生长 季节 ”， 由 于 人 们 融 法 抗 塞 而 推进 了 
冬小麦 ,水 果 生 长 的 极 北 界线 ， 过 去 许多 象 " 靠 河 要 淹 "“ 雨 少 受 旱 " 等 等 观念 也 不 能 机 械 
的 搬 用 了 。 

我 休 的 政策 水 平 . 思 想 水 平 低 , 理 葵 修 养 也 差 , 虽 然 看 到 了 这 些 问题 ,但 还 不 能 很 好 的 
贯彻 , 不 足 之 处 甚 多 。 同时 我 何 的 科学 水 平 也 还 不 高 MEK CS, AT 

还 有 不 深 不 透 甚 至 差 慰 之 处 。 
希望 所 有 说 者 经 常 输 我 们 提出 批评 ,作为 今后 改正 的 依据 ,并 可 进一步 督促 从 事 这 件 

工作 的 全 体 同志 悉 秆 努力 前 进 。 

江 三 角 浏 、 珠 江 三 角 洲 、 四 川 盆地 等 地 劳力 也 感到 紧张 。 人 是 生产 上 最 积极 的 因素 ,人 多 . 

. 



Zep AM ye HARE , BRAD , AN BE IAD Ze HUA SEL — SER aR Fh 5 DR 
建设 和 科学 事业 的 发 展 ; 我 们 期 待 着 有 那样 一 天 ,以 同一 年 的 材料 ,加 以 修正 ,把 时 间 和 空 
间 获 一 起 来 。 

孙 敬 之 1958 年 8 月 10 AF RAR, 1959 年 5 月 修改 

* * * 

fe MECH BEE, HERRNK BCL. OES, BG, RK, SRS 
SORE SEANAD. EME, MEATS eA eS ee 
A MILL—-H Hi. 

“a = 



at 
”华东 地 区 包括 江苏 浙江、 安徽 三 省 和 上 海 市 7, 东 面 临海 , 北 、 西 、 南 三 面 与 华北 、 人 能 

引 、 华 南 接壤 , 本 区 正 处 在 我 国 沿海 地 区 的 中 央 。 区 内 各 省 市 的 历史 发 展 条 件 大 和 致 相同 ， 
经 济 联 系 密切 ,在 经 济 地理 上 有 不 少 共同 的 特征 ;全 区 土地 面积 将 近 31 万 平方 公里 ,还 不 

.到 公国 4 多 ,但 拥有 人 口 一 亿 以 上 ， 占 全 国 17%。 

“华东 地 区 平原 和 丘陵 聘 地 狗 各 占 一 中 左右 。 北部 以 平原 为 主 , 除 局 部 地 区 散布 有 低 、 
矮 丘陵 人 处 ,地势 相 当 低 平 。 南 部 则 丘陵 山地 占 优势 , 大 部 分 丘陵 海拔 在 500 KUT, 超过 . 
1,000 米 灸 上 的 只 有 黄山 \ 天目山 \ 雁 苗 山 等 少数 高 密 。 

“从 东 地 区 气候 温暖 湿 油 ;但 南北 差异 很 大 ,如 淮北 地 区 一 月 平均 气温 为 一 1 至 0 , 生 
长 期 独 7 一 8 个 月 ,年 雨量 600 一 800 毫米 ; 浙江 南部 一 月 平均 气温 在 8*C 以 上 , 全 年 均 是 
生长 期 , 年 雨量 高 达 1,700 毫米 。 气 温 、 雨 量 总 的 分 布 规律 是 由 北向 南 递增 。 复 杂 的 气候 
条 作 使 华东 地 区 有 可 能 种 植 温 带 、 亚 热带 的 多 种 作物 。 区 内 大 部 分 地 区 作物 种 植 可 以 一 
eo 南部 还 可 以 一 年 三 熟 。 

=A 
地 区 划 Be awe, ame aloe: 淮河 是 本 区 第 二 条 天河, 流 和 经 北部 平原 ， 
过 去 由 于 河床 长 期 淤塞 ,入 海 不 惕 ,加 以 夏季 雨量 集中 , 暴雨 季节 各 支流 同时 涨 水 ， 洪 水 
REA EH: 轰 过 解放 后 的 大 力 治 淮 , 现 已 由 水 患 变 成 水 利 。 南部 山区 的 河流 如 钱塘 

| 江 、 郑 江 等 ,大 部 分 是 峡谷 急流 ;水 力 责 源 较为 丰富 
过 去 认为 华东 地 区 缺乏 矿产 资源 , 角 放 后 经 过 大 力 勘 探 , 矿藏 储量 已 有 很 大 增长 ,发 

现 了 不 少 新 的 矿产 地 。 从 院 北 淮河 两 岸 到 苏 北 徐州 附近 的 广大 地 区 已 破 证 实 是 储量 丰富 
的 天 煤田 。 金 属 矿 多 集中 在 长 江 右岸 从 安徽 铜陵 到 江苏 锁 江 的 丘陵 地 区 , 主要 有 詹 、 铜 、 
倘 、 钙 等 矿 荐 。 其 中 妆 徽 马 坑 山 铁 矿 已 探 明 的 储量 足够 建 役 较 大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的 需要 ; 
安徽 境内 是 国内 重要 的 铜 矿产 地 ,储量 大 ,品位 高 。 浙 江 的 王石 和 明 砚 储量 沟 极 丰富 。 其 
他 如 江苏 的 磅 灰 石 和 盐 , 忆 徽 ,浙江 的 黄 铁 矿 均 是 全 国 性 的 重要 产地 。 

MEF YO OC TE DG SB_LIF RYE A, ZAI 9 世 克 以 前 淮河 以 南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从 处 于 
地 厂 人 稀 的 荡 泳 状态 。 从 西 司 末年 到 南北 朝 三 百 多 年 间 , 中 原 人 口 大 量 南 迁 ,经 济 远 速 开 

发 。 至 唐 泉 时 代 且 江波 域 已 厨 产 稻米 、 甜 畦 、 茶 叶 、 氨 盐 ， BI PBA ERA OD 

BE ES HERI, PARTE ART PEARSE ML ANH SE , DUG HR LD 9 BF OY FY Be, 7* 

me Sh, S.A SRP DF KEE PM. MRAM ie EAI, IBA 

RS Da res. 7S ea on Ee, UR i, ST. A , RSE BEES 7 Ja RT RE 

，。 商 口岸 ,外 国资 本 随 之 入 侵 ,位 于 长 江 入 海口 的 上 海 成 为 帝国 主义 对 我 国 进行 经 济 侵略 的 
重要 据点 。 最 先 兴 超 的 是 为 进 则 口服 务 的 金融 贯 易 和 运输 业 ， 随后 也 出 现 了 不 少 现代 的 

工业 企业 ,但 主要 是 轻工业 , 原料 多 琐 国 外 进口 ,重工 业 只 有 一 些 为 进口 机 器 屋 备 进行 修 

1) 本 书 所 描述 的 华东 区 是 指 华东 狠 济 地 理 区 ， 不 是 现行 的 华东 罗 济 协作 区 。 华 东 故 济 地 理 区 是 华东 狼 济 协作 区 
的 重要 钥 成 部 分 。 



理 装 配 的 机 械 厂 。 现 代 工业 多 集中 在 以 上 海 为 核心 的 北 至 南通 西 至 常州 、 南 至 杭州 的 长 
= HWE ,其 他 地 区 却 很 落后 。 

狂 过 解放 后 的 改造 和 新 建 , 华东 地 区 的 江 业 有 了 进一步 的 发 展 。1957 年 工业 总 产 佳 
占 全 国 285%, 在 各 天 区 中 仅 灵 于 东 兹 。 轻 工业 永 平 则 居 全 国 普 位 。， 

解放 以 来 华东 地 区 重工 业 的 发 展 特别 迅速 ， 机 器 制造 造 业 已 占 全 国 重要 地 位 。 惕 在 不 ， 
ARE BES LR BD RR ALL, 而 且 还 能 制造 各 种 复杂 精密 的 机 械 、\ 仅 玫 , 成 
套 的 冶金 、 Be OLB A A Bas ILE, RE SRRERR SE, 支援 了 全 图 和 地 的 工业 
KBB 
机 器 制造 过 业 电 需 的 多 局 过 去 多 由 外 地 供应 ， 但 也 着 让 术 山 和 上 海 的 蝴 居 卫 全 是 0 

建成 ,中 小 型 钢铁 厂 的 普 到 建立 ,丰富 的 侗 、 铝 矿 资源 的 大 量 开采 和 冶炼 ， 几 种 主要 金属 仿 
后 将 可 以 基本 上 自给 。 

化 学 工业 过 去 以 生产 酸 碱 、 me, Waa, 基础 很 清 别 。 更 正在 利用 本 地 区 的 磷 藉 
ARR BER Zh WHS CI. 酸 碱 等 基本 北 学 工业 ， PERSIE | 
煤炭 和 石油 的 基础 上 积极 发 展 有 机 合成 工业 。 | 

安徽 淮南 煤矿 是 华东 地 区 的 煤炭 供应 基地 ,但 过 去 还 不 衣 能 满足 区 内 的 需要 ， 每 年 需 从 
外 地 至 入 大 量 煤炭 。 不 久久 后; 淮河 以 北 的 徐州 六 县 一 带 将 出 现 规模 此 淮南 更 大 的 煤炭 
产地 。 

Rig LUO RAL, ALARA T — ARI Ao NAIR, EMRE DI, 
HE SEE (F685 RINE) ee ES EY EK HEL at, WK DK ee, Bt 
将 建成 的 浙江 新 安江 水 电站 是 我 国 现 有 的 大 水 电站 之 一。 Sime eR, 
均 在 建设 BEI HMSO ES HE i ZRF Rt AOR 
Ses 

SiH EEF FR AT Wan, 占 休 区 工业 总 产值 的 32% (1957 ae, 2: ， 
生产 着 至 国 40 多 DEAR, 60% DEM tiie , 50% Dl EA RAN 40% 以 上 的 er 
麻袋 。 RRM RAFI, KAS 40% DEAS Pt BHO ALT= aR 
力 ;:173 以 上 的 制 茶 和 制 镀 志 的 能 力 ,其 他 如 棒 油 、 BR ATS MLR BE AE 
区 双 是 全 国 最 天 的 日 用 轻工业 品 产地 ,产品 供应 公国 各 地 的 需要 。 

。 ， 龟 东 地 区 大 多 数 轻 工业 都 门 的 原料 不 能 自 欠 ， 过 去 依靠 国外 进口 ， 现 在 政 币 国内 供 
应 。 为 了 使 生产 接近 原料 地 和 消费 地 ， 解放 后 上 海信 有 一 部 分 生产 能 力 过 大 的 轻工业 企 
业 彼 迁 往 安徽 和 内 地 各 省 。 近 几 年 来 华东 新 建 的 一 些 轻 工业 企业 也 主要 分 布 在 奖 徽 省 ，， 
其 次 是 浙江 和 苏 北 地 区 。 

大 力 发 展 农业 生产 ,为 轻工业 开辟 原料 来 源 ,对 华东 地 区 轻工业 的 进一步 受 展 青 重大 
EX, 1958 de Bk SBE A RA LAE, UES RESET AR Aree ae 
att 

华东 地 区 人 口 欢 多 ， 抽风 但 区 内 农业 生产 发 展 水 
乎 有 很 大 差别 。 长 江 以 北 的 淮河 流域 过 去 由 于 自然 允 :往生 。 单 位 面积 产量 低 于 江南 很 
多 。 猎 过 解放 后 大 规模 的 水 利 建 屋 ,淮河 流域 的 生产 条 件 已 开始 大 大 改善 。 

| PERE TSVER ACSI RE, CEDIA RAHEEM 农产品 产量 丰 
富 , 品 种 繁多 。 

. 2 . 



Sa 3 Poy Oe EL Ag SSB, PEC DL Pe 9, 

RES TK 这 里 生产 多 种 的 轰 济 作物 ,主要 有 棉花 、 ae See See See 

BREWS, EPR. EMOTES ESE EOL, 除 供应 全 国 各 地 外 , 矢 

如 | 灯 呈 还 是 重要 的 出 口 物资 棉花、 油料 、 于 次 等 主要 供应 区 内 突 达 的 惫 入 工业 和 食品 
工业 作 原 料 , 还 不 能 FE Fito 

|) PRM ATRAS SH1/6, 与 人 口 所 占 的 比重 差不多 ， ERLE PUTAS FA 

BREA MAB 62%, SSAA MT 22 % (1957 年 总 由 于 浴 河 以 北 地 ， 

区 大 面积 的 旱地 改 水 田 ， 稻谷 的 比重 还 将 天 大 增长 。 小 麦 是 华东 地 区 仅 欢 于 水 稻 的 糊 食 

Vein, 商品 率 很 高 , 多 数 供应 城市 面粉 工业 作 原 料 。 此 外 ， 本 区 还 种 植 着 大 量 的 甘蓝 、 玉 . 

KK TESA Bi PE WA Fe CBE A MA TG A 9 akg igs teh | 

ARPA ELS HE; DHE ATT PPS AE AM RE, 

Ae Hh AGW ERE, PTE AE, NAS SENET TBO TRIES SPE EAS 

SERIO es SO, 今后 还 将 天 力 发 展 。 

华东 是 我 国 水 陆运 才 较 发 达 的 地 区 ,其 中 水 运 具 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有 区 外 的 联系 和 要 依靠 忽 路 .长江 和 海运 。 通 过 海运 和 津浦 \ 阶 海 等 铁路 运 求 东北 的 

未 村 和 仿 属 ,华北 的 煤 类 、 棉 花 、 活 料 和 艾 草 ,西北 的 石油 和 棉花 。 通 过 长 江 和 浙 旨 铁路 运 

未 华 抽 的 木材 有色 金属 和 棉花 ， 西南 的 稻米 ̀\ 石 油 ̀\ 有 色 金 属 和 士 特产 。 华南 的 蔗糖 和 水 5 

we Ae BSH SEER Pitti se AN A FB Feo 

KT DERI KE, {AIK SHOE LEIS EG, SEAMS 

ears: RS RUSE HE, REG PUEMARREE LEK, 

| MERE ABS SAE, EER AE DAC He ASX 

的 差别 。 
ES EAE RR EKER TRAE, FRI se TE 

BB, PSS ee ES, 都 在 全 国 占有 重要 地 位 ， 是 至 国 性 的 工业 基地 。 

.工业 原料 和 燃料 天 部 分 需 直 外 地 供应 。 

TH AMMAR BR WA EET, BRO SR TU, 近 

oy 年 来 重工 业 才 有 了 较 大 的 发 展 。 视 花 生产 居 华东 地 区 的 首位 ， 其 他 农 副产品 也 较 幸 富 ， = 

要 供应 未 省 和 上 海 市 的 需要 。 

安徽 省 原 有 的 工业 基础 最 差 ,但 地 下 资源 赦 丰 富 , MORNE 的 重要 产地 ,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比较 接近 内 地 ;解放 后 马 成 为 华东 工业 发 展 速度 最 快 的 地 区 。 DHARMA 

fe My AE FAKE BU, EE EI”, POS BARAT 农业 的 落后 面貌。 [a] FL 

ROCF EEE ABIES 
BRUCE ROR LSM ES LE, DE 

OE Bee EWE CPB ESE Ha, A BAA AK CF TE A PS AS BOS, 

国 意 义 。 矿 产 开采 也 很 有 前 途 。 WK MES, IE NEM SUR RARI 

电站 至 部 完成 以 后 ;将 向 华东 各 地 渤 电 。 
上 海江 苏 、 委 徽 、 浙 江 三 省 一 市 在 经 济 上 的 协作 关系 相当 密切 ,江苏 \ 魏 徽 : 浙江 各 以 

燃料 ,动力 \ 矿 产 责 源 和 丰富 的 农 副产品 供应 上 海地 区 的 需要 ， 上 海 则 以 机 器 发 备 ̀  资 金 和 
技术 力量 天 力 支 援 三 省 的 工业 建设 。 



二 、 江 苏 省 与 上 海 市 
江苏 省 和 上 海 市 为 同 通 行政 区 单位 , 由 于 写 们 在 地 理 上 过 成 一 片 , 在 自然 、 历史、 经 

济 各 方面 的 相互 关系 十 分 密切 ,因此 合 为 一 区 描述 D。 本 区 位 于 长 江 \ 淮 河 的 下 游 , 奈 源 黄 
海 、 东 海 , 正 处 在 我 国 沿海 各 省 的 中 间 , 地 理 位 置 相当 优越 ,内 外 联系 均 很 方便 。 

(一 ) BARE 
全 区 共有 士 地 面积 108,000 HAH, 地 势 低 平 , 是 一 个 广大 的 平原 地 区 ， 只 在 西南 部 ， 

和 北部 边境 有 丘陵 山地 分 布 ;但 丘陵 、 山 地 的 面积 只 占 土 地 总 面积 的 5 允 左右 。 
境内 平原 主要 由 长 江 \ 黄 河 \ 淮 河 冲积 而 成 。 如 以 长 江 、 淮 河 为 界 可 分 为 徐 淮 、 江 淮 、 

江南 三 个 平原 。 ; 

METAS De ET) DU REE ORE — ME, EAE PU Ah 
HRPRE N= SWRA, HRRRE, SHEAR, SHS 10—00 米 - 

| A AAR Ee EH ESL, 它们 主要 分 布 在 北部 边 称 , 海拔 大 都 在 200 2K 
左右 , 只 在 黄海 边 的 云 台 山高 达 642.8 米 ,为 江苏 最 高 的 山 案 。 平原 地 势 由 东 向 西 \ 直 北 . 
向 南 倾 料 ,在 西北 部 徐州 附近 海拔 狗 在 25 一 32 米 之 间 , 在 南部 淮阴 附近 海拔 只 7 一 11 OF, 
但 在 平原 的 南 界 , 淮河 故道 ( 废 黄河 ) 的 两 岸 有 一 寅 狗 五 ,大公 里 的 高 起 地 带 ， 成 为 浴 河 南 ， 
北 水 系 的 分 水 界 。 

, 徐 淮 平原 主要 的 河流 有 沂 、. 沐 河和 中 运河 。 沂 、. 沭 河 在 解放 前 对 本 区 为 咱 很 大 。 宅 何 ; 
发 源 于 山东 南部 沂 花 山区 ,并 行 南 下 流入 苏 北 境内 ,下 游 水 系 秦 乱 , BRB. WRT 
的 于 游 沽 水 量 只 及 上 游 洪水 量 的 1/7， 因 此 洪水 暴涨 时 中 运河 以 东 的 广大 地 区 泛 北 成 人 ， 
解放 后 进行 了 整 沂 导 沭 工程 ,开辟 了 新 沂 河和 新 沐 河 , GE 1,200 He PRUE 

沂 沫 河流 域 有 不 少 湖 落 当地 ,它们 多 错 烷 地 分 布 在 自然 时 或 岗地 之 间 , 在 雨季 往往 积 : 
水 成 尖 , 一 片 汪洋 ,雨季 过 后 却 又 很 快 王 泗 ， 一 般 可 以 种 植 一 季 早 作 。 目前 淮北 平原 的 河 
KHER MSA, POA BSE, PRETEEN, 并 广泛 利用 丰富 的 
地 下 水 源 ,淮北 平原 也 具备 发 展 灌 汤 的 条 件 。， 

淮河 故道 ( 废 黄河 ) 以 南 长 江 以 北 的 江淮 平原 是 长 江 、\ 黄 河 、 淮 河 合力 建造 的 冲积 平 
原 。 除 了 江北 岸 南通 、 靖 江 附 近 有 几 座 孤立 的 小 山 外 ,其 他 地 区 看 不 到 任何 山 乓 。 平 原 地 
势 四 周 略 高 (海拔 4 一 10 OK), 中 间 较 低 (海拔 1.5 一 3 2K), MRI, 西边 里 运河 两 岸 

地 势 高 低 相差 较 显 著 。 里 运河 以 西 的 “上河 区 "有 洪 泽 ,高 宝 等 一 连 串 的 大 湖水 面 高 出 里 
运河 以 东 的 里 下 河 区 好 几米 , 依靠 诬 泽 湖 大 志和 运 东 大 堤 的 保护 。 TER BDA 

1) ERASERS, 上海 市 的 范围 还 只 限于 现在 的 市 区 ,鉴于 上 海 与 障 近 的 江苏 省 好 些 县 市 关 柔 很 密切 ， 因 此 
把 上 海 市 与 江苏 省 合成 一 区 炉 写 。 至 1958 年 底 江 苏 省 原 松江 专区 各 县 先后 划 入 上 海 市 :上海 已 成 为 一 个 比较 
完整 的 地 区 ， 江 苏 与 上 海 已 有 必要 分 开 描 述 。 但 由 于 我 个 目前 所 掌握 的 上 海 资 料 远 不 够 作为 一 个 单独 痕 区 描 
耿 的 需要 ,而 且 由 于 别 的 任务 很 紧迫 ,没有 时 间 再 进行 大 量 的 资料 搜集 和 重新 铬 号 ， 因 此 上 百 时 仍 把 江苏 省 与 下 
海 市 合成 一 区 描述 。 好 在 它 个 彼 些 间 的 联系 仍 通 密 切 , 经 洲 上 也 有 不 少 共 同 特点 , 合 在 一 起 还 不 是 太 篮 强 。 B. 
于 三 者 不 同 的 特点 将 在 妇 内 适当 加 以 区 别 。 

Te pk 



HK BPE TE OEY WAS, 特别 是 在 东台 附近 的 沿海 地 带 , 地 势 高 仰 ， 流水 从 海边 倒 疝 
| 内 流 。 在 通 扬 运 河 以 南 的 沿江 地 区 是 长 江 单独 冲积 成 的 ,地 势 由 于 自然 担 的 作用 而 高 起 。 

因此 处 在 废 黄河 .里 运河 \ 通 揭 运 河 \ 串 场 河 之 间 的 中 部 地 区 地 势 特别 低洼 ,而 在 兴 化 附近 
海拔 还 不 到 :2 米 , 故 有 钢 底 之 称 。 

江淮 平原 是 长 江 三 角 测 的 租 成 部 分 , 它 具 有 长 江 三 角 洲 的 共同 特点 : 河流 纵横 交错 ， 
| 密集 成 网 。 这 对 航运 和 农田 灌 浙 十 分 有 利 。 但 在 里 下 河 地 区 由 于 地 势 低洼， 排水 相当 困 
0 ， 难 ,河道 宽 而 不 深 , 水 面 占 地 很 大 ,中 部 并 形成 若干 湖 落 , 其 中 以 射 阳 湖 为 最 大。 在 多 雨季 
， ， 节 中 部 地 区 则 成 为 四 方 来 水 的 汇集 中 心 ， 容 易 发 生 水 涝 估 害 。 里 下 河 地 区 的 太 海港 道 为 

数 虽 也 不 少 ,但 由 于 港口 受潮 水 顶 托 , 排 水 能 力 很 胖 , 而 且 在 低 水 位 时 ;海潮 倒流 , 不 利于 
家 田 灌 浙 。 沿 江 地 区 排水 条 件 较 好 ,但 人 江 港 道 随 潮 涨 落 , 枯水期 长 江水 位 下 降 ,， 灌 浙 用 
水 漫 有 保障。 因此 ,改变 入 海 , 入 江 港 道 的 自然 状态 , 任 港 改 半 , 按 不 同 的 需要 ,控制 排水 、 

， ”其 水 ,对 于 江淮 平原 的 生产 发 展 具有 重大 意义 。 | 
长 江 以 南 的 江南 平原 ,地 势 很 低 平 ， 大 部 分 地 面 海 拔 在 3 一 5 米 之 间 。 平 原 上 湖泊 星 

图 1 江苏 .上 海地 势 与 水 系 概 况 图 



5 UT ACRE eR RASA NIT Y Io 
_， 太湖 是 本 区 最 天 的 湖泊 ,面积 多 有 2,250 方 公里 ， mK TEE, 东 有 波山 、 aw. 
HSS JE ROA A BARS ae esa LAS Sh Ee, Bee 
加 景色 的 秀丽 。 这 里 的 湖泊 十 时 多 是 小 海湾 , MEK = AME, owes, 
eS SM, BRE RAO, JRL EE LLB sy SAC AE HE 
上 的 零星 抓 乒 。, 

太湖 接 条 上 游 营 滩 、 猎 滩 的 求 水 , 下 游 经 许多 排水 港 分 省 太 长 江 ， 让 重要 的 排泄 
AWOL HUI ANAL, HEMI BW, BACH TAO A 

江南 平原 上 的 河流 均 属 于 太湖 水 系 。 这 里 是 全 国 河流 密度 最 大 的 地 区 ， 六 多 地 方 每 
隔 百 余 米 就 有 一 条 河流 ， 而 且 水 系 的 分 布 相当 整齐 ， 这 是 由 于 劳动 人 民 的 长 期 辛 支 劳动 ， 
汶 滩 和 整理 了 几乎 全 部 的 天 然 河 道 ， 开 羡 了 无 数 的 人 工 河渠 ， + 
完善 的 水 网 ;几乎 处 处 可 以 灌 浙 ， 乡 乡 可 以 通航 。 

江南 平原 在 江苏 境内 水 面 狗 占 总 面积 的 1/4， 这 是 发 展 淡 水 甸 业 的 优越 条 件 。 二 车 
有 广大 面积 的 河 湖 的 调节 ,太湖 水 系 的 水 量 较 稳定 ， 水 位 没有 暴涨 暴 洲 现象 ， 没有 特大 的 . 
RES, HARARE. 太湖 水 系 存 在 的 主要 间 题 是 排 泪 不 赐 *… 由 于 地 势 低 平 5 和: 
ren ERE, CUNT eG TRS ae ata 
Re, AES REV RELMWA SERA. AK RDS RE RS 
Toes, 圩 田 低 于 高 水 位 , 雨季 不 能 自流 排水 ,需要 天 力 进行 厚 水 排涝 。 沿 江 、 沿海 和 湖西 
平原 海拔 在 5 一 6 ALI, 排水 情况 较 好 , 但 在 旱 时 提 水 灌 浙 任 务 很 大 。 wT RFRA 
WIZ A , PUTA RARE SE, BIE CE RET AIK HS BEA 

TH eh EME 4 SL BRA 100 RAH, 其 走向 南京 以 西 为 本 
南 一 东北 方向 ,南京 以 东 为 东西 方向 ,过 镶 江 以 后 又 转 为 西北 一 东南 方向 。 形 成 向 北西 册 ， 
的 弧 状 构造 , 长 江 的 流向 也 受 它 一 定 影响 。 沿 江 冲 积 平原 很 猴 窗 ， Bi eA AY 20 一 30 米 ， 
的 阶地 ,大 都 是 下 吉 黄 土 组 成 的 ,也 有 短 砂 岩 制 急 而 成 的 , 由 于 长 期 的 便便 ,阶地 多 已 成 为 
(ih, FRERMN BHR RP RABEL, CRRSS, WER 
少 。 涯 石 组 成 以 石灰 岩 为 主体 ,并 有 大 块 花岗岩 侵入 。 山 势 较 睦 只 ,一 般 高 度 在 300—400 

ORL, BRAM ASB LE. 此 外 在 江宁 、 句 容 \ 大 合 \ 江 浦 一 
带 还 分 布 着 洲 干 孤立 的 平顶山 , 海拔 在 200—250 米 之 间 ， 上 面 复 盖 着 第 三 绝 未 所 喷 出 的 
玄武 岩 。 在 宁 钙 丘陵 之 南 有 一 南北 走向 的 芒 山 , 与 " 宁 锁 纸 " 正 好 构成 " 山 "字形 ,已 的 岩石 
竺 成 以 石 黄岩 为 主 ; 山 势 也 相当 有 皮 峭 ， 拔 海狗 200 一 300 米 ,为 秦淮 河 与 太湖 水 系 的 分 水 “ 
We, “PSI AS SE LES Ee 但 都 有 山谷 险 口 可 通 ， 只 在 关 光 放下 开罗 
岭 ”重山 迭 岭 ;修筑 道路 较为 困难 。 we 

秦淮 河 是 流 贯 西南 部 丘陵 地 区 的 重要 河流 ,河谷 寅 , 7K, Ase inert 
运 的 意义 。 PLACHETT HUMOR AE LARS A ABE Tn PA HI," PEON 100 
佘 米 ， 地 面 起 伏 高 低 参 差 仅 10 一 15 米 。 此 外 在 江北 的 天 合 、. 盱 眙 一 带 也 分 布 闭 波 浪 起 伏 
,的 黄 士 小 丘 。 在 山谷 和 丘 谷 间 一 般 都 可 以 从 事 耕 作 , 只 要 修 塘 鞋 水 ,还 可 种 植 水 稻 。 

流 和 经 江苏 太 海 的 长 江 和 淮河 是 全 国 性 的 大 河 ， 它 们 对 本 区 的 自然 和 和 经济 面貌 均 发 生 
重大 的 影响 。 本 

:长江 从 西南 流 大 境内 ,在 宁 锁 丘陵 地 区 ,江面 略 受 狗 束 ; 实 狗 一 二 公里 ; 锁 江 以 下 进入 

. 6 二 



_ 
» th. 

RR, 江面 渐 富 , 至 南通 附近 , 江面 增 至 18 AB, CEI AB eB IC HSI 90 D 
， 里。 不 但 江面 宽广 ;而 且 水 量 特别 丰富 , 万 吨 海 输 可 以 进入 长 江 ， 为 我 国 最 重要 的 水 运动 

Pbk. KIL TRG EMILE, HAD DMR, abe RA MTHS Ke 
en Sh, EXAKARALASED. AhFROTORREERE, ATT 
SRR NCE. iu RTL RL RO 7H RAT ， 
北 移动 ， 现 已 与 北岸 束 接 ”在 江口 段 江 岸 的 变迁 则 更 为 显著 。 长 江 的 平均 售 沙 量 虽然 不 

ie + 48 FARE, SERIA 3 亿 立 方 米 ,天 部 分 在 江口 沉积 下 来 ,因此 江口 段 总 的 情 . 
RE TRA FS Ohh, TO HE EE A, 三角洲 的 前 称 在 向 外 伸展 。 在 5,000 多 年 以 

" Shemxancisectta, SUT BME LA 230 DE, ARE-HSEMBEK 
“江口 的 沙洲 ， 与 与 北岸 相连 只 是 近 50 年 来 的 事 。 江 口 的 崇明 岛 在 12 世 和 时 还 是 三 个 小 沙 
“ 测 ; 现 在 已 连 成 一 个 大 岛 ， i SALMA 

He Tay Jet She A ROTATE, 现在 葛 废 黄河 即 为 淮河 大 海 的 故道 ,过 去 苏 北 的 河流 火 部 
盆 流 大 淮河 ,属于 淮河 的 支流 。12 世 和 绝 示 黄河 在 山东 决口 , 夺 淮 河 下 游 大 海 ,直到 19 ee. 

王 未 黄河 才 又 回 到 山东 大海， 但 淮河 下 游 河床 已 彼 黄河 的 大 量 泥 砂 所 洪 高 ， 淮 河 改 从 洪 泽 
“ 潮 ， 和 经 三 河南 下 人 长江 ， 成 为 綦江 的 二 条 天 支流 。 但 长 江 与 淮河 的 高 水 位 往往 同时 发 生 ， 

| HORAK SL, PEPRAR ACME , HET TL BRIA SAS, PE MOVER | Se Hy EE 
BAA, 潜水 期 间 纵 里 运河 以 东 的 里 下 河 地 区 造成 很 大 的 威胁 。 直 到 解放 后 ,进行 了 根 . 
小 淮河 的 伟大 工程 ; 知 在 废 黄河 以 南开 辟 了 一 TG RETR ETD TE, RIE | 淮河 
DR EE A 

在 黄河 夺 淮 期 间 ， 黄 河 三 角 洲 向 外 伸展 的 速度 此 长江 三 角 洲 更 为 迅速 。 在 黄河 以 南 
KUL DLA AMAL ASE (HEE) ERT 8—11 HA, 当时 是 防 海 提 , 现在 距 海 远 的 已 

“ 达 开 无 十 公里 (在 北 眉 ), 近 的 也 企 5 一 10 公里 之 间 ( 硅 南 段 )。 ARORA 
地 区 就 是 现在 著名 的 滨海 星 区 。 在 第 近海 岸 的 小 海中 分 布 着 大 片 沙滩 退潮 时 露出 水 面 ， 

”有 碍 于 近海 航运 。 
本 区 气候 温和 雨量 适中 ; 适合 于 多 种 作物 的 生长 。 年 平均 气温 大 者 分 地 区 为 15°C FE 

se oF 春 夏 秋冬 四 季 分 明 。 1 月 平均 气温 天 部 分 地 区 都 在 0xc DLE, HAR PEL, 上 海 . 

附近 高 达 4*C, 最 冷 的 徐州 附近 地 区 也 不 过 一 1 一 二 2*C。 但 由 于 本 区 地 势 平 坦 , 西 北面 无 
高 目 困 陋 , 冬 季 西伯 利 亚 寒潮 可 从 华北 平原 直 演 而 下 ， , 轻 长 江口 入 海 ， SMH RTE 
WAA—10——20C, RAWHAM,7 APYABE 26 一 28%C LM, SHES. A 
:区 各 地 的 无 需 期 在 200 一 250 KLM, 平均 初 霜 日 蝴 西 北部 在 10 月 下 多， 东南 部 在 11 月 
Hei), 平均 略 霜 日 期 西北 部 在 4 月 上 旬 ; 东南 部 在 3 月 中 旬 。 全 年 降水 量 的 分 布 从 1250 
PERE 750 毫米 由 东南 向 西北 递减 。 在 冬 牛 年 (10 月 至 型 年 3 月 ) 西 北 内 陆 的 干燥 而 塞 
MAES, SIEM, 人 降水 量 较 少 。 夏 定年 (4 一 9 月 ) 为 东南 海洋 湿热 的 气流 所 
控制 ,盛行 东南 季风 ,雨量 寺 集 中 。 bt aS 

ASE A UY TE Ba ALE SE BSE, METAS RII, 1 月 平均 气温 
都 在 0°C 以 上 ; 年 较 差 较 小 (25%C AA), FOP (225 KYLE), EE 1000 毫米 上 
下 。 在 初夏 西北 内 陆 及 东北 海面 上 来 的 闪 气 流 与 南 来 的 暖气 流 相遇 于 长 江 附 近 ; 形 成 悔 
雨 " 期 , 运 秆 阴雨 可 维持 一 个 月 之 久 ,7 A eG, SPEYER ORE RSE A Fo 
梅 放 后 的 气温 激增 对 于 水 稻 生 长 非 常 有 利 。 但 在 夏季 有 时 受 台 风 侵 袭 ， 使 沿海 地 带 遵 受 

四 7 . 



HEA ie Db B+ a eA, 1 ABBE 0c 以 下 , Fora ieee (200—225 
Ko “Viki PEE IK 30°C, 大 陆 性 较 显 著 。 降水 量 较 少 , 年 平均 只 650 一 850 毫米 。 梅 十 
和 台 风 均 影响 不 到 这 里 。 雨量 多 集中 在 夏季 ，6 一 9 月 占 全 年 雨量 的 50 允 以 上 。 MAW 
量 的 年 变 率 较 大 ， 如 采 不 积极 兴修 水 利 ， 容 易 发 生 旱 小 现象 。 北 部 的 气候 条 件 虽 示 及 南 
部 ， 但 此 之 华北 地 区 仍 志 优 越 ， 从 无 震 期 和 降雨 量 情况 来 看 ,只 “要 合理 利用 ,完全 可 以 保证 
RS: Fa FARK EE, . 

江苏 地 区 的 土壤 以 水 稻 土 所 占 面积 最 大 ， 主要 分 布 在 江南 平原 和 里 下 河 地 区 。 这 里 
的 水 稻 士 多 发 育 于 无 石 藉 性 冲积 物 上 ,， 呈 中 性 和 微 酸性 反应 ， 有 机 盾 含 量 一 般 都 在 1.5 允 
以 上 ， 在 湖滨 低洼 地 区 有 机 质 高 达 2 一 4 多， 土壤 相当 肥沃 。 但 由 于 经 常 积 水 ,耕作 层 的 戎 
构 丢 水 破坏 , 水 王后 粘 智成 块 状 ,耕作 不 便 。 EATER OPT ARENA SKIES, 
EKA BE 

. 
治 海 地 带 分 布 着 大 片 的 盐 渍 土 ， Se FIREONE CRS ID RRL, LEAS 

7A ORCS SEAS ATP PEEbR , 主要 受 海水 、 海 潮 侵 渍 所 致 。 在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成 陆 年 代 合 
入 , 母 质 质地 合 轻 ,排水 情况 合 好 ,区 域 降雨 量 合 多 ， UUM RELA RATER 
a PA He Ee Eb oo rae Hh EK ES eH , 北部 地 区 高 于 南部 地 区 。 在 废 黄河 以 北 的 
Te Heh iF , “UR BEF , EAR BEEK Eb BER, AFF pt ii A FIFE. 废 黄河 以 南 士 盾 疏 
松 (KBP BEL), Fl eS HELLY B,, 经 人 工 改良 后 均 可 种 植 棉花 或 水 稻 。 在 沿 : 
江 地 带 经 过 长 期 的 耕作 ， 士 塘 盐 分 已 微不足道 ， 但 缺乏 有 机 盾 , 肥 力 较 盖 ,， 必须 注意 施肥 和 
合理 坦 作 。 

西北 部 徐 淮 和 平原 大 部 分 是 原始 神色 士 (石灰 性 冲积 士 ), SR He, 质地 砂 、 粘 不 
一 :其 中 以 介 于 砂 质 和 粘 质 之 间 的 粉 砂 质 十 壤 分 布 最 广 ,适宜 于 种 植 棉 、 考 等 各 种 作物 。 Bb 
FEZ ob i te Be Ue WS EAN a PRE AE HEL, Hh PIS PUR , “Lee 7 Pak , 保 肥力 差 ， 
在 某 些 地 方 因 缺 乏 水 源 而 成 为 沙 荡 。 低 洼地 区 和 湖泊 周围 多 粘 质 土 ,排水 困难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水 质 含 碳酸 钠 和 氧化 物 0.1 多 以上); 在 某 些 士 质 较 松 的 地 方 则 有 返 碱 现 象 , 成 为 花 
碱 地 ;但 只 要 解决 排 尖 灌 浙 间 题 ; 均 适宜 于 种 植 水 稻 ， 

西南 部 丘陵 地 区 的 主要 士 壤 是 棕 壤 ,发 育 于 黄土 性 母 质 ,底部 粘 重 密实 ， etek, 肥力 ， 
”也 不 高 ,但 在 河谷 低地 的 冲积 士 上 ， 由 于 长 期 种 植 水 舟 已 成 为 水 稻 士 。 HEAL AR RAY EES 
地 则 多 为 山地 棕 壤 。 

| IL SAO PEI IED Ar ARR EG ERB, tse CHUTES 
缺乏 燃料 的 地 区 ,但 经 过 解放 后 几 年 来 的 地 质 勘 察 ， 已 在 西北 妃 徐 州 周 畏 地 区 发 现 了 储量 
幸 富 的 天 煤田 ,而 且 多 是 很 好 的 动力 用 煤 和 配 焦煤 ,开采 价值 很 大 。 苏 南 也 有 不 少 小 煤田 
可 以 开发 利用 ， 对 于 改善 苏 南 燃料 供应 有 一定 意义 。 东 北 隅 新海 过 市 附近 的 磷 矿 已 纹 薄 
实 是 我 国 沿海 地 区 最 大 的 磷 矿 之 一 ,储量 集中 ,开采 方便 , 合 磷 高 ， 磷 灰 石粉 可 直接 施肥 。 
BE. S.A SE SE eT RAT HT Se ER ES. ALAR RS FH 
DOT GUA BS, — AR EA FR NIRS Oy, YES HL EER. ESE IT 
PEPER RT Fes Hah, CE RN RSE EH SEN BEE Be Ee 
兰 。 从 各 地 报 矿 情 况 来 看 ,丘陵 地 区 的 矿产 资源 种 类 相当 繁多 ， See ae 
Ho HARKS KANE HL OIE ii SER BB WET, FT AT AE K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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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SL se ESE PME RRR, OAR IE RAG 

GE BET BERR OE Ph, 还 可 以 为 化 学 工业 提供 有 机 合成 的 原料 。 

Wage | (>) B 2 dh FE ut 

RHEE RAS TG ABBE ESC EI, TIE HK ALE ARAKI 

BRE, 3x 2 AC REL A SAE, 在 西南 部 丘陵 地 区 和 长 江 三 角 洲 的 南京 \ 无 锡 、 

苏州 一 带 开发 也 较 早 ， SS ISB AER “ERIE” “SOR”, SEES 

时 大 部 分 入 未 形成 陆地 。 里 下 河 洼地 和 太 潮 以 东 的 洼地 在 当时 还 经常 唱 受 “ 江 流 泛 涨 , 海 

闭 侵 灌 ” 的 威胁 ;土地 乍 湿 ， 入口 稀少 
用 在 公元 前 四 百 多 年， RET SHIRA, SARTMT HREM: (mK 

近 与 大 湖 的 宵 汉 ; 溺 通 了 高 淳 附 近 的 黄土 岗 ? , 把 太湖 上游 鲁 肖 与 流入 长 江 的 水 阳江 联接 

ROK, 不 仅 籍 短 卫 太湖 地 区 与 安徽 沿江 地 区 的 航程 ;而 且 还 可 避免 长 江 的 风险 。 (2) BA 

WOULD LMT PUI ER FH ATLA AKAN FE (3) ASH IIL HET OGTR, BIS BS 

agi cimilagiinla i thas Sita amu. wetainaasae 

ee 
素 汉 时 代 ,淮南 沿海 地 区 的 南 盐 业已 经 兴起 ， 为 了 运 盐 的 需要 ,开通 了 东 起 海 陵 仓 (在 

Pen 台 一 带 ) HER NHS) ISL T, BF 5 BS OO 在 北部 的 . 

RCIA) th FSH He) LL Mee) AA BOO KIN) EB, (大 合 ) 等 地 则 已 
MT FIA SL. M ACM RUREAP ATH Ho PERRO AS ， 
使 用 先进 的 铁 制 安 具 已 较 普通 ; KUL Pa AAG, AB ABDI “UK RETR EBs HE 

， 作 水 平 很 低 。 再 从 当时 的 建制 情况 来 看 ， 北部 的 县 治 远 比 南部 为 多 ,这 也 反映 出 当时 南北 

RBA A 

? bibs 在 魏 亚 南北 朝 时 期 (3 一 6 142), FUR RAL, VE ONT RR, ALT ROI. 

Efi RIC HIVE (LIE A AE AOR HEU OREO IE T AC OOTIR. 北方 人 口 
天 量 南 迁 ;并 随 之 带 来 了 先进 的 耕作 技术 和 生产 工具 9 代替 了 过 去 的 火 耕 水 克 。 南 部 的 

FSFE REACTIES BEE SET INAS HE), ARAL I EE ， 
BH Cw ARID, A), 农业 的 落后 面貌 有 了 较 大 的 改变 。 但 当时 南部 地 
区 发 业 生 产 的 发 展 水 平 还 不 很 稳定 , 对 于 水 旱 作 和 沿海 的 网 风 、 海 潮 谷 不 能 有 效 的 防治 ， 
AALS Sk rc PULA SBF OS AD BER, 有 时 还 需要 “WAL RUB”, “SEVER 
DES” 。 
4 ERI OM RIMES, NII SRA, AIG 6 HOARE 7 世 
ARRAY, 使 它 通过 淮河 和 新 开 的 永 济 渠 接 通 , 直达 当时 的 政治 中 心 洛 

4 几 ,同时 还 开通 了 从 京 蝇 ( 锁 江 ) 到 余杭 的 江南 运河 ,成 为 南北 大 运河 的 组 成 部 分 。 大 运河 
的 通航 大 大 地 促进 了 本 区 南部 轻 济 的 繁荣 。 隋唐 北宋 时 代 〈7 一 11 世 可 )， 华 中 、 华 南西 

1) BA “MESA BREE He Eo, BRR Hh” » 
2) RAMHA 
3) RPE ALM, REM 
4) SH) RM Be DEK, TR 。 
5) RAMBO. 



Pa PhS EAL A NS ITE ICEA KB AS t k, KCB) eC 
BI) Br COVE) SERA DIG IN VERE, AERA - 
ZORA, FAB ATOM RWS BAMA, KTS Aye 
Ye JB at Hy ES ES HE, BIN a IN SRE SETAE, HERS ER RR 
WA Teg A GFP, FRI AUS BAAD, REE” ABER? 。 农 业 秆 产 
也 有 很 天 的 发 展 , 开 始 广 泛 地 兴 《 修 水 利 。8 世 邦 初 在 江南 修筑 了 从 新 江海 宁 到 吴 沾 口 的 海 

SE, 在 江北 修筑 了 从 盐城 到 南通 的 海塘 ? , LT Mee, 使 太湖 以 东 地 区 和 里 下 河 
地 区 的 土地 得 到 进一步 的 开发 。 与 此 同时 ,在 苏州 常熟、 松江 、 TNS He ERE 
发 展 农田 江浙 , 至 10 TM BAER AI TRH 蕊 进行 了 较 大 规模 的 整治 ， Bev TA Pit . 
的 入 江水 道 , 沿 河 筑 坦 ,大 量 开 凿 沟渠 : 依 自然 地 势 二 里 一 横 墙 , 十 里 一 舱 浦 ;并 妥 用 龙骨 水 
车 调节 水 量 进 行 农田 排灌 。 在 当时 太湖 菠 域 就 已 成 为 “ 鞭 泪 有 时 ， FUR 的 大 片 沃野 。 

&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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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e a: 共有 盐场 18 处 ， ANE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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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CE ae Be BSR ECT ae PRISE TT CRUE, 堤 内 种 
“FERR, SEMEL, TLRS AUTRE FOR LAIR HE OR, Ea 

| PRA EERE T AO, SHEENA, ARO 
E—-HOk, PHRASE TRAE AA. CRABS ARLE. 

12 HEA IRRA SP, AAD PIRATE. UME AD BK, ES 
FE, SHAG RE PRAT SSE BSR, IE MeN 
趋 衰 落 。 当 时 北方 为 辽 金 所 占 , 南 朱 偏 安 于 江南 ,造成 南北 长 期 对 峙 局 面 , 而 苏 北 地 区 正 
处 在 南北 双方 的 过 滤 地 带 , 战 等 频繁 , 破坏 较 剧 。 还 由 于 南北 的 分 型 , 大 过 河 的 南北 航行 
中 断 ,航道 淡 塞 , 苏 北 失去 了 交通 贸易 中 的 重要 地 位 。1194 年 黄河 决口 改道 , BA 
下 狼人 徐州 ,宿迁 等 地 太 淮 河 , 夺 淮 河 下 游 丰 海 ,这 对 于 苏 北 地 区 的 克 入 发 生 深远 的 影响 。 自 
从 黄河 夺 淮 以 后 ,淮河 干支 流 宣 浊 不 赐 , 苏 北 区 烃 常 发 生 严 重水 伙 。 
元 代 (13 一 14 HAE) 本 区 经 济 普 台 遭 受 破坏 ,但 受害 最 剧 的 仍然 是 苏 北 地 区 ，, SSI 

LMA HE. MITER ALERT RI, BAS be 
1, PALME MMA T APRS RE OY A, RRR AREA T MERE 

| ASSMINOWE, RUSTE TEM AEE BIOSCI Vm sb 造成 更 大 的 威 
Bh 

“明代 很 重 祝 经济 作物 的 种 植 ?， ER AICTE, 太 测 流域 的 香 桑 生产 在 
唐 案 时 札 有 一 定 基础 ， 明 时 新 发 展 的 和 和 桑 生 产 仍 主要 集中 在 太湖 周围 地 区 。 另 在 北部 淮 

KA NSA. HERE AN RELA AL, 但 开始 大 量 种 植 却 在 明代 。 

至 万 历年 间 (16 世 拖 未 一 17 世纪 初 ) 江 南 沿海 的 松江 、 上 海 .嘉定 、 太仓 等 地 已 发 展 成 为 重 

要 棉 区 ;当时 松江 、 上 海 的 200 万 亩 耕地 中 已 “大 中 种 棉 ”,， 太仓 、 嘉 定 等 地 也 都 是 三 分 种 . 
” 逢 ,七 分 种 棉 ， 与 此 同时 ,手工 息 线 业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自 从 松江 乱 催 女工 黄道 朔 自 海南 
筷 传 太 棉 积 工 具 和 生产 技术 以 后 ,松江 地 区 (包括 .上海 ) 成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棉 积 业 中 心 。 但 在 

SRT LRM, 南京 ,苏州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秋 答 中 心 , 而 且 在 煌 各 中 工 
FM LSE, 苏州 东北 定 城 全 是 经 营 穆 碎 业 的 手工 业 工场 和 作坊 ,生产 规模 很 大 ， 
集中 了 大 量 掌握 专门 技能 的 候 用 劳动 者 ， 豆 本 主义 的 萌芽 已 经 出 现 。 清 初 具有 资本 去 义 
SEAS Hits He ES SPS A AER, RS ARMA LR, BK 
隆 嘉 庆 年 间 (18—19 HCD), HAMLET BAMA, BALIGIND) 3 TROLL, K 
HMMALLERED—DSR, ML—-KAATRAUMOGHRLBALAL FA, 民间 
PieG NLR AU, RI RARER, LATER I RH, FRAT EB PEI SE, HS 
Ae, HS SER BR. 

IG Hr RSC 1840—1842 年 ) 以 后 ,上海 、 南 京 、 锁 江 先后 开辟 为 帝国 主义 的 通商 口岸 。 

1) 在 范 仲 沌 及 后 由 沈 起 、 篇 士 龙 等 人 先后 发 起 修 委 从 乍 宁 至 宁 城 和 从 余 西 至 吕 四 的 海 坦 ， 后 世 把 从 捍 宁 至 吕 四 
HUBER RAT AH. 

2) RUS BORA, TORT SIERRA SZ KEM), LYN 
RAKE, BY Re TM ASMA RH. 

3) WOR FORRAB S—10 HBR, Bi, ARP, 10 BD hii, APR AO, AER ARH AY 
Hy Po BCA A — DE C5. ARI) 

4) SRA: MP RRS cea. RH: 8 FRB OLN LAS FF LALA RAE URE,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福 , 1955 年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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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 is FEE A ER is BN BEE De FE HE EAL, 1850 年 太平 天 国 革命 
运动 切断 了 广州 通 往 内 地 的 商 路 ，1857 年 帝国 主义 取得 了 长 江 航 运 权 。 从 此 以 后 , 位 于 
綦江 太 海口 的 上 海 便 取代 广州 的 地 位 而 成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进出 口 贸 易 港 。 在 1850 至 1860 

年 间 , 上 海 进出 口 船舶 吨 数 就 已 占 全 国 进 出 口 船舶 总 吨 数 的 1/4 左右 。 
最 早出 现 的 近代 工业 是 从 属于 航运 和 进出 口 贸 易 的 船舶 修造 厂 。1852 年 美 商 先 在 上 

海 建立 修 船 厂 ,其 后 英 商 也 陆 籍 建立 了 冬 生 (1862 年 ) 陡 松 (1865 年 ) 等 船舶 修造 厂 六 2 
不 多 与 此 同时 ,还 出 现 了 一 些 为 出 口 原料 加 工 的 弥 特 、 确 皮 、 打 包 等 工厂 ,其 中 玉 条 入 厂 为 、， 
主 , 最 早 的 入 穆 厂 是 1862 年 英 商 怡 和 洋行 兴办 的 。 以 上 这 些 工 厂 不 但 规模 小 ; 而 且 多 附 
BH BOL, 

PA RSS Je, HP EER EER ION T 1895 年 以 后 英 、 美 、 日 、 德 等 希 
BEV BROMO LER HR TP i SSE OL ARES 
动力 进行 匹 酷 的 闽 创 ,榨取 优厚 的 利润 。 他 们 所 办 的 工厂 几 全 都 集中 在 当时 的 租界 地 办 。 

在 外 国 商品 俐 销 和 处 国 投资 经 营 近 代 工 业 的 闽 激 下 ;民族 工业 也 开始 兴起 "首先 出 现 
的 是 官办 的 特 火 工业 。1862 及 1865 HHS MRE BM, EMS Lee ee TI 
南 制 炮 局 和 江南 制造 厂 ?， 仿造 兵 舰 、 洋 枪 ̀ 洋 炮 ,这 是 我 国 自 办 工业 的 开始 。 1890 年 在 上 
海 成 立 了 官商 合 办 的 机 器 粹 布局 ， 拥 有 35000 8,530 BAL, 为 我 国 第 一 家 机 器 纺 稚 
厂 。 在 1890 年 代 以 前 商 办 工业 还 受到 封建 翘 治 者 的 压抑 ,甲午 战 等 以 后 ， 苏 国 天 量 投 查 
建 厂 , 国 人 呼吁 “发 厂 自 救 ”, 民族 资本 经 营 的 工业 开始 有 若干 发 展 , 但 由 于 受到 和 外交 的 罪 ， 
挤 ;发 展 速 度 仍 相 当 奏 慢 , 只 在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前 后 ;帝国 主义 无 暖 东 厦 ;民族 资本 才 有 了 
BKM RL, EME 1914—1921 年 华商 发 立 的 工厂 超过 1913 EDIT ED 
当时 所 发 展 的 主要 是 一 些 获 利 较 厚 的 以 棉纺 、 丈 积 和 和 炉 为 主 的 息 答 工 业 , 以 面粉 ,要 米 4 
FEA EMS me WO ROR eae, A PASH 日 用 品 工 普 。 

AK AFRO, 资本 主义 早已 开始 萌芽 , 与 国 内 外 市 场 联 系 很 方便 ，- 

因而 成 为 全 国民 族 工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 上 海 是 “万 商 云集 ,百货 流通 "之 地 3) 民族 工业 也 
大 部 分 集中 在 这 里 。 但 和 淋 有 不 小 的 一 部 分 分 布 在 上 海外 围 的 无 锡 \ 南 通 、 常州 苏州 等 城 
市 。 这 是 由 于 (1) 上 海 是 帝国 主义 的 侵略 据点 ;民族 资本 与 帝国 主义 之 间 存 在 着 二 定 的 子 
盾 ;(2) 民 族 资本 家 与 原籍 的 封建 势力 保持 着 或 多 或 少 的 联系 ;(3) 上 海 是 工人 阶 航 集 所 的 
地 方 ; 工 人 运动 比较 绚 大 ;(4) 上 海 的 地 价 易 趴 , 工资 也 比 其 他 地 区 高 ; 因此 民族 痪 本 家 在 
上 海 以 外 地 区 发 厂 可 在 某 种 程度 上 沽 轻 外 国 贾 本 的 压力 ,并 可 利用 当地 的 封建 势力 获得 
廉价 的 土地 , 购买 低廉 的 劳动 力 , 对 工人 进行 肆 无 忌 怪 的 环 创 。 但 由 于 民族 工业 在 原料 4 
届 备 、 市 场 等 方面 存在 着 严重 的 对 外 依 块 性 , 因此 又 不 能 远离 上 海 , 只 好 聚集 在 上 海 及 其 
周围 地 区 。 

希 国 主义 商品 的 大 量 倾销 和 区 内 近代 工业 兴起 以 后 ,本 区 原来 相当 发 达 的 手工 业 , 轮 
别 是 松江 、 太 仓 一 带 的 手工 棉纺 织 业 和 纷纷 破产 。 一 部 分 玖 存 下 求 的 手工 积 布 业 均 是 利用 
洋 纱 加 工 ,成 为 现代 纺织 业 的 附属 部 门 , 农村 轰 济 对 市 场 的 依 顿 性 日 爹 加 强 , 农村 阶级 也 

1) 1900 FIRES OH. SS LE ET OM Be 
2) Ai SAL AS aa 28S. 
3) LMP iLAE AR J HRD A EG EG EH PA Te Le, SPS: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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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L, KCRW RA LR RT, LA REET 
价 的 劳动 力 来 源 。 随 着 工业 的 发 展 ， 经济 作物 的 种 植 面积 过 速 扩大 。 RH OMIM HE 

扩展 到 苏 北 沿海 地 区 。 
范 公 坦 以 东 的 沿海 地 区 自 黄河 夺 淮 以 后 海岸 线 迅 速 向 外 伸展 。 坦 东 原 有 的 盐场 自明 ， 

RDU ELEM, 渐 不 宜 盐 ， 还 渐 为 淮北 盐场 所 代替 。 但 由 于 受 封建 王朝 的 盐 法 限制 ， 
琨 东 赴 滩 荒 地 长 期 不 能 开发 利用 。 至 19 世 帮 未 部 分 盐 民 因 前 赴 不 能 糊口 乃 相 率 DE tk 
星 , 虽 经 盐 官 严厉 禁止 也 不 能 遏止 。1905 年 经 南通 官僚 张 季 直 的 奏 请 ,正式 开放 旦 牧 , 南 
通 的 地 主 凑 本 家 陆 策 集 查 成 立 了 许多 鞋 收 公 司 ， 把 土地 租 个 欠 当 地 炸 民 和 从 沿江 地 区 迁 
去 的 农民 ,进行 天 规模 的 旦 荡 植 棉 。 自 第 一 姑 世 界 大 战 前 后 民族 工业 大 量 兴 起 以 后 ,这 里 
也 很 快 地 发 展 成 为 专业 化 的 新 棉 区 。 

第 二 均 世 界 天 战 后 日 本 帝国 主义 在 华 势力 加 强 , 欧 美 帝 国 主义 也 挫 土 重 来 ,新 兴 的 民 
PRI WRiGiMBH, HERE 1930 年 代 世 界 次 本 主义 经 济 危机 波及 我 国 以 后 ,本 区 轻 济 出 
现 公 面 的 衰退 。 出 口 农产品 的 滞销 和 洋 米 ̀ 洋 麦 \ 洋 棉 的 大 量 进口 造成 家 产品 价格 的 暴跌 ， 
江苏 米 价 在 1930 一 1934 年 间 下 跌 了 一 倍 , FER AUK GAT Rm thar, Be 

奔 和 桑田 者 不 计 其 数 。 再 加 上 严重 的 水 旱 火 顺和 国民 党 反动 葬 治 的 压 梭 ) RAMA 
汗 状 态 。 在 外 货 价 销 和 农村 购买 力 下 降 的 情况 下 ， 工 厂 也 闪 粉 停 闭 。 正 当 民 族 资本 处 在 

。 风雨 票 将 中 的 时 候 ， 日 本 帝国 主义 却 乘机 进一步 扩充 实力 ，1931 一 1936 年 上 海 日 资 纱 绽 
上 直 41 %IGH 50% MAPLE 51 VIBE 58 % 官僚 资本 也 以 高 利 贷 的 方式 实行 繁 并 掠夺 。 ， 

1932 年 抗日 战 征 爆 发 后 ,本 区 各 地 先后 渝 陷 , 上 海 工业 受 战 等 破坏 ,损失 很 大 ,当时 5 

千 祭 家 工厂 被 毁 者 二 千 祭 家 D。 一 部 分 工厂 丢 迁 往 内 地 ， 还 有 一 部 分 工厂 从 租界 外 迁 及 
AURA ERAT, 1937 二 1941 年 “租界 ”内 便 有 一 度 虚假 繁 莱 , 建立 了 不 少 小 型 工厂 , 这 
就 进一步 造成 了 上 海 工业 小 厂 小 户 雁 多 ,分布 集 中 的 不 合理 情况 。1941 年 太平 洋 战 等 爆 
发 。 上 海 工业 再 一 次 遭 到 日 冠 的 军事 性 掠夺 。 战 时 农业 也 同样 遭受 到 浩 芭 , 桑 园 面积 被 破 
乓 三 分 之 一 久 上 ; 夭 米 产量 只 及 战 前 二 分 之 一 ,棉田 面积 还 不 到 战 前 三 分 之 一 。 抗 成 有 旺 利 
后 官 俱 次 本 接收 了 日 本 帝国 主义 的 企业 ;, 茜 断 了 各 主要 工业 部 门 。 美 货 充斥 市 场 , 通 货 恶 
性 膨胀 ， 工 厂 便于 之 风 双 起 。 直 到 解放 前 本 区 工业 始 攻 没有 恢复 到 战 前 的 水 平 。 苏 北 和 
西南 丘陵 地 区 的 发 村 在 中 国共 产 党 的 俩 导 下 , 早 在 抗日 战 和 时 期 就 已 建立 了 敌后 根据 地 ， 
FRET ARK, Ans RE IRE WERE ICRC AY “EN”, 使 家 村 遭 
到 很 大 的 破坏 ,但 英勇 的 江苏 人 民 和 全 国人 民 一 道 , ERSES, MP RET RL TERR 
后 不 入 东区 的 经 济 立 即 开始 大 力 候 复 和 全面 改造 ， 现 在 则 已 进入 了 入 会 主义 建设 的 蓬勃 
必 展 的 新 阶段 。 

Ss 民 
SK, LALA AD ETE (1957 年), 锡 占 公国 总 人 口 8 匈 ， 平 均 每 平方 公里 486 

A, 为 公国 人口 平 均 密 度 的 7.4 倍 , 是 我 国人 口 最 密集 的 地 区 。 就 世界 范围 来 看 , 本 区 的 
人 日 密度 超过 世界 上 人 口 最 客 的 国家 荷兰 与 比利时 ， 因 此 也 是 世界 上 人 口 最 密 的 地 区 之 
一 。 只 有 在 秆 会 主义 制度 下 , 绑 集 的 人 口才 为 工农 业 生 产 的 发 展 提 供 优越 的 劳动 力 条 件 。 

1) 见 1939 年 中 外 烃 济 年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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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区 城 针 SA DIB BC 很 大 ; MBA TH 1/4, CPR OER AHH. AF 
EKO RS RE APRS ERA OL 43%, HEAPS 
phe jicuithel A lang Hoagie rie LGADELORREA 60 4, 

其 中 10 万 人 以 上 的 城市 有 :13 个 。 上 海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城市 ， 光 市 区 就 有 ;600 页 入 口 ， 和 相 
OER 8 chet nM BREREK SoA, AA 13027, HIN 
也 各 有 人 口 50 佘 万 。 此 外 大 口 20 一 40 FATA, FIN, PS SSE, 1077 —2077 
ASL BIN HE SN, :本 区 城市 按 历 史 发 展 的 先后 可 大 致 分 为 两 类 : 南京 、 
SEIN BIN, SL RINSE TH SRA, 都 是 我 国 吉 代 的 名 城 , 上 海 ̀ 无 锡 .常州 \ 南 通 S 新 ， 
海 连 等 市 则 主要 是 在 近代 随 羞 工 商业 的 发 展 而 兴起 的 城市 。 本 区 各 城市 的 形成 和 发 展 二 
般 都 与 它们 优越 的 交通 位 置 有 关 ， EMS ASHE, 内河 航 运 的 中 心 或 铁路 的 枢 竹 。， 
除了 以上 这 些 城市 外 ,本 区 还 有 很 多 重要 的 城 鳞 ,有 的 规模 也 相当 大 * 其 中 5 DAG DLE 
的 有 淮安 、 兴 化 \ 东 人 台 、\ 松 江 等 县 城 ,3 一 5 万 的 有 江阴 、 宣 山 \ 丹 阳 \ 宿 迁 ; 宝 应 ;如 刘 、 盐城 4 
高 邮 等 县 域 。 由 于 入 会 主义 建设 总 路 线 的 制定 ,工业 的 沁 地 开花 ,， 许多 商业 、 手 工业 性 盾 
的 集 绩 正在 远 速 发 展 成 为 工业 城市 。 

”江苏 光村 人 口 十 分 稠密 ,但 在 地 区 上 分 布 差 剧 很 大 ， 入口 最 窗 的 是 长 江 三 角 测 的 沿江 
地 带 , 这 里 地 势 较 高 WEE IA, sh LK SRD, 每 方 公里 人 口 黎 度 高 达 500 从 以上; 卫 

是 江苏 农村 劳力 最 多 , 耕作 最 精 罗 的 地 区 。 人 口 灵 密 的 主要 是 沿江 地 带 的 处 围 地 区 : (1) 
苏 南 南部 太湖 两 侧 , 地 势 较 低 ; 但 土壤 肥沃 ,水 利 发达 , 单 位 面积 产量 很 高 ;(2) 苏 北 的 通 扬 ” 
运河 \ 串 场 河 \, 里 运河 治 崖 ,地 势 较 高 ,水 渡 的 威胁 较 小 。 此 处 ;西北 部 徐州 附近 地 区 ;开发 ， 
历史 最 早 ; 而 且 在 交通 位 置 上 正当 华北 与 华东 之 间 的 要 种 ,人 口 也 声 密集 。 攻 上 地 区 和 平均 
每 方 公里 有 ,400 一 600 人 。 在 里 下 河 洼地 和 淮北 平原 运河 以 西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历史 上 笑 害 
Ra, ARS, 每 方 公 里 200 一 400 A, BH ERHERT WA WA OBE 400 
人 以 上 外 ,大 部 分 地 区 都 在 400 AAT, BAS, 人 口 稀少 , 每 方 公里 
只 100 一 200 人 。 串 场 河 以 东 的 滨海 地 带 为 本 区 人 蝇 最 稀 的 地 区 ;， 分布 由 东 向 西 递 减 , 高 
RU, FRB, AD BR AMSME SHAE ADA 200 ALP, babii 
BELA 50 人 。 

本 区 乡村 居民 点 的 分 布 与 自然 条 件 ,. KERR A THERES AWE ice 
TPL SEEK EPS AA CENT AE OBE BR HS) 
De ABBE ARE (—AR oP — HE), MR RAE LEE AR Be, IR AEH 
iB. 2B PRA HK MRE NES ER A ABT, — ik 
为 200—300 A, 也 有 千 户 以 上 的 , SHC. ERR RUST 
为 普 汤 , 疙 们 多 分 布 在 地 势 碗 高 的 岗地 上 , 洼地 的 村 落地 基 痢 由 人 工 十 高 , 河 边 两 岸 很 少 ” 
村 落 分 布 “在 苏 北 沿江 、 沿 海地 带 ; 骨 含 呈 满 天 星 的 分 布 ,没有 明显 的 自然 村 落 。 其 中 沿江 
地 区 人 口 较 密 , 农 含 多 是 一 二 捕 、 三 四 户 地 雾 乱 的 散布 于 耕地 之 霄 ,彼此 相距 较 近 ;沿海 新 
WKAR, 农舍 都 是 一 家 一 户 地 分 布 在 长 方形 嫩 田 的 正中 间 ?2, PEAR AA, 家 
民 离 舍 耕 作 均 在 1/4 华里 以 内 , 各 农舍 之 间距 离 大 致 相等 。 以 上 这 种 分 布 情况 只 适应 于 

1) 泰州 ,常熟 1957 年 尚 为 省 辖 市 , 现 已 撤销 , 归 县 领导 。 
2) 过 去 地 主 资本 家 所 经 营 的 旦 殖 公 司 把 开 芋 的 滨海 荒地 划 成 许多 长 方形 ,以 20 一 25 HI, A 

一 般 都 以" 壤 ? 为 单元 , 租 个 欠 一 家 农户 。 

* 14 + 



-_ 

BAAS ADA 

See. aly CR 
Sosa he f7. Wa Neat 
ex CC Pay CK IF. Fe ) 
MO 49°44, 

PETA 
EPEC 

AS, 

b, %," 
、 CO 4 

, mas = OO Se 7 hos tonto SVT 
7 全 0v 

OO 

CA 
Loe, Sty, %, 4¥ 4 
» BEY ty (CN 》 

ON ALO ek) 

SOIC 

图 3 :江苏 \ 上 海 人 口 密 度 与 城镇 分 布 图 

SLIEMA FASE EAR, 与 社会 主义 安 业 的 大 规模 生产 发 生 矛 盾 , 在 管理 生产 、 学 习 文化 、 
开展 于 体 活 动 等 各 方面 都 感到 不 很 方便 。 现 在 正 猪 合 拆 旧 房 、 积 士 肥 的 运动 , BEAK, 
Meee, HARE HK RI. 人民 公 和 化 已 为 农村 居民 点 的 根本 改造 创造 了 
先决 条件 | 

未 区 还 有 三 、 四 十 万 以 船上 为 家 的 水 上 人 口 , 专 四 从 事 航 运 或 渔业 生产 ,流动 性 很 大 ， 
诗 要 分 布 于 湖泊 与 河 网 地 区 , 其 中 如 洪 泽 县 的 水 上 入 口 狗 占 讨 县 总 人 口 的 80 匈 。 解 放 后 
在 水 上 人 口 碾 集中 的 县 市 屋 立 了 专 耻 管理 机 构 , 照 质 他 们 的 特殊 利 釜 帮助 他 们 课 高 文化 
APC ETE. ; 

ERT AE 2) DASH BUR RA RAE REA SRR, TERT 
SAW WAC RE, Is FH BA SL AZT RHE ET EY TH RC Bee ETS 
这 速 发 展 ， 城 市 中 登记 的 失业 人 员 均 已 作 了 妥善 的 安排 。 旧 上 海信 是 全 国 从 业 信 口 最 多 
的 城市 ,解放 后 陆续 向 政府 登 权 的 失业 人 员 共 有 67 万 多 人 , 现 已 根除 了 失业 现象 -农业 生 
产 大 跃进 以 后 ,农民 寡 目 流入 城市 的 现象 已 基本 停止 ,农村 的 劳动 方 马 不 是 “过 剩 ”, 而 是 

. 15 . 



PIB EIA DAB ke Hy Ute AL Ly a AR, 大 并 技术 草 新 ; DURE Sh RAR 
题 。 

本 区 近代 工业 前 发 展 历史 较 久 ,工人 阶级 的 队伍 相当 给 大 ,上 海 是 我 国 革命 的 工人 阶 
执 最 集中 的 地 方 。 在 文化 、 技 术 方面 的 基础 也 较 好 ,拥有 嘱 量 的 掌握 各 种 技能 的 部 辣 工 人 
和 技术 干部。 解放 以 来, 从 本 区 陆 镇 抽 居 出 大 批 的 工人 和 王 部 支援 我国 的 新 旭 避 地 区 ,至 
1957 年 仅 上 海 市 一 — HSL ARIE T 30 万 人 左右 。 

(WU) 径 UF 

AKERSASREKPR AME, AKIRA Se, KK 
BE BLAS ey Fis SE REAR ES Hl, RATAN ED) EV ALIS, RE —IAEHE 
ARHMADSM-T+EN MIA RKRAATATRAWRE, BiveeET GRAAF 

处 理 了 契 大 部 分 帝国 主义 企业 。 和 质 定 了 国营 经 济 的 基础 ， 同 时 还 对 私营 企业 进行 了 宙 会 
主义 改造 。 解 放 初 期 本 区 工业 总 产值 中 私营 工业 占有 很 大 的 比重 ,如 上 海 市 占 33 为 (1950 。 
年 ) ,江苏 省 占 71 多 (1949)。 这 里 集中 了 全 国 私营 工业 产值 的 一 个 左右 。 解 放 后 由 于 国营 
工业 的 远 速 增长 , 航 营 工业 的 比重 不 断 下 降 , 至 1956 年 年 底 已 全 部 实行 公私 合营 ,从 而 使 
私营 企业 和 纳入 了 竺 会 主义 经济 的 地道 。 | | 

PRIA ER LUBE ARK, KOVEERE, BIR: 
后 , 不 能 制造 成 套 的 机 器 设备 。 工 业 原料 大 部 分 依靠 国 区 进口 , 如 在 19461948 年 上 海 
进口 的 棉花 占 工 业 消耗 量 的 60% , BEG 50% JER 60% , BTL. RESET A 
比重 更 高 。 经 过 几 年 来 的 改造 和 发 展 。 本 区 的 经 济 面貌 已 发 生根 本 的 变化 ， 现 在 未 区 所 
需 的 工业 原料 超大 部 分 已 改 由 国内 供应 ， 区 内 重工 业 的 比重 也 有 了 很 大 的 夫 其 ， 完整 的 工 

WFR ELIF AGES FEST IB IR. e 
SEBUM ARH LETHE RIO GSB, 常州 \ 南 通 等 城 

市 。 江 南 地 区 工商 业 发 达 , 水 陆 交 通 便 利 ,农业 水 平 也 较 高 * 而 在 苏 北 广 天 地 区 除 南通 外 

几乎 汽 有 什么 现代 工业 ;成 为 向 江南 提供 原料 和 劳动 力 的 纯粹 的 农业 区 ,而 且 直 于 自然 作 
些 严 重 ; 农 业 生产 力 很 低 。 江 南 的 “繁华 ”和 苏 北 的 落后 形成 尖 锅 的 对 照 。 解 放 后 不 久 ; 就 

在 苏 北 地 区 开始 了 伟大 的 治 涂 工 程 , 同 时 还 进行 了 一 柔 列 的 农田 水 利和 赫 作 改良 措施 5 对 
.于 改变 苏 北 落后 的 农业 面貌 有 重大 意义 。 工 业 的 分 布 也 已 开始 发 生变 化 ,近年 来 在 上 上海 : 
无 锡 等 地 的 工业 进一步 发 展 的 同时 ,南京 、 徐 州 \ 新 海 过 、 淮 阴 、 扬 州 \ 盐 域 等 地 的 工业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党 的 社会 主义 建屋 总 路 线 蔬 布 以 后 ， 20 Se oe 苏 

。 北 地 区 也 将 和 其 他 地 区 一 样 ,再 也 找 不 到 纯粹 的 农业 区 。 
在 我 国 社会 主义 建司 中 上 海 成 为 全 国 最 重要 的 工业 基地 之 一 ， 江 苏 也 是 全 国 工业 较 
发 达 的 省 区 。1958 年 上 海 \. 江 苏 的 工业 总 产值 合 占 全 国 1/5 Aa, KPO, 
梭 、 轻 工业 等 部 门 为 最 发 达 , 在 全 国 占有 重要 地 位 。 

本 区 农产品 也 相当 丰富 ,是 稻米 小麦、 棉花 、 油 料 \ 委 草 、 水 产 的 重要 产 区 , 但 由 于 区 
因 工 业 发 达 ,好 多 农 副产品 脊 不 能 满足 区 内 需要 ,很 少 向 外 地 输出 

本 区 向 外 地 过 出 的 物 春 主 要 是 机 器 屋 备 、 化 学 产品 \ 小 型 钢材 \ 盐 \ 水 泥 \ 布 匹 \ 日 用 百 

1) 农产品 中 只 向 北方 输出 一 部 分 经 过 加 工 后 的 大 米 和 面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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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等 工业 品 。 其 中 除 盐 和 水 泥 系 供应 局 部 地 区 以 外 , 其 余 工 业 品 均 面 向 全 国 各 地 At 

Ha A ARK Ay et EEE 石油 等 燃料 和 木材 、 矿石 钢铁、 BEBE 棉花 \ 烤 获 等 原 

| HR 
£7, 
人 

A | Se 业 
+ | 

RRA AS TUNE, EN — 4 eH AM 1958 年 的 大 跃进 , 工业 产 
' (G7 T RAK, 1957 年 比 1949 EIA SH_b, 1958 ER 1957 HIBK 58%, 

”在 工业 构成 中 机 器 制造 ,钢铁 ,化 学 等 重工 业 部 门 日 釜 占据 显要 地 位 。 由 于 许多 新 型 
的 重工 业 企业 的 建立 ， 工 业 各 部 站 之 间 的 联系 也 大 大 加 细 了 ， 现 已 开始 向 综合 性 方向 发 
Be. i AH, 日 用 品 等 轻工业 部 站 相对 比重 下 降 了 , 但 超 对 产量 仍 有 增长 。 至 于 某 些 
未 合 乔 会 需要 的 或 生产 远离 原料 地 与 消费 地 的 轻工业 部 门 则 已 进行 了 不 同 程度 的 生产 改 
aces 1958 年 主要 工业 部 站 的 产值 构成 如 下 :( 甸 7 

Bad ns 
| > 

nee 解放 以 来 本 区 机 器 制造 工业 的 发 展 特别 迅速 。 过 去 只 能 为 进口 机 器 
_ 远 行 装配 修理 ;现在 马 能 制造 成 套 设 备 , 而 且 开 始 走向 自行 屋 计 ,各 秘 各 样 的 大 型 、 精 需 复 
末 的 新 产品 不 断 地 丢 试 制 出 来 , 共 陆续 投 不 生产 ,其 中 好 些 产品 已 赶 上 国际 先进 水 平 。 
上 海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机 器 制造 工业 中 心 之 一 ,机 器 制造 业 的 发 展 历史 较 入; 技术 力量 过 

war, 协作 关系 很 密切 ,产品 品种 之 多 和 质量 之 高 均 居 全 国 首 位 。 但 由 于 上 海 
.的 机 械 厂 多 是 从 修配 起 家 的 ,因此 屋 备 陈旧 简陋 ,规模 小 ;生产 分 散 。 人 对 对 以 上 特点 ;, 上 海 
灰 器 制造 业 自 全 行业 公 私 合营 以 来 进行 了 大 规模 的 生产 改组 、 扩建 ,改建 和 迁 地 新 建 ， 建 
立 了 较 大 的 委 甸 中 心 ,生产 能 力 和 技术 水 平 有 了 很 大 的 提高 ,给 大 的 机 器 制造 工业 体系 正 
在 乏 放 形成。 为 了 充分 利用 优越 的 技术 条 件 ， 上 海 机 器 制造 业 将 以 生产 大 型 、 重 型、 精密 
的 机 械 、 仪 表 以 及 试制 新 产品 为 其 主要 发 展 方向 ,供应 国内 各 地 或 出 口 国外 。 
南京 、 无锡、 常州 ,徐州 等 地 的 机 器 制造 业主 要 满足 江苏 省 内 的 需要 。 wages 4 

«(BARTHES LARK, 现 已 初 具 规模 ,一 般 技术 水 平 也 高 于 安徽 、 浙江 等 省 。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已 能 大 量 生产 机 床 、 动 力 机 械 、 翅 工业 机 械 和 农业 机 械 。1958 ae 
进 以 后 更 向 多 品种 方向 发 展 。 

本 区 机 器 制造 业 过 去 主要 为 轻工业 和 运 态 业 修配 服务 ， 现 已 开始 为 国民 经 济 各 部 门 ， 
首先 为 重工 业 提 供 大 量 机 器 屋 备 。 
上 海 电机 厂 , 汽 输 机 厂 、 锡 炉 厂 经 过 多 次 扩建 改建 后 ,已 能 制造 25;000 RERGAeHE ve 

PA - 



#212 

were 

爹 属 加 工 工 骤 

化 学 工业 

@ 
-图 
@ 
© 
(©) 
@ 
O 

A4 2k ba 
设备 ,各 种 发 电 属 备 的 总 产量 占 全 国 个 数 以 上 。 江 苏 省 也 在 兴 CH ELIE RSL), we 
大 的 有 南京 汽 翰 机 厂 与 电 姿 厂 、 无 锡 锅 炉 厂 与 电线 电 烧 三 .常州 变压器 厂 。 苏州 高 压 开关 
矿 ; 写 们 将 在 省 内 协作 配套 。 上 上 海 、 无 锡 、 常州 等 地 所 产 的 交流 电动 机 以 及 此 狂 机 煤气 机 
等 动力 机 械 均 在 国内 占有 重要 地 位 。 

hve) 南京 、 无 鲍 等 地 的 机 床 广 生产 闭 多 种 精密 机 床 ， 大 跃进 后 后 区 内 许多 城市 都 直立 
TRA, 僵 区 金属 切 创 机 床 的 产量 狗 占 全 国 30 多 左右 ( 按 1957 年 生产 台数 ) 为 了 保 
丐 钢铁 元 帅 的 升 帐 和 促使 化 学 工业 的 疼 展 ， 自 1958 年 以 求 , 本 区 已 开始 大 量 生产 万 套 的 
冶金 矿 由 发 备 和 化 工 发 备 ,现在 旋 何 多 由 许多 机 械 厂 协作 生产 ,没有 专业 竹 的 工 广 。 正在 
兴建 的 上 海 重型 机 械 厂 、 治 金 矿山 机械 厂 等 投 大 生产 以 后 ， 将 天 量 制造 轴 钢 机 、 ean 4 
PVE MCLEE. IND AUR BULA 9 Re ee, : 
LUE OR 5 FOL ES ASAE J EMEA , ERY ok LEP IE RS, 

近年 求 以 热 工 仪表 与 电子 仪表 为 主 的 仪 帮 工业 和 以 电子 仪器 精密 部 件 为 主 的 无 线 电 工业 ，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成 为 公国 最 大 的 生产 中 心 。 南京 的 电 讽 器 衬 生 产 也 在 国内 占有 重要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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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NT TH HAL AR BRE BL BE HES MLL, Bb ARAL PED IERR & 
ET HEAR IO OB, TELIA OH RTL ERB IN SS SEE ， 

PU ERRATUM, SS HLOOAT LPB ABE LI, FEM. Li 
SHH AOL a A AHL, DAT COREA eT TA 

ie 可 生产 100 mi AO PUSESCHL, EMEC ED MIL ARIEL BAR oy ode SEL, 
«WEA, BABE. 7 Jl CALL CALA a 2 AS 

* 

LAP Aaa EA RA bee — hee Se 

”上 海造 船 工 业已 有 90 多 年 的 历史 ， 著名 的 江南 造船 广 为 未 区 最 早出 现 的 现代 工厂 之 

一 。 但 解放 前 造船 业 的 发 展 极为 缕 慢 ; 主要 为 帝国 主义 进出 港口 的 船舶 进行 修理 , 造船 能 

力 很 弱 。 一 直到 解放 以 后 才 开 始 大 量 制造 船舶 。 现 已 能 制造 5000 吨 的 办 船 。 今 后 将 制 
造 ? 千 吨 的 沿海 客 货 输 和 万 吨 的 远洋 货 输 。 常 州 威 墅 天 机 车 车 辆 修理 厂 是 我 国 江南 较 大 

”的 修理 厂 ,现在 不 但 能 大 修 机 车 ,而且 已 开始 制造 机 车 车 辆 。' 过 去 只 能 制造 汽车 配件 的 南 

京 汽车 修配 厂 , 现 已 改名 为 汽车 制造 厂 ,生产 载重 汽车 等 
自从 1957 年 冬季 农业 生产 大 跃进 以 来 ,本 区 排灌 机 械 (水 泵 、 间 门 等 ?和 农业 机 械 ( 播 ， 

APPL HEIL. PRL TLS WAT A TK RE. IAI AE TIAL 
| _ ice apatite alte 

* RTM ACCC SRGE TAF OO SERIES» STE PAU AULA 
Te SADA TW EI RE, 1957 年 钢 产 量 比 1949 年 增长 88 倍 ; 钢材 产量 增长 58 
© aie: 技术 水 平 也 有 了 很 大 提高 , 已 能 炼 制 数 十 种 合金 钢 和 优质 钢 , ALBA NR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逢 划 期 间 上 海 成 为 我 国 小 型 钢材 的 供应 基地 。 但 在 这 一 时 期 上 海 的 钢铁 工 
亚 志 铜 能力 大 于 炼 钢 能 力 ,没有 炼 铁 屋 备 , 炼 钢 用 生铁 全 部 需 从 安徽 马 壕 山 和 东北 较 上 同等 
地 运 来 ; 轧 制 出 来 的 小 型 钢材 以 建筑 钢材 为 主 ,工业 用 的 钢材 仍 依靠 外 地 供应 或 由 国外 进 

dr 5 2 P 7) \ - 
和 和 网 

。 自 进 太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以 来 , 上 海 钢铁 从 司 开始 向 大 型 钢铁 联合 企业 发 展 。1959 年 
PERS PERM, SRE, 炼 铁 所 需 的 焦炭 可 利用 上 海 新 建 煤 气 
厂 的 副产品 , 然 矿石 将 由 南京 附近 的 凤 伯 山 \ 徐 州 附近 的 利 国 灵 以 及 妆 徽 福建、 江西 等 省 
供 输 。 虽然 矿石 需 从 远 地 运 来 ,但 建立 高 炉 以 后 可 直接 把 铁水 运 进 炼 钢 护 ,可 节省 在 化 詹 

时 的 焦 效 \ 生 詹 和 劳动 力 的 消耗 ,因此 ,每 吨 钢 的 成 本 比 从 较 耳 、 马 较 山 运 生铁 求 上 海 炼 铀 
要 低 1/3。 在 炼 钢 、 南 钢 方 面 也 在 进行 一 系列 的 改建 和 新 建 3 1958 年 上 海 的 钢 产 量 已 达 
120 万 吨 ， 比 1957 年 增长:1.4 倍 ， 钢 材 增长 了 45 多 ,改变 了 过 去 轴 宙 能 力 大 于 炼 钢 的 状 
死 。 今 后 在 炼 钢 方面 将 主要 发 展 优质 合金 钢 , CHM ARAMA EE AR EMD 
钢 片 、 镀 锌 与 镀 锡 钢板 .有 颖 与 无 能 钢管 。 上 海 发 展 大 型 、 精 密 机 械 所 需 的 特殊 钢 和 钢材 
将 大 部 分 由 上 钢 供 应 。 

在 本 区 西南 部 丘陵 地 区 的 南京 、 江宁、 镀 江 :和 句 容 、 金 芯 : 淋 水 等 地 有 不 少 可 供 开采 的 
SEH" ON EME BE BS a, 一 般 储 量 都 较 小 , 但 其 中 较 大 的 也 有 数 千 ， 
Fim, tA MS ARE RITA, RARE HRA RRA ， 
双 部 运往 省 外 炼 钛 ， 江 苏 省 内 没有 一 个 钢铁 厂 。 1957 SETI T BO, 
夫 跃 进 以 后 各 地 建立 起 大 量 的 小 高 护 和 小 转炉 ,至 1958 年 底 ,江苏 省 已 建成 的 小 高 炉 , 生 
产能 力 很 高 ， 小 转炉 的 生产 能 力 亦 达 数 十 万 吨 。 过 去 长 眠 在 地 下 的 铁 矿 已 开始 广泛 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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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其 中 南京 凤凰 山 铁 矿 规模 较 大 ，, 将 建 发 成 为 机 械 化 的 矿山 ， Bere Ee Sew 
要 依靠 发 动 剧 众 主 法 开采 。 南 京 周围 铁 矿 石 益 产 较 多 , 现 正 在 兴建 中 型 钢铁 联合 企业 , 领 
江 、 苏 州 . 常 州 无 锡 、 徐州 等 市 也 都 在 建立 小 型 钢铁 厂 。 淮 阴 附 近 指 泗 渤 . 旦 上 腊 等 地 也 已 
oo tie ate ald Ak atin se lint imei 
地 方 资源 ,增产 钢铁 ,推动 地 方 工业 的 发 展 有 重要 意义 。 
化 学 工业 “解放 前 本 区 只 x 有 一 些 依靠 进口 原料 进行 简单 训 工 的 小 型 化 工厂 ， 奉 工 原 

料 生 产 极 其 落后 ,经 过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的 发 展 , 本 区 化 学 工业 已 从 加 工 复制 过 滤 汉 原料 天 
部 自 欠 。 上 海 和 南京 是 公国 重要 的 化 学 工业 中 心 。 化 学 产品 种 类 繁多 ,供销 圣 国 。 

在 本 区 旧 有 的 化 学 工业 中 以 桨 料 与 医 菊 的 产值 为 最 大 , 解放 后 的 发 展 也 胶 快 。 过 去 
桨 料 工业 只 能 生产 少数 几 种 简单 的 产品 (以 硫化 桨 料 为 主 )， 纺 积 工 业 所 需 的 染料 天 部 分 
依靠 进口 ,现在 已 能 制造 高 级 桨 料 、 染 料 中 间 体 、 助 染 剂 等 复杂 产品 。 过 去 医 薪 工业 多 是 
为 进口 的 原料 攻 进 行 简单 的 加 工 和 包装 ,现在 大 部 分 原料 医 已 能 自己 生产 ,其 中 包括 和 象 链 
EK. SRK FERS BK. SPY AS OTH Re 9 
DIE) BAG PR EHED , WR BABS. 

三 酸 二 碱 等 基本 化 学 产品 近年 来 有 了 很 大 增长 ， 特别 是 天 跃进 以 来 ,各 方面 对 它们 的 
BERR, 大 力 发 展 酸 破 生产 已 成 为 迫切 任务 。 苏 北 沿 海盐 产 丰 富 , KERB 
碱 的 有 利 条 件 。 本 区 烧碱 生产 过 去 多 以 外 地 糖 大 的 纯碱 为 原料 ， 采用 简单 的 苛 化 法 制造 ， 
现在 划 多 采用 电解 法 , 直接 采用 本 区 所 产 原盐 制 成 烧碱、 盐酸 等 产品 。 上 海 、 常 州 \ 无 锡 、 
IN SOL SRA, 生产 规模 不 断 扩 大 。 目 前 本 区 所 需 和 纯碱 主要 求 自 天 津 ， 今 后 可 ， 
由 区 内 自行 解决 。 正在 兴建 中 的 盐城 纯碱 厂 和 新 海 连 联合 制 碱 厂 均 靠近 盐 产 地 ,将 天 量 
生产 纯碱 硫酸 生产 主要 集中 在 南京 , 占 公 国产 量 1/3 以 上 ,近年 来 上 海 、 苏州 的 硫酸 生产 
也 有 很 大 发 展 。 本 区 所 产 破 酸 除 满足 区 内 需要 外 还 笛 往 外 地 。 

本 区 化 肥 生 产 在 国内 占有 重要 地 位 。 南 京 永 利 宁 厂 以 安徽 向 山 的 黄 铁 矿 和 淮南 的 煤 
RAB, 生产 硫酸 与 硫酸 急 。 硫 酸 按 是 我 国 农业 增产 所 她 切 需要 的 氨 素 化 肥 。 the 
BURMA Ai ME ,1957 年 硫酸 钙 的 产量 为 1949 年 的 OEE, ERS RARE 
之 一 。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永 利 宁 厂 除 狼 线 扩大 硫酸 与 硫酸 急 的 生产 外 ,将 新 建 炼焦 、 
合成 氮 \ 尿 素 、 卡 普 降 、 确 酸 等 厂 ; 成 为 综合 性 的 化 学 联合 企业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未 兴建 
的 南京 磷肥 厂 , 现 已 投入 生产 ,可 年 产 过 磷酸 钙 40 万 吨 , 为 我 国 第 一 个 规模 较 天 的 新 型 研 
ARI , EEO RER ch ACFE EBL, BARAK BPE A ED RR SE 
磷 品 位 高 ,是 我 国 东部 最 大 的 磷 矿 ; 开采 已 有 30 SEM AERA PE, 
解放 后 已 改建 成 为 现代 化 的 磷 矿 ， 产量 提高 了 十 多 倍 ,所 产 磷 灰 石 除 供 南京 、 山 西 磷肥 厂 
作 原 料 外 , 还 有 部 分 直接 用 作 肥 料 。 以 盐 的 利用 为 基础 的 正在 兴建 中 的 新 海 连 联合 制 碱 
厂 除 生产 纯碱 外 ,还 将 生产 氧化 氮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为 了 支援 农业 生产 的 大 跃进 ， 
ee AN PREG TELE, 上 海 也 将 建 收 较 大 的 氮肥 厂 。 小 型 的 化 肥 
厂 旭 将 在 各 地 陆续 兴 
er 磷 灰 石 等 重要 化 学 资源 的 综合 利用 外 , 还 将 逐步 建立 以 煤 ; 石 

狂 废 气 与 天 然 气 为 中 心 的 综合 性 的 化 学 工业 体系 。 
上 海 工 业 基 地 每 年 原煤 消耗 量 高 达 500 多 万 吨 , 过 去 均 直 接 用 于 燃烧 , 现 已 开始 兴建 

年 产 90 万 吨 焦 炭 和 100 万 立方 米 煤气 的 煤 焦 制 气 厂 , 井 围绕 这 一 中 心 兴 建 电 石 车 间 、 氮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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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每 年 有 大 量 石油 废气 ， SALA, ALOE ENE 
及 有 机 合成 原 和 的 化 学 联合 工厂 。 为 了 适应 石 届 和 天 然 气 生产 的 需要 ， 本 区 在 兴建 大 型 

cay, 
is 

re 炼油 厂 和 和 综合 利用 炼油 副产品 的 化 学 联合 工厂 。 
化 学 资源 的 综合 利用 和 塑料 、 合 成 杆 维 、 合 成 橡胶 等 有 机 合成 工业 的 发 展 , 可 以 部 分 

解决 本 区 目前 金属 、 木材 、 棉 花 等 原材料 供应 不 足 的 困难 。 
水 泥 和 陶瓷 ， 南京 和 上 海 是 主要 的 水 泥 产 地 。 其 中 以 南 蕊 的 生产 能 力 怠 天， BRE 

WIS. JEMOKIE PPAR DC RUSK ARUN. 以 上 一 地 主要 生产 高 标号 水 泥 。 
”为 了 适应 1957 年 冬季 以 来 工农 业 大 跃进 的 需要 , 在 无 锡 、 徐 州 、 新 海 连 、 宜 兴 等 地 有 兴建 了 

一 批 中 小 型 水 泥 厂 , HERS MOSHER MBER, 新 建 的 小 型 水 泥 厂 和 水 泥 车 间 
极 天 多 数 是 就 地 取材 就 地 销售 ， 主 要 生产 适用 于 兴修 农田 水 利 工程 和 建筑 房屋 的 低 标号 
水 泥 。 
ARMATURE, 宜兴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陶器 产地 ,过 去 主要 生产 日 用 陶器 ,大 跃进 
黄 后 才 开 始 大 量 制造 硫酸 塔 , 燕 留 塔 等 陶瓷 化 工 屋 备 ,造纸 机 、 吉 风 机 等 陶 资 机械 和 陶 管 、 
陶 南 等 建筑 器 材 1958 年 陶 次 工业 的 产值 相当 于 1957 年 的 ,10 RE, ARO HAR TBE 
未 建设 , 而 且 还 节 香 了 大 量 的 钢 然 ,水 泥 等 原材料 。 发 展 陶 次 生产 需要 大 量 的 燃料 ,目前 

DRAW, PSEC EA ETL AGES ROTATE, 
Ei 煤炭 与 电力 ， 本 区 煤炭 消费 量 很 天 , 契 大 部 分 依靠 处 地 供应 。 徐州 东北 的 磋 汪 煤矿 
“是 区 内 重要 煤炭 产地 ; 开 条 已 有 40 多 年 历史 ， 但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证 划 期间 年 产量 还 只 有 

”100 4700, TAAL AOE, LEAR, 很 快 就 要 采 完 。 轻 过 解放 

后 用 年 来 的 探勘 ,在 徐州 \ 买 汪 之 间 的 青山 泉 \ 大 黄山 、 潘 家 攻 等 地 发 现 丰富 煤 藏 。 在 徐州 

市 西北 九里 山地 区 煤田 分 布 尤 广 ， 储量 亦 丰 。 在 徐州 市 西南 部 煤矿 储藏 也 相当 丰富 , 与 安 

« 微 淮 北平 原 的 煤田 相连 。 此 外 在 离 徐 州 不 远 的 丰县 \ HAART RAM, 

刑 及 其 周围 地 区 的 煤炭 多 是 工业 用 烟煤 ; 不 但 储量 丰富 ;而 且 煤 层 稳定 , 煤田 分 布 都 靠近 
津浦 与 阶 海 铁路 , 交通 运输 方便 ,开采 价值 很 大 。 近 年 来 首先 开始 在 潘 家 项 .大 黄山 一 带 
建 发 新 并 ,这 一 带 煤层 高 地 面 很 近 , 建 并 容易 , 已 有 部 分 投 大 生产 。 1958 年 整个 徐州 矿区 
的 煤炭 产量 已 超过 300 万 吨 。 今后 除了 悉 续 在 上 述 地 区 建 并 外 , 还 将 向 九里 oii 
KAR, FE — TSE TAN RIN JB) FB HK PE REHM 

江南 的 丘陵 地 区 也 有 煤田 分 布 , RAAT, BAM SA -PEB, 同一 煤 
田 煤 盾 变化 很 大 ,大 部 分 是 无 烟煤 ,过 去 认为 没有 开采 价值 。 大 跃进 以 后 , 为 了 充分 利用 
HAR, 发 展 地 方 工业 , 开始 在 南京 .江宁 、 锁 江 、 宜 兴 , 句 容 、 淋 阳 \ 高 淳 . 苏 州 等 地 发 展 
水 煤 蹇 , 帮 在 大 力 进行 地 质 勤 探 的 基础 上 水 步 建立 现代 化 的 矿井 ;这 对 于 就 地 供应 当地 燃 

| 和 料 , 沽 少 北 煤 南 运 , 改 善 煤炭 工业 的 配置 具有 重大 意义 。 
本 区 电力 工业 是 煤炭 的 百 大 消费 者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全 区 电力 设备 容量 95 纺 

DAS PEL BH, bE SARA 70 久 左右, 它 是 全 国 最 天 的 火力 发 电 

于 心 之 一 。 但 随 着 工农 业 的 近 速 发 展 江南 地 区 的 电力 供应 仍 相当 紧张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示 南京 下 关 火 力 发 电厂 已 进行 了 过 大 规模 的 扩建 ,并 在 苏州 .无锡 之 间 的 望 亭 新 建 了 大 

“型 火力 发 电站 。 大 跃进 后 上 海 的 原 有 电厂 也 多 已 扩建 , 同时 还 新 建 了 阅 行 电厂 。 上 11 万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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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高 压 线 已 把 上 海 、 望 亭 、 南 京 三 个 火电 中 心 连接 起 来 ;更 强大 的 22 DRE RB 

始 兴建 。 现 在 江南 地 区 的 电力 供应 已 开始 管 一 调度 ; 划 向 娄 徽 马 坑 山 .车 湖 等 地 坟 电 。 浙 
江 新 安江 上 的 大 型 水 电站 建成 以 后 也 将 以 超 高 压 线 与 本 区 境内 的 江南 电力 漆 煽 接 通 。 

苏 北 地 区 虑 力 工业 的 旧 有 基础 故 为 薄弱 ;有 些 城市 过 去 只 有 一 些 供 照明 用 的 处 电厂 。 
,近年 来 随 着 苏 北 工业 的 远 速 发 展 , 新 海 连 、 淮 阴 \ 南 通 、 扬 州 、 盐 城 等 地 的 发 电厂 都 进行 了 
扩建 或 新 建 3 徐州 北面 的 韩 庄 ( 苏 鲁 边境 ) 已 扩建 成 为 较 大 的 火电 中 心 》 FERRI BIE, 
HES MARMARA. 

Ba #5 Fe AE F= AC BRE FOL MY AO SB EAE, 本 区 广大 的 家 村 将 还 步 走向 电气 化 ， a 
TLR SLE AO BDA AT HEN IAL Dy ERAS, SMe AO BSE 
和 售 利 用 当地 的 各 种 动力 资源 (如 水 力 ̀ . 风力、 党 气 等 ) 发 展 小 型 电站 。 . 

煽 雁 工业 ， 巧 役 工 业 是 本 区 旧 有 基础 最 好 的 工业 部 门 ， 安民 历史 较 久 ,其 产 值 在 他 区 
”工业 部 门 构成 中 居于 首位 ;而 且 棉 毛 麻 炎 等 息 纳 部 门 俱全 A 

MPC OVEAR GROUSE, 棉纱 与 棉布 的 产量 均 占 全 国产 量 的 40 多 以 上 
(1957 4). JS MTR Beh ELROD, LEAR BAM 
基地 ,拥有 240 多 万 钞 久 ,无 锡 、 南 通 和 常州 也 是 本 区 较 重 要 的 纺 徐 工业 中 心 , 各 拥有 钞 锭 
10 一 30 万 ;中 外 在 苏州 ,常熟 南京 ,丹阳 \ 江 阴 \ 太 仓 \、 海 门 \ 崇 明 南汇、 嘉定 , 川 沙 等 地 均 ， 
AR Dt. CHALE E AE PME 1958 HUMIRA Re. 
FROM ARE CREME AMI, KP RL Me 89 HF 

it DMARD ARG, BLAS MOE E. Lee SEUILOTEE 
KF RAED EE ARS DEAT PF, (LDS BELL A 1,000 & EERE 

_ 业 加 工 。 无 锡 是 息 大 于 粹 ， MIP, EP EA 1/4 ED AT 
布 ,年 产 布 量 和 多 有 ,2/5 PAE LICE, 南通 每 年 也 约 有 3/5 RS 
等 地 则 是 织 大 于 纺 。 其 中 常州 的 纵 布 能 力 很 大 ,在 本 区 仅 次 于 上 海 ， 和 
年 以 上 从 二 海 . 无 锡 等 地 凋 和 不 ; 凿 成 的 布匹 也 有 部 分 迭 上 海 印染 。 

了 “解放 前 本 区 棉 护 碘 工业 所 需 的 原 棉 主 要 依 顿 进口 , SLL ea BP EE 上 海 每 年 
95 ABW 900 多 万 担 , 除 由 区 内 供应 一 部 分 外 ,人 河 有 213 Zens AAA Te Rae, 
浙江 、 陕 西 等 省 远道 运 来 ;所 产 棉 布 多 有 315 输出 区 外 , 供应 全 国 。 无 锡 、 南 通 : 常州 等 地 
所 需 原粮 主要 由 苏 北 地 区 供应 ,所 产 棉 布 也 以 销售 省 内 为 主 。 为 了 改变 历 喝 上 所 形成 的 “ 
我 国 纺 纵 工 业 分 布 腹 离 原 料 地 和 消费 地 的 状况 ，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在 内 地 兴建 了 许多 
PRAHMRAN IL, 本 区 基本 上 没有 进行 新 建 。1958 年 以 来 ,农业 生产 的 大 跃进 ,六 花 产量 的 过 
速 增长 和 人 民 消 费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 , 为 本 区 棉 德 威 工业 的 进一步 发 展开 辟 了 前 途 。 BE 
开始 在 苏 北 的 产 棉 区 兴建 一 柔 烈 的 棉 转 众 厂 。 盐 城 \ 徐 州 \ 淮 阴 等 地 各 将 拥有 5 ELE 
的 纺 积 厂 。 丰 县 .法 县 \ 邳 县 5 肉 宁 .淮安 、 溃 水 、 泗 阳 、 滨 海 . 射 阳 , 大 丰 、 东 台 , 少 州 \ 启 东 等 
地 将 建立 1 一 3 TSE. 其 中 有 些 已 陆 缠 投入 生产 。 LRM 
业已 相当 集中 ,生产 能 力 不 宜 再 大 量 扩大 ，, NHRTRS RANA, HTAARASR 
厂房 适当 扩充 发 备 , 番 整 息 积 印 桨 的 能 力 使 之 趋向 平衡 ″ EP AAR TL A BRR, | 
随 着 国内 普通 纺 碎 品 产量 的 迅速 增长 ,上 海 将 以 生产 高 档 酌 、 新 产品 ,特种 用 品 \ 出 口 品 为 
主要 方向 , 为 此 还 需要 更 新 一 部 分 机 器 司 备 , 某 些 司 备 陈旧 \ 技 术 条 件 较 差 的 小 厂 旭 将 陆 

线 迁 往 附 近 农 村 和 内 地 的 棉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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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G SHAR BE He, Fae PRS BR EP, 
REDUCER > RAE Tike FS RATAN A, EO, 99 PG PS HH, 
ABP, SRT AR RSA otEY RP BES), 增加 ， 
出 电量 ,为 国家 等 取 外 汇 。 

 FRRMETESE ARE. RAAT EMSS 1/3, LATO 
eA 2/5, BSL. MME MENTE 90 % PL bakeries EBs. 

: PANES ER ETHIE, BAHL AT GLI, 上 海 总 产量 的 3/4 左右 ， 其 
大 产 于 苏州 和 上 海 。 秋 炽 工业 则 主要 集中 在 上 海 和 苏州 , 上海 糙 炽 品 产量 占 全 区 总 产量 
的 2/3， 而且 全 部 是 厂 和 网 ， 苏 州 条 粹 品 产量 占 全 区 .1/4 Phy PAE PEE LIM. TEP 
ER RUSS BET 
PAHO SECRET, 大 部 分 是 个 机 械 化 生产 ;但 由 于 生产 历史 悠久 , TAR 

累 了 丰富 的 技术 经 验 ， 穆 网 质量 其 高 ;在 国际 上 享有 盛誉 。 历 产 煌 网 狗 有 3/4 以 上 出 口 国 ， 
处 ; 和 会 不 应 求 。 解放 后 用 年 来 条 网 产量 逐年 增长 ,生产 屋 备 也 水 年 改善 ， EES Bi 
立 式 重 车 。 目 前 秋风 生产 中 的 主要 问题 是 原料 供应 不 足 ; 何 需 进口 一 部 分 人 造 入 。 
忆捷 息 梭 工业 几乎 全 部 集中 在 上 海 , URES 3/5 以 上 。 上 海 的 毛纺 

是 在 过 去 进口 羊毛 的 基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 远离 国内 羊毛 产地 。 解放 后 开始 采用 西 
ARE -SAFDER, 但 国内 羊毛 的 质量 还 不 够 高 ,因此 还 必须 进口 一 部 分 澳洲 毛 条 供 精 纺 的 - 

- 需要。 
，. 随 着 国 肉 人 民生 活水 平 的 提高 和 出 口 需要 量 的 增长 ， 所 入 品 的 产量 在 还 年 提高 ;但 由 

手 受 原料 的 限制 , 心 备 湾 力 肖 未 充分 发 挥 ;近年 求 售 迁 移 一 部 分 生产 起 呢 的 多 剑 融 备至 西 
Ae PURSES FH, 上 海 则 以 生产 高 级 毛 粮 品 为 主要 安 展 方向 。 

1 本 区 的 麻 纺 积 业 以 生产 麻袋 为 主 ;主要 分 布 在 上 海 、 无 鲍 二 地 ， 所 需 原料 除 由 南通 地 
区 供应 一 部 分 外 ,大 部 分 来 自 浙 江 省 。 
， ， ,为 了 充分 利用 各 种 纺 粮 资源 ， 给 加 产品 品种 , 上海 的 二 入 工 业 还 发 展 了 多 种 轩 给 的 混 
PR. Plu A FAVA SY FEF) BASRA, 积 成 华 达 呢 、 凡 立 丁 等 高 级 息 积 品 ， 

AUR UL BERRA wie SHOU, M-R GERD FGSET Biro, A AEE ASEAN TD BLATT 
， 齐 品 受到 广大 消费 者 的 欢迎 。 

为 了 彻底 解决 息 禾 原料 的 供应 问题 ; RT ERE RAE BR, 麻 类 的 生产 以 
处 ;还 将 在 上 海 兴 建 一 批 化 学 半 维 厂 ， 生产 各 种 合成 寻 蕉 和 粘 胶 轩 和 维 , 不 仅 可 以 使 本 区 蒜 
PIONEER, BAT Lee ie tt A Ri BRE. 

| Kh SCKLMALAHROUMCRE, LAAT HMO, 主要 包括 面粉 、 
BRK EU BADE AT UL, AFH RY A BES PERLE Je RAE RCW 
的 比重 和 分 布 已 还 步 趋向 合理 。 

第 一 次 世界 天 战 期 间 某 些 责 本 主义 国家 发 生 沽 荒 ,我 国 面粉 册 口 获 利 甚大 ,刺激 了 上 
海 \ 无 鲍 等 地 的 面粉 工业 家 目 发 展 。 在 以 后 的 数 十 年 中 ,主要 为 进口 洋 麦 进行 加 工 。 本 区 
不 是 国内 主要 的 小 考 产 区 和 面粉 消费 地 , 但 解放 初 (1950 年 ) 本 区 面粉 生产 能 力 却 占 全 国 
40% (EEK SE 25 儿 )。 同 时 区 内 的 分 布 也 很 不 合理 ,90 儿 以 上 集中 在 江南 地 区 ,小 麦 产 

1) 1950 4EAKFP RASH 70%, RFPRASH LAA, HERAT AMS LH RE ARE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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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AK—-EMPEMEMILFP RAR LL, 这 种 不 合理 的 分 布 , OARS OIE 
产 带 来 了 很 大 的 困难 5 江南 地 区 年 产能 力 过 天 , 讽 备 利用 达 较 低 。 为 了 维持 符 产 , 需 从 苏 
Ak, He. WAR, Tel RA a Ze; 加 工 后 再 大 量 北 运 , ERR LAIR, RE 

1955 年 底 的 改组 , 江南 地 区 的 面粉 生产 能 力 缩 小 , 仅 上 海 一 地 就 适 减 了 34% KH 

KREME MMAR K SET FSH FERS ARDS BT ey. 
研 米 业 的 生产 能 力也 很 大 ,每 年 可 加 工 称 谷 200 多 亿 斤 ,超过 1957 年 的 稻谷 性 产量 。 

员 然 本 区 限 米 厂 基本 上 分 布 在 稻谷 产 区 ,但 过 去 集中 在 城市 过 多 :农村 中 的 稻谷 加工 却 多 
后 是 手工 。 农 民 自 用 稻谷 如 果 运 往 城 市 加 工 , 在 经 济 上 很 不 合算 j 因此 造成 城市 很 米 亚 
发 备 的 过 剩 。 全 区 研 米 业 的 改 备 利用 率 除 上 海 较 高 外 D, HASH 20-30%. AER 
米 工 业 小 型 厂 (1 一 3 个 米 机 ) 占 90 多 ,这 些小 型 厂 最 适合 于 农村 的 需要 ; PADIS 
陆续 把 小 型 妃 米 厂 从 城市 迁 往 几 村 ,直接 为 农村 加 工种 谷 ， alanis carebideiinecisicn "4 
FED TH ELA AE BAT SY FE SP HOR 
HAT LABS Sie, Wyk, WBA ZEEE, FR, 

PRT TRAE LH GRAAL LIE, 无锡、 常州 等 地 的 生产 能 力 雪 全 区 
40 狗 ;以 梭 豆 油 为 主 , 所 需 原料 需 从 东北 \、 河 南 .安徽 等 地 远道 运 来 。 徐 淮 地 区 是 江苏 油料 

”的 主要 产 区 , 也 是 油饼 的 主要 消费 区 ; 但 它 的 生产 能 力 不 到 '10 多 。 下 海 的 梭 酒 三 在 解放 
”前 以 产 饼 为 主 , 产 油 为 副 , 产品 远 销 欧洲 各 国 ,外 销 比 重 达 80% Db. MATA 
WO Ce EAR. WT RE SOIR BENT Ee Oar TP 
PHP ALPE WEDS. ERE JESSE TH HOPE HL A ea FO, BEER 
B SAMEERA PTR aE RS, a ， 
低 ， 因此 国家 每 年 仍 遍 拨 相 当 数 量 的 油料 到 这 些 城市 加 工 ， 所 产 植 物 油 除 保证 城市 本 身 的 
供应 外 还 有 部 分 出 口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随 着 油料 产量 的 过 速 提高 和 食油 消费 量 的 ， 
ANAK, 本 区 榨 油 工业 还 可 进一步 发 展 。 除 了 在 徐州 .淮阴 \ SSR 
建立 规模 较 大 的 现代 化 的 油脂 厂 外 ;, 还 可 以 在 农村 发 展 小 型 棒 油 江 业 。 BUELL A 
民 公 入 建立 了 食品 联合 加 工厂 ,证 们 可 以 从 事 麻 面 \ 仍 米 \ 榨 油 等 多 种 但 品 加 工 : 

矢 烟 工业 主要 集中 在 上 海 (1958 年 产量 占 全 区 90% )o DESERT GRIN EDS SE 
等 地 也 有 一 些小 型 烟 厂 。 上 海 是 全 国 笼 烟 工业 的 中 心 , 生产 集中 ,规模 天 ， 拥有 全 国 知 烟 

机 的 1/3， 屋 备 齐 全 、 产品 质量 高 。 矢 烟 工业 所 需 的 烤 获 过 去 依靠 进口 , 解放 后 主要 由 出 
东 、 河南 、 安 徽 等 省 供应 。 产品 80 多 以 上 销售 到 公国 各 地 。 近年 来 国内 各 地 都 安 展 了 签 
烟 工业 ,但 对 上 海 管 烟 的 销路 影响 不 大 。 上 海 知 烟 价 廉 物 美 深 受 各 地 消费 老 的 欢迎 。 泳 
了 与 内 地 矢 烟 业 合理 分 工 ; 售后 上 海 各 昌 业 将 适当 纺 少 普通 矢 烟 的 生 六 但 i SA 
FAT" PEI 

鲜 头 糖果 、 饼 干 、 点 心 ,奶粉 等 业 也 很 发 达 ， BRT MES MV) BALE RA BHR 
外 , 大 部 分 都 以 手工 操作 ;但 盾 量 较 高 EHO OFFI A Hh, 上 海 南京 的 饼 
头 在 目前 则 以 出 口 为 主 is 

| 本 区 糖 的 消费 量 很 大 ， 过 去 公 部 需 由 外 区 供应 ; eeenenet es 
植 ,为 制 糖 工业 的 发 展 创 造 了 条 件 , 现 已 开始 在 淮阴 、\ 徐 州 \ 盐 城 等 地 兴建 第 二 批 制 糖 厂 。 

1) 上 海 解放 前 萝 进 口 洋 白 米 供应 ， 肆 米 业 不 很 发 达 ,解放 后 改 册 国内 供应 , KARR K, BIL RR 
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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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区 盐 业 生产 的 条 件 租 当 优 越 , 沿海 有 不 少 盐场 , ER A 1/7(1958 年 )， 
除 满 足 本 区 需要 外 , 还 大 量 外 调 , 主要 供应 江西 .湖北 \ 湖 南 、 贵州 . 鲁 南 . 豫 东 等 省 区 。 在 

。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本 区 扩 产 原盐 95 多 以 上 用 作 食盐 。 但 随 着 工农 业 生产 天 跃进 , 各 方 
| 面 对 原 盐 的 需要 量 激增 , 其 中 特别 是 工业 用 赴 ,1958 年 的 消费 量 相当 于 1957 年 的 10 倍 ， 

所 占 到 全 区 原盐 产量 的 1/5 左右 。 本 区 盐 业 生产 主要 集中 在 连云港 以 南 、 淮 河 故 道 以 北 

的 淮北 盐场 , 这 里 是 我 国 沿海 四 大 盐场 之 一 , 现 分 属于 新 海 连 市 和 灌 云 、 滨 海 二 县 。 淮 北 
巷 场 以 北 赣 检 境 内 的 青 口 盐场 , 生产 规模 也 较 大 ,相当 于 淮北 盐场 的 1/3。 淮 北 与 青 口 盐 

场 士 质 较 好 , THIN ASE, 解放 以 来 发 展 很 快 。 淮 河 故道 以 南 、 启 东 、 吕 ， 
四 针 以 北 的 淮南 盐场 和 长 江口 以 南 奉 质 、 金 山 境 内 的 喜 浦 盐场 原来 的 产量 很 小 ,生产 方式 
落后 ;前 者 多 采取 晒 灰 \ 淋 滴 \ 走 盐 , 后 者 多 采取 挖 泥 、 淋 泣 ̀ 板 晒 ,不 仅 成 本 高 昂 , 而 且 生 产 
规模 天 受 限 制 。 进 不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以 后 ,为 了 大 力 增产 原盐 ; 已 开始 在 淮南 沿海 积极 兴 
建 滩 硒 盐场 ,其 中 以 射 阳 县 的 射 阳 河口 和 大 丰县 的 王 港口 附近 规模 较 大 。 

其 他 轻工业 本 区 其 他 到 工 业 部 门 的 种 类 很 多 ,主要 有 造纸 .和 橡胶 、 制 革 \ 火 柴 \ 肥 印 、 
家 用 化 学 品 、 搞 姿 、 OKA SCA RESL URAL, 自行 车 等 行业 , 能生 产 各 种 日 用 工业 品 
供应 公国 各 地 ;上海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日 用 工业 品 供应 基地 。 

造 黎 工业 主要 集中 在 上 海 , 其 次 是 苏州 \ 锁 江 \ 无 锡 等 地 ，1958 年 以 来 在 苏 北 许多 地 
区 建立 了 水 型 造纸 厂 。 过 去 本 区 造纸 工业 一 向 依靠 进口 木 浆 蕉 持 生 产 s 解放 后 除 采 用 一 
部 分 东北 林 浆 外 ,还 采用 草 浆 、 草 浆 、 竹 浆 以 及 废 棉 、 破 布 等 多 种 原料 。 本 区 是 稻 、 考 、 棉 花 
的 重要 产 区 ， ARGS SHAR ERR RHA. KIB aes 
AAR ae PRE, BALE RE, 过 去 本 区 以 生产 商业 用 纸 为 主 ; 

新 闻 儿 的 产量 很 小 ， 倚 需 从 外 地 调 入 。 今 后 将 着 重 发 展 新 闻 纸 及 其 他 文化 用 黎 。 上 海 还 
将 发 展 一 部 分 高 级 精致 的 照相 纸 和 特种 工业 用 纸 。 
上 海 的 橡胶 工业 过 去 几乎 完 公 生产 日 用 轻工业 品 ， 解 放 以 来 翰 胎 、 胶带 等 生产 春 

”和 料 的 生产 已 有 较 大 发 展 。 但 目前 上 海 的 胶鞋 生 产 仍 占 僵 国 很 大 比重 ， 产品 蝎 销 国内 各 
地。 橡胶 生产 的 主要 原料 生 胶 现 多 从 国外 进口 。 将 来 发 展 人 造 橡 胶 可 节省 大 量 外 汇 。 制 

Be, 草 工 业 由 于 内 地 制 革 业 的 发 展 ， 对 - EA a 今后 将 向 人 造 皮革 方向 发 

展 。 
火 半 . 肥 龟 , 热 水 疾 等 四 用 品 过 去 也 广 铀 全国 各 地 ， 但 这 些 产品 的 生产 技术 操作 志 简 

章 ,各 地 均 有 条 件 建 厂 , PE LIE RRA, ROR ENA REARS 
去 压 适 ,有 的 已 改变 生产 方向 ,例如 上 海 的 肥 皇 业已 有 部 分 转向 生产 洗 潍 碱 ， 可 以 节省 大 

| SG. SOBER ee SAH 90% BA, 现 随 着 内 地 搞 姿 厂 的 兴建 ， 相 对 
比重 也 在 逐渐 下 降 , 但 由 于 - Liste ER TEER Shri ESET, RET 
CH RBUE EK. 

近年 来 自行 车 、 终 级 机 、 收 香 机 、 金 笔 广 具 、 家 用 化 学 品 等 商品 产量 有 了 很 大 增长 ， 质 
量 亚 有 了 显著 的 改善 ,其 中 有 好 些 产 品 开始 出 口 国外 ,博得 国际 市 场 上 的 访 誉 。 

今后 上 海 的 轻工业 还 将 烙 合 精密 机 械 和 化 学 工业 的 发 展 ， 大 量 生产 手 钙 、 照 相机 、 软 
片 、 电 动机 动 玩具 各 种 塑料 加 工 品 等 高 级 产品 ,同时 不 断 地 提高 质量 和 增加 新 产品 ,等 取 
在 不 太 长 的 时 间 办 全 面 地 赶 上 和 超过 国际 先进 水 平 。 



2. 农 业 

本 区 平原 广大 ; 土 六 肥沃 ,经 过 劳动 人 民 的 长 期 开明 经 营 ， 士 地 利用 程度 很 高 。 全 区 
现 有 耕地 9,300 万 亩 ,平均 晨 殖 指数 为 58 儿 , 在 国内 仅 低 于 山东 省 。 耕 地 最 密集 的 地 区 是 
江南 平原 、 通 扬 运 河沿 岸 及 徐 淮 平原 的 中 部 和 西部 , 一般 都 占 土地 面积 70 色 以 上 Bie 
指数 碗 低 的 地 区 是 苏 北 沿海 \ 湖 藩 洼地 和 丘陵 地 区 ,一般 都 在 50 儿 以下, 个别 地 区 还 不 到 
10 狗 。 在 苏 北 沿海 地 带 由 于 昱 殖 较 晚 , 举 有 大 片 荒地 ,解放 后 在 这 里 建立 了 若干 个 国营 农 
场 ,垦荒 植 棉 。 此 外 在 湖 落 洼地 以 及 长 江 两 岸 与 江 心 新 沉积 的 地 方 也 有 小 片 荒地 分 布 , 全 
KA BS whe} OA 300 万 亩 左右 ， 但 这 些 稍 未 利用 的 士 地 资源 与 已 开明 的 十 地 相 较 完 
属 有 限 , 旦 荒 对 本 区 农业 堆 产 已 不 能 起 重大 影响 ; 随 着 水 利 、 工 业 \ 交 适 等 基本 建 改 的 大 规 

模 开 展 ， 现 有 耕地 面积 还 可 能 逐渐 减少 。 因 此 大 力 提高 现 有 赫 地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用 是 发 

展 本 区 农业 生产 的 主要 涂 径 。 轻 过 几 年 来 的 生产 实践 ,特别 是 1958 年 的 大 跃进 已 证明 本 

区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湾 力 很 大 , 少 村 人 民 公 社 化 的 实现 ,为 发 掘 农业 增产 潘 力 提 供 了 无 

限 的 可 能 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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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区 农业 人 口 众多 ,平均 每 人 耕地 面积 狗 2.6 TE, 虽然 各 地 情况 不 同 ， 农 业 人 口 最 密 
”和 集 的 沿江 地 区 平均 每 人 耕地 只 有 一 亩 多 ， 而 在 苏 北 徐 淮 平原 与 沿海 地 区 每 人 平均 耕地 在 
三 \ 四 亩 以 上 ， 但 总 的 衣 来 ,本 区 是 地 少 人 多 。 大 跃进 以 来 本 区 农村 劳动 力也 同样 感到 紧 
张 , 不 过 与 其 他 省 区 相 较 ， 本 区 农村 的 劳动 力 条 件 仍 南 优 越 ,这 对 于 进行 精 耕 烤 作 、 改 造 自 
然 , 成 胜 儿 害 、 提 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十 分 有 利 。 

本 区 位 于 江 ̀ 淮 ̀ 沂 ̀  沐 等 河 的 下 游 ,水 源 极其 丰富 ,具备 发 展 农田 水 利 的 优越 条 件 。 但 
在 反动 翘 治 时 期 雪 于 水 利 失修 ,不 但 水 利 资源 未 能 充分 利用 ， 而 且 还 经 常 发 生 水 洲 伙 害 ; 
克 以 苏 北 地 区 最 为 严重 。 苏 北 地 区 过 去 西 受 淮河 洪水 的 威胁 , BWA AR, 
个 里 下 河 地 区 就 成 一 片 汪洋 2。 北 有 沂 、\ 沐 河 为 咱 , 上 游 山 洪 暴 涨 时 ,来 势 兄 猛 ， 下 游 河道 
泪水 能 力 很 小 ,可 使 徐 淮 平原 大 片 土地 成 为 泽国 ?。 东 部 沿海 海 提 单薄， 有 时 挡 不 佳 较 大 
海潮 的 冲击 而 溃 决 成 炎 ?。 而 且 由 于 苏 北 地 势 低洼 , 丰 海 河道 均 无 半 门 控制 ， 洪 水 期 间 受 
WATE 河流 宣 澳 不 由 , 雨 季 地 面积 水 不 易 排出 。 桥 水 期 间 徐 淮 平原 又 受 旱 痰 威胁， 党 
海地 区 则 由 于 内 河水 位 低落 经 常 发 生 海 潮 便 灌 ; 严 重 影 响 农 田 灌 源 ?。 因 此 苏 北 地 区 在 解 
Bea ILE. Wie Re RAE, 炎 嘎 不 似 苏 北 严重 ,但 海塘 、 江 堤 也 常 决口 ， 
太湖 奈 侧 的 低地 和 秦淮 河 两 岸 常 发 生 大 面积 的 内 洲 ， 沿 江 和 丘陵 地 区 还 不 能 免除 早 类 的 
威胁 。 

解放 以 来 本 区 进行 了 大 规模 的 水 利 建设 。 1949 年 首先 进行 了 导 沂 整 汰 工程 , FET ， 
一 条 长 186 ABMS WAR RS ABIES TR A HST OF RT EEA 
第 。 毛 主席 提出 一 定 要 把 淮河 修好 “的 伟大 号 召 以 后 ,本 区 于 1951—1952 年 开辟 了 一 条 

西 起 洪 泽 湖 图 高 良 泣 进 水 关 , 东 渤 黄 海边 电 担 港 ,长 达 168 公里 的 苏 北 灌 浙 总 渠 ， 不 但 可 
DR WR ARS, 而 且 可 以 自流 灌 新 农田 570 A. 1952—1953 HERMES Si 

的 出 日 处 建立 起 长 达 700 米 的 三 河 关 ， 担 负 起 拦 洪 蔷 水 双重 任务 。 同 时 加 固 了 洪 泽 湖 天 
提 与 运河 大 坦 , 确保 里 下 河 地 区 不 再 章 受 洪水 的 类 趾 。1956 一 1957 年 双 建 成 了 里 下 河 地 

PWR OPER. CHILE AW TE, RT PVE Pt 
港 建 六 工 程 ， 并 且 大 量 发 展 了 机 械 排灌 。 在 兴修 大 型 水 利 的 同时 还 动员 了 广大 的 农民 兴 
修 小 型 农田 水 利 , 如 在 丘陵 地 区 修建 塘 圳 ,小 水 库 ; 在 低洼 地 区 开 扫 沟 渠 、 修 筑 坦 圩 ， 在 缺 
乏 水 源 地 区 打 井 抗旱 。 至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末 , 江 苏 省 共 完 成 了 18 亿 士 方 ， 超 过 解放 前 国 
RPI 20 年 间 所 做 王 方 的 :11 倍 。 

1958 年 大 跃进 以 来 江苏 水 利 建司 的 规模 更 为 宏伟 。 在 徐 淮 地 区 的 宿迁 兴建 了 司马 
湖 天 控制 六 拦 洪 蔷 水, 不仅 彻 底 解除 了 沂 、 沭 河 的 汪 害 ,而 且 可 以 发 展 灌 新 ;, 接 放大 运河 的 
水 量 。 但 整个 徐 淮 地 区 灌 新 水 源 傈 感 不 足 。 苏 北 灌 淘 总 渠 由 于 废 黄河 的 阻隔 ， 只 能 灌 浙 
里 下 河 地 区 ,不 能 灌 浙 徐 淮 平原 ， 而 淮河 下 游 依靠 大 江水 道 、 灌 新 总 渠 和 废 黄河 还 不 能 全 
部 解决 排 洪 问题 。 为 了 解决 上 述 矛 后 ,已 开始 了 分 淮 大 沂 、 淮 水 北 调 的 百 大 工程 ， 从 洪 泽 
湖 引水 经 二 河 到 淮阴 ;再 从 淮阴 开辟 淮 淋 新 河 轻 沭阳 到 新 海 连 义 海 ,可 灌 浙 徐 淮 平 原 东南 

1) 1931 年 运河 大 埋 决 口 26 处 ,里 下 河 地 区 1,000 AAA SBM. 
2) 沂 、 淋 河 在 各 南 苏 北 境内 的 受害 面积 共 达 1,200 万 亩 以 上 。 
3) 1931 一 1939 se yee ikit 3 x. 
4) 农田 受 海 潮 倒 浇 以 后 ,在 三 ,四 年 内 作物 生长 不 良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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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 经 泰州 \ 兴 化 入射 阳 河 ;成 为 引 江 灌 浙 的 主要 干渠 。 江 南 太湖 地 区 为 了 解决 湖西 地 高 
怕 旱 , 湖 东 地 洼 怕 涛 的 矛 后。 计划 建立 一 条 湖 东 控制 线 , 把 讲 东 水 系 与 太湖 分 开 ， 使 湖 东 
小 水 顺利 出 长 江 ,不 受 太 湖 和 干扰 ;另外 开辟 一 条 从 太湖 通 至 黄浦 江 的 杰 浦 河 ， 专 供 玉 湖 排 
洪 , 通 过 人 工控 制 调 节 ,湖西 灌 浙 用 水 也 将 得 到 保证 。 高 淳 县 的 东 址 和 溧水 县 的 天 生 桥 地 
区 打通 以 后 ,太湖 水 系 还 可 以 和 西南 丘陵 地 区 的 秦淮 河 及 安徽 境内 的 青 飞 江 ,水 阳江 连接 
起 来 。 在 天 跃进 的 形势 下 , 太 浦 河 \ 东 翰 等 工程 均 已 提前 动工 兴建 。 贯通 南北 的 大 运河 阳 
已 开始 大 规模 的 扩建 。 根据 江苏 水 利 规划 ,今后 还 要 开辟 痢 多 条 南北 向 和 东西 向 的 天河 

使 全 区 构成 一 个 完整 的 河 网 。 
大 规模 的 水 利 建设 为 旱地 疏水 田 和 扩大 水 沽 地 创造 了 有 利 条 任 。 解 放 后 几 年 来 ， 双 _， 

区 旱 改 水 的 面积 已 超过 1,000 万 雷 以 上 , 在 1958 年 全 区 耕地 总 面积 中 水 田 所 占 比 重 已 接 

近 50%。 水 类 地 也 有 了 很 大 发 展 ，1957 年 全 区 水 次 地 面积 还 只 有 200 多 万 亩 。 仅 1958 

年 一 年 就 扩大 了 水 淡 地 700 多 万 亩 , 现在 全 区 水 闫 地 面积 已 占 旱 地 面积 的 20 儿 以 上 5 
水 田 ̀  时 地 的 分 布 在 地 区 上 有 显著 的 差异 。 江 南平 原 是 我 国 著名 的 老 河 网 地 区 ,水 田 

比重 最 高 ,一 般 都 占 赫 地 面积 90 多 以 上 ,有 些 县 几乎 达到 100% 5 江南 的 丘陵 地 区 塘 圳 灌 
BRAS, 水 田 占 封地 面积 的 比重 也 高 达 80 狗 。 江 淮 地 区 的 水 田 过 去 多 集中 在 溃 场 河 以 
西 , 通 扬 运 河 以 北 的 里 下 河 河 网 地 区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灌 浙 总 渠 两 岸 的 阜 宁 、 淮 安 
等 县 已 进行 大 面积 的 旱 改 水 ， 今 后 还 将 在 串 场 河 以 东 、 通 揭 运 河 以 南 地 区 大量 发 展 水 田 。 
徐 浴 地 区 目前 多 是 旱地 ， 水 田 比 重 洒 小 。 正 在 兴建 的 分 淮 太 沂 、 淮 水 北 调 工程 完成 以 后 ， 
徐 淮 平 原 东南 部 的 千 百 万 亩 农田 也 将 由 旱地 改 为 水 田 。 旱 地 改 水 田 是 本 区 农业 增产 的 重 
要 措施 之 一 ;今后 凡是 水 源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区 将 尽量 改 为 水 田 , 在 发 展 水 田 条 件 过 差 的 地 区 
则 将 大 力 发 展 水 井 ;, 扩 大 水 痰 地 的 面积 。 

耕地 的 利用 牵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有 较 大 的 扣 高 。1952' 年 江苏 的 复种 指 数 为 
160 多 ;1957 年 已 达 172 匈 ,对 于 糊 食 增产 鲁 起 很 大 作用 。 但 根据 1958 年 安 业 生产 大 跃进 
”的 和 经 验 ， 集 中 较 多 的 劳力 ,肥料 和 水 量 用 于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比 扩大 复种 面积 更 为 有 利 ， 
因此 今后 复种 指数 不 宜 过 高 。 在 本 区 现 有 的 耕作 制度 中 一 年 二 赦 制 占 优势 ( 占 耕 地 总 面积 
48%), HRBAH SAMA 30% ) 与 一 年 一 热 制 ( 占 16 匈 )。 在 通 揭 运 河 以 南 的 沿江 
地 区 和 江南 地 区 ,劳动 力 条 件 与 水 利 条 件 较 好 ;大 部 分 耕地 是 稻 麦 两 熟 或 棉 麦 两 熟 ， 是 江 
苏 复 种 指数 最 高 的 地 区 2。 在 徐 淮 平原 二 年 三 熟 制 较 为 普通, 多 以 小 麦 \ 大 豆 、 杂 消 等 进行 
翰 作 。 圭 地 利用 达 最 低 的 是 里 下 河 地 区 , 串 场 河 以 西 租 有 大 量 冬 季 泥水 的 一 郝 水 田 , 串 场 ， 
河 以 东 的 沿海 棉田 也 多 是 一 年 一 熟 。 今 后 一 年 一 熟地 区 在 兴修 水 利 ， 大 规模 进行 旱 改 水 
和 源 改 旱 ” 的 基础 上 ， REO Cr FE ANTS BRS FTI IBAA HE 

EK , HUEY Hai -b eh A 

在 全 区 作物 播种 面积 构成 中 1957 年 ARPES 73.5 70 ,大 豆 占 8.7% , spends 

10.1% Fe TE MD RRIE. BRAS E)S 8.3% 0 . 

1) LEMARM EM HIL RRSRSRTNHE RM, SABAH 200% 以 上 。 
2) AEX S TEA RA EMEA Eo 

s 2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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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HAKAN. MALI IAT BEI, 1957 年 比 1949 EK 85% 6 

RAHM atdo PF: 〈 粽 合 江苏 省 与 上 海 市 1957 年 的 资料 ) 

播 种 HR 总 ”产量 
a [item ems] Aare | 万 “ ， 担 _| 十 往 食 作物 % 

HAE RST 11874 73.5 100.0 23560 

3629 22.5 Po Sates 1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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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上 表 可 以 看 出 水 稻 在 本 区 凑 食 生产 中 占 首 要 地 位 。 水 稻 的 分 布 情况 与 水 田 分 布 大 
致 相同 。 过 去 水 稻 种 植 多 集中 在 江南 地 区 和 里 下 河 洼地 , 一 般 都 占 作物 播种 面积 40 务 以 
上 。 苏 北 沿江 、 沿 海地 区 水 稻 面 积 所 占 比重 大 部 分 在 10% DAT, BEBE LAC PR ERR 
阻 、 泗 潜 等 县 有 些 雳 星 稻田 外 ,几乎 没有 水 稻 种 植 。 水 稻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一 般 比 旱 作 糊 食 

”高 很 多 , 因此 解放 以 来 大 力 推广 水 稻 种 植 。 今 后 在 大 规模 的 旱地 改 水 田 的 基础 上 ,上 废 黄河 

> 

| CURSE SK, BY DOK SST DOT ee ek 
AK FSF LI RR | 

太湖 流域 水 源 充 沛 , HERE RS, SHEER, JERE, PO HK. 这 里 主要 种 
植 粳稻 , 它 占 了 水 稻 面 积 80 多 以 上 ， 其 中 以 晚 粳 所 占 比 重 增 大 。 在 江苏 其 他 水 稻 产 区 均 
DAR HES. HP AFB,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里 下 河 地 区 和 宁 钱 丘陵 地 区 AAG i BA 
稻田 面积 90% DLE. 

HAT HREE THES, AKAD RD See. 
kb, EREKMRK, WEE SHEMERORS,EMAPBA EK 40 天 ,多 施肥 
30% UL, FRRARA BARK MRK, BPE SRE eH RRS 
DAPPAIFATO AR EAS, BE HK ESKER EO RRA, AAR 
Pe; 同时 在 投资 能 力 \ 肥 料 \ 劳 力 等 条 件 方 面 也 均 不 及 太湖 流域 ， PMR, 
而 且 有 较 大 的 冒险 性 。 但 随 着 水 利 的 大 规模 兴修 和 农村 的 人 民 公 者 化 ， 各 地 的 生产 条 件 
蕊 远 速 发 生变 化 , 现 已 开始 在 苏 北 和 宁 镶 丘陵 地 区 积极 推行 和 改 粳 。 

按 气 候 条 件 本 区 南部 有 大 片 地 区 可 以 种 植 双 季 稻 。 江 南 地 区 水 稻 安 全 生育 期 长 达 
210 天 2, 足 够 双 季 稻 生长 的 需要 ( 双 季 稻 前 后 两 季 共 生长 190 一 200 天 )。 上 废 黄河 以 南 ， 虽 
场 河 以 西 的 地 区 水 稻 安 全 生育 期 在 200 天 左右 ， 只 要 注意 党 划 担 品种 和 栽培 技术 也 可 以 种 

植 双 季 稻 。 
解放 以 前 本 区 水 稻 几 乎 全 是 单 季 稻 ， 近 年 来 才 开 始 在 江南 地 区 推广 双 季 稻 种 植 。 现 

1) 水 称 安 全 生育 期 是 指 纺 苗 正常 生长 时 的 平均 气温 一 般 不 低 于 4—15°C, 抽穗 开花 时 的 气 远 不 低 于 20YC。 

e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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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江苏 .上 海水 稻 占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百分比 图 

DAB PHIL RIS eR HICSS, MEMS, 双 季 稻 种 植 面积 均 已 占 水 
ADR 10 和 以 土 。 单 季 稻 改 种 双 季 称 可 以 提高 土地 利用 牵 , 增加 着 食 产 量 ， 但 需要 更 多 
的 劳动 力 和 肥料 。 目 前 有 些 地 区 上 发展 双 季 稻 还 受 着 劳力 与 肥料 条 件 的 限制 ， 特 别 是 受 芝 
力 条 件 的 限制 ;如果 由 于 劳力 过 于 紧张 ,不 能 抓紧 季节 及 时 抢种 抢收 ,不 但 不 能 增产 ,而 且 
还 有 沽 产 的 可 能 。 因 此 在 脊 未 实现 耕作 机 械 化 以 前 ， 双 季 稻 推广 重点 只 放 在 地 少 人 多 或 
一 琢 水 田地 区 ,种 植 比 重 也 不 宜 过 天 。 

小 麦 在 本 区 狂 食 作物 中 的 重要 性 仅 次 于 水 稻 。 小 麦 的 分 布 很 普 汤 ,各 地 均 有 种 植 - 其 
中 以 徐 淮 地 区 水 麦 最 集中 , 二 般 都 占 作物 播种 面积 30 多 以 上 ， 这 里 的 小 麦 产量 生 占 江苏 
小 麦 总 产量 的 一 人 ,是 重要 的 小 麦 产地 。 江 南 地 区 小 麦 种 植 也 较 多 ,特别 是 苏州 \ 无 锡 \ 党 
州 \ 饶 江 一 带 , 小 麦 占 当 地 作物 面积 的 比重 与 徐 淮 地 区 不 相 上 下 。 江 苏 面 粉 工业 发 达 ， 示 
BETTS i EE BMS, 全 区 平均 商品 小 麦 占 产量 的 40 多 以 上 , 江南 地 区 则 高 达 70 允 以 可。 

本 区 小 麦 均 了 冬 小 麦 , 是 本 区 最 主要 的 冬季 作物 。 在 徐 淮 地 区 小 麦 多 与 大 豆 \ 素 瓶 换 

1) 根据 江苏 省 农业 厅 1952 年 的 材料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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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江苏 ,上 海 小 考点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百分比 图 

荐 ,过 去 由 于 攻 咱 严重 ,耕作 粗放 ， 这 里 的 小 去 单位 面积 产量 低 于 全 区 平均 数 ; 在 江南 与 
蛙 下 河 地 区 小 考 多 与 水 稻 换 厦 ,实行 稻 麦 两 熟 制 , 由 于 水 稻 产 量 高 且 为 当地 寿 雁 的 主要 口 

“ 钴 ; 所 以 稻 麦 两 熟地 区 的 农民 过 去 多 重 稻 轻 麦 ,小 麦 耕 作 一 般 都 不 如 水 稻 那 样 精 和 组， 很 少 
-施肥 ;因此 单位 面积 产量 也 不 高 。 长 期 以 来 小 麦 二 直 彼 看 作 '' 低 产 作物 ”; 但 自 1958 年 农 
业 生 产 天 跃进 以 来 ,本 区 小 麦 生 产 也 和 全 国 各 地 一 样 获得 了 容 前 的 大 丰收 ,平均 单位 面积 
产量 比 1957 年 有 很 大 的 增长 ,并 且 出 现 了 许多 亩 产 千 斤 以 上 的 高 产 田 。 这 届 明 小 麦 的 增 
产 湾 力 很 大 ， 

( 本 区 气候 温和 、\ 水 源 充沛 BI, RARER. Be 
行 的 是 太湖 地 区 和 里 下 河 地 区 ,近年 来 由 于 早稻 面积 的 扩大 和 双 季 稻 的 推广 , 稻 云 两 邹 制 
的 比重 已 略 有 下 降 。 但 在 里 下 河 洼地 和 太湖 以 东 的 圩 田 区 和 淋 有 数 百 万 雷 一 琢 冬 涯 水 田 ， 
今后 随 着 机 械 排 灌 事业 的 发 展 ， 大 量 进行 源 改 旱 ， 一 部 分 水 田 可 由 水 稻 一 熟 改 为 稻 麦 两 
#h 

TAGS RABE RIMM RAM EY. PRE I EM fe RR 
PRHREALL—, LARAMIE RARER, B—-TRE HRM 

‘ a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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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种 植 面 积 增加 了 64%, 但 1957 年 全 区 的 系 肥 面积 还 只 占 作物 播种 总 面积 的 3 多。 主 
”要 集中 在 江南 地 区 。 太 湖 稻 麦 两 熟 区 历来 就 有 稻 麦 与 条 肥 奏 作 的 良好 习惯 ， 和 肥 面积 占 
水 稻 面 积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 这 也 是 太湖 地 区 常年 丰产 的 原因 之 一 。 今 后 将 在 其 他 稻 麦 地 区 
大 力 推广 。 在 发 展 双 季 稻 的 地 区 则 将 逐步 形成 一 年 稻 考 两 熟 , 一 年 双 季 稻 称 肥 相 互 交 叉 
输 作 的 耕作 制度 。 

”元 麦 \ 大 孝 也 是 各 地 普 逼 种 植 的 冬季 作物 ,种植 面积 相当 于 小 麦 面积 的 三 分 之 二 。 沿 
江 和 沿海 地 区 种 植 较 多 。 元 ,大麦 虽 没有 小 麦 质量 高 ,但 由 于 写 们 的 生长 期 比 小 麦 短 ， 成 
训 较 早 , 以 元 大麦 作为 棉花 的 前 作 , 不 致 影响 棉花 的 生长 ， 因 此 在 棉 麦 两 熟地 区 元 大麦 
所 占 比 重 远 远 超 示 水 麦 。 AMER BARS ADDRES REA, 

本 区 其 他 杂 靖 以 玉米 高梁、 甘薯 为 主 。 旋 们 的 种 植 面积 多 有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华中 在 徐 
浴 地 区 。 沿 江 地 区 也 种 植 不 少 杂 沽 (玉米 为 主 )， 单 位 面积 产量 高 于 徐 淮 地 区 。 解 放 和 初期 
徐 淮 平 原 高 滩 种 植 较 多 ,这 是 由 于 过 去 徐 淮 地 区 炎 些 严重 ,高 梁 具 有 一 定 的 抗 渤 、 抗 旱 , 芒 
碱 性 能 ;高 梁 穆 还 可 以 供 农 村 作 燃 料 和 建筑 材料 。 但 高 梁 的 单位 产量 一 般 低 于 玉米 甘蓝 ， 
因此 解放 以 来 高 梁 种 植 面积 已 逐渐 适 小 ,为 产量 较 高 的 玉米 \ 暮 类 所 代替 。 近 年 来 我 国 已 ， 

sa 332 。 



| eee REN} SMR, eT BITTE, RMT, BO 
局 的 高 梁 生 产 开 尽 了 新 的 前 泛 。 

KE “主要 分 布 在 徐 淮 地 区 IIL. EMSS ME, SURE, 或 与 
毛 米 间作 。 过 去 由 于 耕作 粗放 ,大 豆单 位 面积 产量 很 低 ;,1957 年 以 前 平均 雷 产 都 在 100 斤 
以 下 ,近年 来 由 于 水 稻 、 王 米 \ 甘 墓 等 高 产 作 物 的 推广 ,大 豆 种 植 面积 有 下 降 趋 势 。 但 大 豆 
的 经 济 价值 较 高 ,不 但 可 作 糊 食 ̀  油 料 \ 蚀 料 ， 而 且 还 是 小 麦 的 良好 前 伏 ， 可 起 增 织 地 力 的 
枚 用 ,因此 今后 仍 应 保持 一 定 的 种 植 面积 ,并 着 重 提高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经 济 作物 解放 以来 本 区 轻 济 作物 的 种 植 面积 在 不 断 增 加 ，1957 年 为 1950 年 的 

165%。 大 跃进 后 , BAPE LAURA, EOE RTE ITE AG (OSES Ro ARE 
BAG PP Ph A AAA Bede P 

fe th) 和 名, 称 A 亩 占 全 部 作物 2 ams FE % 

: iS & (Eth Ete ‘1625 10.1 100.0 

oa). 花 1084 6.7 66.7 

iia 26 45 0.3 2.8 

油 料 479 3.0: 29.5 

ee 251 1.6 15.4 
THA 210 41.3+ 12.9 

其 他 17 0.1 1.0 

ae PERE 1957 HTH LAAT AM. 
全 

本 区 是 我 国 重要 的 棉花 产地 之 一 。 时 在 战 前 (1936 年 ) 江 苏 棉 田 就 已 达 800 BAH, 

年 产 皮 棉 200 万 担 。 解 放 后 本 区 的 棉花 生产 有 了 很 大 发 展 。1957 年 棉田 面积 虽 只 上 比 战 

Bi (1936 4F 38m 25 多 左右 ， 棉 花 产 量 却 超过 战 前 一 倍 以 上 。 FELSR KM ML 

，， 业 基地 ,棉花 消耗 量 很 大 , 需 由 全 国 各 地 供应 , 发 展 本 区 的 棉花 生产 对 于 就 近 供应 棉纺 纺 

工业 原料 有 重大 意义 。 

棉田 主要 分 布 在 沿江 、 沿 海 和 徐 淮 平原 。 
|) 沼 江 棉 区 2 拥有 江苏 、 上 海 棉田 的 50 多 ， 围 线 在 上 海 \ 南 通 、 无 锡 、 常 州 等 棉纺 织 工 业 
， 中 心 的 周围 ; 植 述 历 史 已 和 当 悠 久 ,是 江苏 最 老 的 棉 区 ,安民 富有 植 棉 经 验 ;耕作 精 租 ， 土 
质 好 ;单位 产量 较 高 。 在 长 江南 岸 的 水 田 上 棉花 多 与 水 稻 输 作 , 一 年 植 棉 ,一 年 种 稻 , 长 江 
碍 岸 多 旱地 ,棉花 多 与 大 豆 等 旱 作 输 作 ,或 与 大 豆 、 玉 米 间 作 。 沿 江 地 区 人 多 地 少 ,棉田 所 
右上 比重 较 天 ( 占 作物 播种 面积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 过 去 类 食 不 能 自 痊 ， 棉 花 的 发 展 受到 限制 ， 
近年 来 棉田 面积 售 略 有 燃 减 。 但 今后 随 着 詹 食 问题 的 逐渐 解决 ， 沿 江 棉 区 的 棉田 面积 将 
保持 过 高 的 比重 。 长 江北 岸 旱 地 改 水 田 以 后 也 可 以 与 长 江南 岸 一 样 ， 进 行 棉花 与 水 稻 输 
作 ; 这 样 包 可 以 发 展 高 产 的 糊 食 作物 , 双 可 以 保持 棉田 的 志 高 比例 。 

哩 场 河 以 东 的 沿海 棉 区 ?3 占 江 苏 棉田 25 多。 这 里 的 棉田 多 守 是 在 开 旦 沿海 荒地 的 基 
| 确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第 一 次 世界 天 战 以 后 才 开 始 较 大 规模 的 旦 菜 植 棉 。 解放 初 只 有 70 多 万 ， 

亩 棉田 ,1957 年 已 发 展 至 250 ZH, 1949 年 的 三 倍 守 ,因此 基本 上 是 一 个 新 棉 区 。 

1) 包括 江北 南通 专区 各 县 和 江南 的 江阴 ,常熟 ,太仓 嘉定 \ 宝 山川 沙 \ 南 汇 \ 替 贤 等 县 。 
2) 包括 滨海 、 射 阳 \ 大 丰 \ 东 训 等 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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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 士 壤 合 盐 分 多 在 2‰ 左 右 ， EAP, HZ TALS AERA MPRA E 
升 ,影响 棉 苗 生 长 ;再 加 上 地 多 人 少 ,劳力 、 赫 畜 、 肥 料 较 缺乏 ， HER,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低 , 而 且 生 产 很 不 稳定 。 沿 海 棉 区 过 去 以 一 熬 棉田 占 优势 ， 现 已 添 靳 推广 棉花 与 天 :元 考 ， 
套 作 。 今 后 随 羊水 利 的 发 展 ， 靠 近 串 场 河 的 地 区 将 由 于 水 稻田 的 扩大 而 使 棉田 面积 相对 
短小 , 售 近 海边 的 地 带 将 随 着 新 星 地 的 增加 和 盐 渍 土 的 改良 而 使 新 棉田 适当 扩大 。 了 

徐 淮 棉 区 过 去 棉花 种 植 较 少 ， 解 放 后 才 有 了 较 大 的 发 展 。 主 要 集中 在 西部 黄河 故道 
Pa EASE It SALW RES? EO HE PEK ER Se. MER HP ok 
i BE, SUBAHW AB, BRA EBEATHEAK, MB RARELY 
海 棉 区 优越 ,只 是 由 于 植 棉 技术 较 差 EEA, AMES HE, REX 
力 推广 植 棉 技 术 和 扩大 水 地 面积 ， 棉 花生 产 发 展 前 途 很 大 。 大 跃进 以 来 已 开始 在 这 里 
大 量 扩大 棉田 ,将 成 为 江苏 新 兴 的 棉花 生产 基地 。 ae 

除了 以 上 几 个 主要 棉 区 外 ， 在 通 扬 运 河 两 岸 和 秦淮 河 河谷 平原 地 势 略 高 的 沙土 地 带 
也 在 推广 植 棉 。 A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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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类 作物 过 去 种 植 较 少 ,以 黄麻 黄麻 为 主 。 解 放 后 由 于 麻袋 原料 改 由 国内 供应 ， 黄 
语种 种 面积 有 了 很 大 增长 , 1957 422 1950 年 的 8 倍 。 主要 产 于 南通 、 海 亲 、` 武 进 、 丹阳 

等 县 , 赵 大 部 分 供应 上 海 麻 纺 伺 厂 。 曾 麻 分 布 雳 星 ,以 徐 淮 地 区 的 泗 洪 、 汉 水、 淮阴、 宿迁 、 
，” 狐 阳 等 其 较 多 ,所 产 多 为 下 众 自用 。 大 跃进 以 来 工农 业 生产 各 方面 对 麻 类 的 需要 量 激增 ， 
1 今后 各 种 麻 类 都 要 大 量 发 展 。 除 黄麻 黄麻 外 ,芝麻 大麻 在 本 区 也 完全 有 条 件 发 展 ; 宁 锁 
。 乓 陵 地 区 将 开辟 为 蓉 麻 生产 基地 ， 在 徐 淮 地 区 的 新 沂 、 帮 县 一 带 将 扩大 大 麻 的 种 植 面积 。 

在 罗 济 作物 中 油料 作物 的 种 植 面积 仅 灵 于 棉花 。 花 生 与 油 荣 籽 为 本 区 两 天 油料 作 ， 
ty. HAL VAG AL LS RE ; 

EAI 5 SO Le RAE LOG HO VOT SRLS ATI PA SAE. I 
FEA, WS EWS TCE WW ERE , KALE HE HE 
A, PALHRMELARE ODL L, AMARA RMBTAD, (PERE 
RMS RAT ELL. TEA LETC A AD LSAT MH AT, ERE 
PLAT LIA THEA AOA HT RR 
AES SIE ,主要 分 布 在 太湖 稻 麦 区 , 占 江苏 60%, ORR B 

I ST HEME. 油菜 与 小 麦 进行 输 作 ;不 仅 为 江南 地 区 提供 油料 资源 ,而 且 
BAR LREAMIE. TSE E PME KE RD AL, WOR 
PEST A. PAM A BR PTT 4050 斤 。 这 主要 是 由 

FREAK EM PREACH, PSR, RELA AREAAERS, 
1957 se tA BIS EDI 70 多 斤 。 

=e RS EP A 3.6%, Saree LEB, 铀 山 等 县 。 为 了 彻底 解 
从 油 料 供 应 不 足 间 是 ,今后 芝麻 种 植 面积 也 将 大 量 扩 天 。 ke 

SE BASSAS ARE BLS ER SRE, 
称 攻 面积 虽 不 大 ， 但 经 济 价值 很 高 。 产 品 经 初步 加 工 后 全 部 运往 上 海 加 工 精制 。 薄 荷 是 
REA Oe, HSH OMe CIWS BERBERS 

| ERE TE PR 江苏 是 我 国 重要 的 甜 蔓 产 区 之 一 ; 委 桑 生产 的 历史 已 很 悠久 , 远 在 元 

PAPA RORE. Fas EK DUBE eS HI 19291932 4) BAB 100 SH HIT OS 
Hi, RNBRAP VAP BES. 1949 HRM MPL WRT 40% - ARI, BRR 
FAK 20 斤 左右 , 委 茧 总 产量 只 及 战 前 水 平 的 四 分 之 一 。 虽 烃 解 放 以 来 大 力 恢复 ,， 但， 
笛 手 桑树 是 多 年 生长 作物 ， 以 复 需 较 长 的 时 间 , 1958 年 的 甜 蔓 总 产量 傈 只 及 战 前 最 高 产 
HM 40% AA, 远 远 不 能 适应 糙 移 工业 发 展 和 出 口 增 其 的 需要 ， 今 后 将 秋 续 大 力 发 展 委 
蔓 生 产 。 预 计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内 部 可 超过 历史 上 最 高 水 平 。 

委 桑 年 产 目 前 集中 在 玉 湖 流域 。 这 里 气候 温和 误 润 ,土壤 肥沃 , 河 湖 洪 泥 为 桑田 最 好 
AVE “MR SS RE PAO IE RUE RO, RARER. HRS 
BASHA MSA, ASR ARK (AnIeB RIL RBS HBA SRR BIA 
&15—30%, 主要 养 春 委 ( 4 月 底 至 5 月 上 旬 ) , 春 蔓 产量 占 年 产量 70 多 以 上 。 近 年 来 为 ， 
BRAK, DH AR .晚秋 委 的 放养 也 水 渐 增 多 。 太 潮流 域 人 口 众多 ,土地 利用 李 很 
高 ,过 去 便 发 生 过 六 食 与 桑 园 符 地 现象 。 大 跃进 后 詹 食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空前 提高 ,已 为 太 
潮流 域 和 园 的 恢复 发 展 创造 了 条 件 。 

te St BE LEK KT HE LL AEE RATA, SB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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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B, BRAT RIAL, URE RA, LAME BAROEUREA ， 
用 ,开辟 桑 园 不 会 与 厦 食 等 地 ,是 发 展 矢 桑 生产 最 理想 的 地 区 ， 不 久 以 后 这 里 将 成 为 江苏 
委 桑 生产 的 新 基地 。 

徐 淮 平原 很 早 以 前 就 已 雳 星 种 植 一 些 叶 材 两 用 的 乔木 又 ， 现 有 不 少 沙 匾 隙 地 也 可 利 
用 拓 植 又 园 ;推广 养 委 ,以 增加 农民 收入 。 

除 积 极 发 展 桑 委 外 ,还 可 利用 宁 鱼 丘陵 的 40 万 雷 梯 树林 放养 杆 委 ， 利 用 阶地 栽植 葛 
ik FIFE. 

江苏 的 茶叶 产量 还 很 小 ， 过 去 只 在 宜兴 、 震 泽 、 吴 县 等 地 有 小 片 茶园 。 但 茶叶 品质 优 
良 ,太湖 洞庭 山 ( 震 泽 县 ) 所 产 的 “ 身 螺 春 " 为 全 国 大 大 名 茶 之 一 ;行销 全 国 ， 供 不 应 求 。 目 
前 区 内 所 需 的 茶叶 粗大 部 分 由 安徽 、 浙 江 等 省 供应 。 宁 镶 丘 陵 地 区 茶叶 生产 的 自然 条 件 

“与 安徽 、 浙 江 的 主要 产 茶 区 相似 ,解放 后 马 开 始 在 丘陵 地 区 大 力 拓 植 新 茶园 ,并 在 芒 山 新 
建 了 国营 茶场 。 至 1958 年 全 区 茶园 面积 已 达 5 万 余 雷 ,为 解放 初 的 四 倍 多 。 预 计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江 苏 将 发 展 成 为 我 国 新 兴 的 外 销 和 红茶 重要 产 区 之 一 。 

果园 也 将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徐 淮 平 原 的 沙 荡 地 现 正在 大 量 栽植 华 果 、 桨 \ 葡 欧 等 果木 。 丘 
BE HEX DUR BE Hi ESE, BM, FEA TH BE 
Bah 16S. KES 

丘陵 地 区 可 利用 的 荒山 其 多。 aT DORA, 果木 为 重点 外 ， 还 将 营造 用 材 林 ( 包 
括 毛 竹 )。 在 苏 北 沿海 落地 则 将 营造 650 公里 长 的 防风 林 和 用 材 林带 ,在 黄河 故道 两 岸 将 
营造 防 沙 林 。 此 外 还 将 在 河岸 ,路 旁 . 屋 边 广泛 植树 造林 加速 全 区 区 化 ,从 而 根本 改变 本 
KARR HST BR 
养 音 业 ”本 区 养 冀 业 的 门类 很 多 ， 以 耕 畜 与 猪 的 馈 养 为 主 。 SARIS. 

1958 年 江苏 .上 海 共有 大 家 畜 190 $77 ke FG AHS Gi PH 50 雷 ; 瘟 力 不 足 ; 在 地 
区 分 布 上 也 不 很 均衡 。 徐 淮 地 区 占有 江苏 耕 冀 一 牛 左右 ,平均 每 头 耕 畜 只 负担 34 BP 

” 河 稻 才 区 每 头 耕 畜 则 需 负 担 62 亩 ,在 沿海 棉 区 的 部 分 地 区 根本 不 养 耕 畜 。 在 江苏 大 家 辫 
总 头 数 中 牛 占 萎 大 多 数 ( 160 多 万 头 )。 徐 淮 和 沿江 的 旱 作 地 区 黄牛 较 多 ， 其 他 地 区 则 以 

”水 咎 为 主 。 牟 、 局 、 曼 为 数 较 少 ,主要 分 布 在 徐 淮 地 区 。 为 了 解决 玄 力 不 足 的 困难 ， 今后 除 
注意 赫 畜 的 繁殖 外 ,应 大 力 改良 农具 ,发 展 机 耕 。 

养 猪 积 肥 可 为 农作物 增产 提供 重要 肥 源 。 近年 求 养 托 有 了 很 大 的 发展 1957 recht 
猪头 数 已 达 1 千 多 万 头 , 比 1949 年 增长 一 倍 以 上 。 全 区 各 地 均 有 养 猪 习惯 ， 以 沿江 地 区 
的 泰兴 泰州 \ 晴 江 \ 如 振 、 海 安 等 县 ， 徐 淮 地 区 的 旦 眙 \ 淮 阴 、 涟 水 等 县 和 上 海 附近 地 区 养 
RS. TULA YEU DA DORR OCS), WLR AMO, BERS 
iSVR ARAMRS ,猪肉 的 消费 量 很 大 ;出口 也 很 方便 ， 农 业 的 发 展 对 猪 肥 
的 需要 量 也 合 来 仿 大 ,今后 必须 大 力 发 展 养 猪 业 。 过 去 养 猪 主要 受 蚀 料 的 限制 ,农业 生产 
的 大 跃进 和 精 食 的 大 丰收 已 为 解决 养 猪 蚀 料 发 展 养 猪 业 创 造 有 利 条 件 。 
养 羊 业 目 前 在 本 区 不 占 重要 地 位 。 山 羊 的 比重 大 于 牧羊 ,山羊 在 江南 地 区 蚀 养 寺 多 ， 

绵羊 则 多 分 布 在 太湖 周围 地 区 。 太 湖 流域 的 湖 羊 具有 生长 快 ̀ 成 熟 早 ,繁殖 率 高 、 耐 潮湿 等 
优点 ,肉质 嫩 美 ,羊皮 和 名贵 ;为 江南 炉 羊 中 的 优良 品种 。 过 去 认为 江南 气候 进 油 ,没有 条 件 
Be FE MEARE ,经 过 解放 后 几 年 来 的 试 养 证 明 ， 在 江南 潮湿 的 山区 也 可 以 发 展 秋 毛 煌 羊 。 
可 为 上 海 毛 息 炽 工 业 开 辟 原 料 求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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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点 代表 10007018 

图 10 ”江苏 家 委 蔓 产量 分 布 图 

饲养 安哥拉 殊 是 江苏 农村 新 兴 的 一 种 副业 ， 现 已 到 及 全 区 ， 瑞 子 钻 养 量 和 移 毛 产量 
蜀 居 公国 第 一 位 。 养 区 业 投 责 少 ,收效 快 , 铀 料 来 源 多 ,和 根 仿 生产 不 矛盾 ( 驳 子 以 吃 青草 、 
某 根 为 主 ), 而 且 免 羡 灰 肥效 快 而 持久 ,所 以 这 项 新 兴 的 副业 深 为 一 众 所 欢 迎 。 1955 年 全 

”区 外 养 安哥拉 铝 还 不 足 三 万 只 ,1957 年 已 增加 到 100 多 万 只 , 锡 毛 产量 占 全 国 50 多 以 上 。 

REEL REE, esi sshasas a eapanedaciiaiitihas 
MHRSY BE DEAE 

RE TAFEWAR RS , TOMEIE ERA ENT AL EAT HHO 太湖 和 里 下 河 
河 网 地 带 养 网 比 养 鸡 更 有 利 , 因 此 在 家 禽 构成 中 罗 占 有 相当 大 的 比重 ,是 我 国 养 网 最 多 的 
地 区 。 

水 产 ”本 区 拥有 长 达 843 到 里 的 海岸 生 ， 境内 河流 执 横 ,湖泊 密布 ， 水 产 商 源 极其 丰 
Be 1958 年 全 区 水 产 总 产量 已 达 50 BTW FIA 1950 年 的 1045, 但 淋 有 很 大 部 分 水 产 

责 源 没有 开发 利用 。 现 正在 采取 海洋 与 淡水 , 捕 诸 与 养殖 同时 霸 举 的 方 儿 ,大 力 发 展 水 产 
事业 。 

本 区 淡水 渔业 较 发 达 ,在 水 产 总 产量 中 淡水 水 产 狗 占 三 分 之 二 ,是 全 国 淡水 所 产 量 最 
* 37 。 



BATH , HEPES A BS AE IR HR DSR, TLR A PANT ae 
带 淡水 养 刍 历史 悠久 ERE, MOTT UPR, SEPR ORG. (AAR VE AIS 
发 展 浩 力 还 很 大 ,全 区 共有 淡水 面积 2,000 SF H, 可 供养 殖 的 多 有 800 万 雷 ， 目 前 利用 
的 还 不 到 三 分 之 一 ,而 且 多 限于 千 亩 以 下 的 小 水 面 ( 池 \ 沼 、 塘 、 堰 等 ), 广 大 水 面 街 未 利用 ， 
今后 将 在 太湖 、 洪 浑 湖 、 高 宝 湖 , 里 下 河 等 地 建 届 谈 水 养殖 基地 ， RUSS HEAR IEC hat 
HFA J ES) BBR ERASE 
SESE DUG KILO DUIS RS , 海 涂 面积 购 有 500 Fy BE Ay SR 

AA 50 一 60 万 雷 , 过 去 从 未 利用 ,解放 后 在 连云港 一 带 养 殖 海带 已 获 成 功 , 今后 计划 在 沿 
海 发 立 8 个 上 藻类 养殖 场 ,推动 王 众 养殖 。 

和 外海 也 是 良好 的 渔场 ,但 海洋 渔业 还 很 洲 后 ,沿海 汽 有 较 大 的 海港 ， 捕 涝 工具 除了 上 上 
海 国营 水 产 企 业 有 若干 渔 输 、 机 帆船 以 外 ,其 他 地 区 几乎 全 是 未 帆船 ,只 能 在 近海 生产 。 生 
产 季节 集中 在 上 定年 ,所 产 以 小 黄 氨 为 主 ,其 区 为 蔷 刍 ， 总 产量 低 于 沿海 各 省 。 今 后 将 天 
力 发 展 渔 输 、 机 帆船 ,逐步 向 深海 发 展 , 开 展 常年 作业 ,把 连云港 建 届 成 为 以 海洋 捕 涝 为 中 
CABELAS, ABS BE BS EINE RAEI AME 
系列 措施 本 区 水 产 事 业 的 面貌 将 根本 改变 ， bila amie 全 区 水 产 年 产量 
可 跃 增 至 数 百 万 吨 ， 谍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水 产 基地 之 一 

3. 运 办 业 

本 区 位 于 沿海 ,地 势 平坦 ,河流 狼 横 客 布 ,近代 运输 业 较 发 达 ， 水 陆 交 通 沟 很 方便 ， 为 
工农 业 生 产 的 发 展 提供 了 有 利 条 件 。 
”过 去 江南 、 苏 北 运输 网 分 布 很 不 平衡 ， 江 南 地 区 的 铁路 .公路 和 内 河 航道 的 害 度 志 天 

于 苏 北 地 区 ,解放 以 后 才 开 始 注意 苏 北 地 区 的 开发 ， 苏 北 的 运 壤 条 件 已 有 了 显著 的 改善 。 
在 本 区 各 种 运输 方式 中 水 运 占 重要 地 位 ,水 运 运 量 占 全 区 货运 总 量 的 三 分 过 二 以 上 ， 

HALLE, EMRREWAAW ERM —P. Sit Melt KI ASW HZRE SRM 
的 骨干) 也 是 对 外 联系 的 动脉 ， 其 他 密 如 蛛 交 的 内 河 航道 和 公路 塘 光 布 境内 各 地 把 广大 
的 城 俩 和 农村 联 成 一 个 整体 。 
RS CAREER 800 多 公里 ( 1958 4), mint eae . 

LB ES PRR MIL DA EAL PR ICES PE ER, 
横贯 江南 地 区 的 沪 宁 铁路 是 本 区 修建 最 早 的 铁路 线 , 通 车 于 1908 年 。 整 条 铁路 都 在 

本 区 境内 ,从 上 海 经 苏州 \ 无 锡 、 常 州 . 鱼 江 到 南京 ， 固 接 了 江南 各 主要 城市 ， 沿 稳 径 济 发 
达 , 人 口 密集 , 客 货运 量 均 很 大 ， 为 本 区 最 重要 的 铁路 干线 。 目 前 由 南京 往 上 海 方 面 运 迁 
的 货物 以 煤炭 、 生 铁 、 矿 石 . 矿 物性 建筑 材料 \ 石 酒 、. 棉 花 、 油 料 等 工业 原料 为 主 ， 其 中 除 矿 
物性 建筑 材料 处 ， 大 多数 从 津浦 铁路 与 宁 药 铁 路 转 求 。 由 :上 海 往 南京 方面 运 的 货物 击 攻 
木材 、 钢 材 、 机 器 惟 备 \ 布 匹 ,到 工 业 品 为 大 宗 。 猴 食 在 沿线 各 大 站 均 有 装运 ，. 上 下 行 运 量 
相差 不 多 。 无 锡 以 东 的 稻米 多 运 向 上 海 ,无 锡 以 西 多 运 向 南京 ; 量 口 的 大 米 旭 全 部 东 运 上 
海 。 总 的 求 说 , 沪 守 铁路 往 东 运 量 大 于 往 西 运 量 ， 到 达 量 大 于 发 滩 量 。 装 他 量 超过 10 万 
了 吨 以 上 的 各 大 站 中 ,只 有 南京 附近 的 万 淋 和 栖霞 山 二 站 发 迁 量 大 于 到 达 量 ,内 为 那 时 是 未 

1) An BA AY wh Re OCA OTe AK, PAIS» SSE AE» A S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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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 和 石料 的 重要 产地 。 
沪 杭 铁路 的 建成 通车 只 比 沪 守 铁路 晚 一 年 , 写 在 本 区 境内 和 线路 很 短 , 地 方 运输 意义 不 

天 。 但 它 是 本 区 通 往 南方 各 省 的 重要 联系 线 。 现 经 沪 杭 铁路 来 上 海 的 主要 是 木材 、 矿 物 
性 建筑 竺 料 、 汐 食 \ 无 烟煤 、 矿 石 等 大 宗 物资 ， 运 往 江 南 各 省 的 主要 是 石油 、 钢 材 、 机 器 改 
备 \ 布 匹 、 日 用 百货 等 工业 品 。 ui 

PRI SALA YP A A SE, FERRER 50 公里 。 MURA 
ACHERE BM HLSURCAH BROAN A.A RA SEMI, 
矿物 性 建筑 材料 焦炭 为 主 。 目 前 运 量 不 大 ,只 及 津浦 铁路 的 干 分 之 一 左右 ， 但 自 燕 湖 至 
江西 谭 潭 的 铁路 修 通 以 后 ,该 线 很 快 将 成 为 重要 的 运 略 于 和 线 。 

津浦 铁路 在 本 区 境内 的 线路 也 不 长 ， 而 且 秘 安徽 省 分 制 汶 南 北 两 段 。 字 是 本 区 联系 
ZB RASA GER, BHAA LER, USD FUE ES AOR 
天 量 南下 运往 浦口 APA RE IO KITS LAR, Sepa 
EY LTT EEL PE RE TAT HE Ay ASE i tHE ERS 
EARPRENIL, HKAMRABKRRA AMEN, MARRIES MEM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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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VES ADIL, RGR ARAAP PRE, EGO RRM 
Les AO EES Sst A KUT, IBS RABE, Rie 

ASCE CMH RA, BAUS ERR TARE, KKK ARSE, . 
沪 杭 与 宁 苇 和 线 已 进行 改建 , 沪 宁 与 津浦 线 都 在 铺 届 复 线 , 过 江 运力 也 每 需 提 高 。 除 了 陆 颖 
益 加 葵 渡 外 ,还 将 在 南京 浦口 间 修 建 长 江 大 桥 , 现 已 开始 钻探 桥 址 。 这 里 江 实 水 深 】 工程 
艰 吾 ， 全 部 工程 量 将 相当 于 武汉 长 江天 桥 的 三 倍 。 上 上 海 \ 南 京 、 浦 口 等 铁路 枢 竹 现 都 在 建 
MECHSE SS AO 
EOLA EAR CALEB, SRR IAZET IN, INDIE 

A i RAGS SE, PRES, RMUK-BtEHT PRR, EE 
fivho RUE RHR K, AT KPREKERE MSR Fe SP 
TSS OAT IE BAC LMS SIRS BREE LS. BERS 
HWE RAWLS RAVES, WSS IN TD i by RU A =. 
BERS RIN EEE He SY HO, ES OW ERK | 

ALE HIE SE Wi FE Apc ACR AO th EO mt Er HS, TRIPS WOE 
HES AREA BARB ALABM CHES BAH A eARKNBLSE. 4a 
VEER ASAI KPA, BEBE ST PENSAR ASIA A 

| RADAR SEM), ATHRTMEBWE MT Ree SHS 
=ERES, LIUECEN RSC ERE SRY, FESS ERASE NE HI ERE 
这 些 铁路 的 修建 对 于 改善 本 区 铁路 的 分 布 情况 了 地 有 重要 音义 。 

水 运 本 区 位 于 我 国 水 运 大 动脉 长 江 的 下 游 和 南北 沿海 航运 的 中 心 ， ate RS 

$B, Pay PS ds, A ES TE ARE. ; 
长 江 航 线 在 本 区 境内 全 长 414 A, UI, (AR) AS EKER 7 米 

DE, PARTE —W MMAR, WK LARK ERR RT 
FEA TES RADE LIES , ERSTE RS TX SL a Se 
转 往 苏 北 、 江 南 地 区 。 在 本 区 沿江 各 港口 中 装 船 量 最 大 的 是 南京 港 (包括 浦口 )。 从 津浦 铁 
路 下 来 的 大 量 煤炭 在 浦口 港 中 转 , 纸 长 江 运 往 上 海 。 其 他 如 江 港 装运 的 糊 食 ,南通 港 装 ， 
运 的 棉花 也 多 运往 上 海 。 从 上 海 向 上 斑 往 长 江 沿岸 各 港 的 物 剖 主 要 是 工业 品 ” 

上 海 是 长 江 航 线 的 禾 点 港 ， 也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海运 港 。 现 与 北洋 航线 的 大 连 \ 过 皇 岛 、 
天 津 、 青 岛 、 连 云 港 等 海港 保持 密切 的 联系 。 输 和 物资 以 煤 炭 、 盐 、 钢 铁 ̀ \ 木 材 \ 石 泪 为 天 宗 ， 
幸 出 则 以 大 米 \ 面 粉 \ 布 匹 \ 机 器 \ 百 货 为 主 。 南 洋 航 线 由 于 美 蒋 上 匪帮 霸 古 我 国 扬 十 台湾 和 
金门 马 宜 等 沿海 岛屿 ,人 淋 未 全 线 蝎 通 , 现 只 与 浙江 沿海 的 宁波 、 温 州 ,海关 等 港 联系 较 多 。 
从 上 海运 去 各 种 工业 品 ， 运 来 的 则 以 木材 毛竹、 稻米 为 大 宗 。 上 海港 还 大 量 吞 旺 来 自 国 
外 的 远洋 翰 船 ,在 我 国 进出 口 慷 易 中 居 于 首要 地 位 5 

“位 于 阶 海 铁路 东 端 的 连云港 ,是 本 区 第 二 个 重要 的 海港 ,主要 与 上 海 联 系 ; Lee 
选 淮北 盐场 的 赴 和 经 承 海 铁路 转 求 的 西北 的 石油 。 从 连云港 输 往 上 海 的 淮 盐 除 直 接 供应 
上 海 以 外 ,大 部 分 在 上 海 进行 江海 联运 , 转 往 长 江 中 游 各 省 。 近 年 来 这 云 港 并 已 开 辟 成 为 
陈 海 铁路 沿线 各 省 的 对 外 贸易 港 。 

为 了 使 内 河 、 长 江 \ 海 运 疾 切 配合 ,解放 后 除了 租 粹 江 输 与 海 坦 的 联运 外 ,还 开始 想 炉 
内 河 的 木船 和 小 输 与 海 翰 、 江 输 直 接 进行 联运 ,这 样 不 但 可 提高 货物 的 运 先 速度， 而 且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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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 ah EEL A , ASW RAS 
长 江南 北 内 河 河 网 密集 ;水 量 充沛 ,水流 平稳 ， 通 航 条 件 非 常 优越 。 解 放 以 来 全 进行 

瑟 了 规模 很 大 的 航道 疏 咨 、 港 起 码头 的 建设 ， 更 使 内 河 通 航 情况 大 大 改善 。 1957 年 全 区 内 

| 河 通 航 里 程 共 23,000 多 公里 , 其 中 可 通 输 船 的 里 程 有 8 千 多 公里 ， 狗 占 全 国内 河 轮船 航 
， 道 的 四 分 之 一 ,本 区 内 河 航道 窗 度 为 全 国之 冠 ,平均 每 百 方 公里 有 通航 河道 20 多 公里 。 在 

太湖 地 区 和 里 下 河 地 区 ,几乎 乡 乡 有 航道 ;县 县 运输 船 。 

我 国 著名 的 南北 大 运河 穿 芙 江苏 全 境 ,为 本 区 内 河 航运 的 重要 干线 ,运输 相当 繁忙 。 
江苏 因 河 货运 量 中 估计 有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通过 天 运河 。 苏 北 境内 的 中 运河 和 里 运河 沿线 装 
运 物 壮 以 农产品 为 主 ; 除 宿 迁 以 北 多 向 姓 县 (与 隙 海 铁 路 相交 处 ) 集 中 转运 外 ,其 余 多 南下 

供应 江南 各 城市 。 江 南 运河 连接 了 江南 的 许多 重要 城市 , 虽 与 沪 宁 铁 路 平行 ,但 由 于 陛 通 
过 无 数 支流 与 广大 农村 直接 联系 ,因此 沪 宁 铁路 沿线 的 城乡 物资 交流 多 轻 江 南 运河 运输 。 
此 歼 开 还 担负 一 部 分 省 外 联系 的 任务 ， 从 浙江 西北 部 壹 太 江 苏 的 竹 \ 木 .此 炭 \ 沽 食 \. 和 矿物 
性 建筑 材料 也 大 部 分 通过 江南 运河 。 由 于 过 去 长 期 失修 , 泥 沙 洪 积 ,大 运河 在 山东 境内 已 
es SER SR ONE A 大 运河 在 江苏 境内 这 一 段 过 去 通航 情况 也 
很 好 ,如 中 运河 解放 前 只 能 通 20 WALA AOAC RGR RES 100 吨 以 上 的 船舶 。 
量 运 河 的 宝应 至 高 邮 之 间 以 及 江南 运河 的 入江 段 ( 丹 徒 一 奔 牛 ) 过 去 也 是 河 具 水 浅 ， 村 水 

_ 期 有 码 航行 ， 其 至 有 时 断 航 。 现 已 开始 了 规模 互 大 的 大 运河 改建 工程 ;除了 朴 涛 河床 、 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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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 ABU, CHER PE. ABW ARMOURED, 
DINE PR HALL RAR, FU ET EME, eR 
ARN. EM LBS RRS. BIT BA, ARK SHIT LIE BS 
TRE AA AR, TEE RS EAST ALAR ARI. KE PRINT EE OOO AT DA 
SOEUR F PUI RTH 

| 苏 琵 地 区 的 通航 河道 多 集中 在 淮河 故道 以 南 地 区 ,江淮 之 而 重要 的 内 河 航道 除 里 运 
由 河 外 还 有 赴 场 河 与 通 揭 运河 。 串 场 河 自 阜 宁 和 经 盐城 ,东台 至 海安 ,为 苏 北 沿海 地 区 的 运 太 、 
于 和 线 。 解 放 前 只 能 通行 10 吨 以 下 的 小 木船 ， 现 已 可 以 通行 50 吨 的 翰 船 。 沿海 地 区 的 棉 
ale AE PRB ESBS EEL © THEATRKRSSBRR HAE, BBW hHwaZKkAnse 

“ 汪 南 ;运往 南通 的 很 少 ,海安 至 东台 的 航道 开通 以 后 ,流向 将 会 发 生变 化 。 

通 揭 运河 连接 南通 、 揭 州 两 个 城市 ,为 古 时 运 索 淮南 盐 产 的 要 道 ,目前 全 程 运 量 较 少 4 
儿 和 线装 运 的 物资 ,泰州 姜 堰 以 东 多 往 南 通 ,以 西 多 往 扬 州 ， 或 经 泰州 口岸 和 江都 三 江 营 直 

技 运 往 江 南 。 

解放 后 新 开辟 的 苏 北 灌 浙 ， CEPTS MOM, SUA os 串 场 河 芙 

通 , 邹 可 成 为 横贯 苏 北 的 运 雹 干 线 。 

HEYA HH DAL ARERR BRT LS PERE 可 以 通航 的 河流 只 中 运河 与 盐 河 。 盐 

河 自 新 海 连 经 灌 云 流向 淮阴 ， 目 前 只 在 板 浦 ( 灌 云 县 ) 淮 了 明 段 可 以 通 小 木船 ， 运 略 意 义 不 
大 。 正 在 进行 的 分 淮 入 沂 综 合 利用 工程 完成 以 后 , 盐 河 将 可 全 和 线 蝎 通 输 船 ， 同 时 在 淮 困 、 

新海 连 之 问 还 将 出 现 一 一 条 新 的 航道 一 一 淮 沐 新 河 ( 径 沭阳 )o 新 海 这 所 产 的 盐 、 PEAR AMET 

将 可 以 经 这 两 条 干线 供应 江苏 各 地 。 

1) 大 运河 在 江苏 境内 可 分 为 三 恨 : 自 苏 重 边境 的 台儿庄 至 淮阴 称 中 运河 , 息 淮 了 明 至 长 江 边 瓜 洲 度 称 里 运河 ， 自 针 
江 到 杭州 一 段 称 江南 运河 。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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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S LEMIRE , EBA AACE. PIT CGRINTT Sse Lie, 
PEW TELA ILA LS, SME RIC ABK 30 公里 ， 但 由 于 内 线 河道 弯曲 多 浅滩 ， 
因此 从 常州 \. 无 锡 、 苏 州 等 地 去 上 海 的 船只 多 走 苏 申 外 线 , 货 物 运输 量 很 大 。” 

从 无 锡 至 江阴 的 锡 泪 运 河 为 江南 地 区 内 河 的 重要 入 江 港 道 。 解 放 后 鲁 在 大 江 吕 兴 建 
了 黄田 港 船 关 ,拓宽 了 河道 。 锡 泪 运 河 的 通过 能 力 大 于 目前 江南 运河 的 大 江 段 ( 奔 牛 一 丹 
徒 )。 从 苏 北 运 来 的 农产品 大 部 分 经 够 泪 运 河 进 丰 江南 地 区 ， 甚 至 从 江西 、 安 徽 等 省 去 上 
HEA A HE RAGA I A Pi ET RA, 也 有 一 部 分 在 江阴 口 进 锡 泪 运河 , 转 
江南 运河 \ 苏 电 外 和 线 至 上 海 ,因此 锡 泪 运河 的 里 程 虽 短 ( 45 公里 ), 通 过 运 量 却 很 大 

过 去 长 江南 北 两 岸 人 江 港口 多 呈 自 然 状态 ,通过 能 力 很 小 ,往来 长 江南 北 两 岸 的 船只 
往往 需要 绕道 。 如 从 苏 北 盐城 运往 无 锡 、 苏 州 的 物资 需 向 西 绕 经 泰州 \. 江 都， 在 三 江 营 出 
长 江 ; 再 往 东 进 江 阴 口 入 锅 澄 运河, 多 走 了 许多 弯路 。 为 了 消除 绕道 过 江 的 现象 , 现 蕊 在 匡 - 

”江北 岸 的 口岸 (泰州 南 )、 任 港 (南通 市 )、 八 圩 港 ( 靖 江南 ) 和 长 江南 岸 的 蓝 沙 (常州 龙 入 于 
SE CG A) SHE OO BT EL A 大 大 加 强 了 通过 能 力 ， ashi ay 
交流 。 

江苏 河 网 化 的 宕 伟 水 利 规 划 实现 以 后 ， 本 区 境内 将 出 现 彰 多 条 新 运河 。 其 中 马 并 工 
的 壕 重要 的 新 运河 有 两 条 :一 条 是 南北 沟通 长 江 、 淮 河 、 沂 沐 河 的 通 检 运 河 ; 宅 自 南 通 和 经 海 
KRG MAPBAISER PERERA, MYER BRE bee, KH 365 
Bo ARERR FE SLAG K AMULET PB, BRIE 
ay TEMA, IN ek bee, KW 310 BH, i ae 
加 强 本 区 各 河 系 之 间 的 运输 联系 。 
BBE 解放 以 来 公路 运输 网 也 在 不 断 扩 大 ,1950 年 公路 通车 里 程 为 4,627 RB 

1957 年 已 达 7,052 RE, 原 有 公路 的 分 布 很 不 合理 ， 占 江苏 全 省 面积 70% HI ACHE SB 

车 公路 里 程 只 占 全 省 四 分 之 一 ,而 且 都 是 士 路 ， 睛 通 雨 阻 。 占 江苏 面积 06M 
却 占有 公 省 通车 有 习 路 的 四 分 之 三 ;而 且 多 数 铺 有 低级 路 面 ， 可 以 晴雨 通车 。 为 了 改变 以 上 
这 种 南北 不 平衡 的 情况 ， 解放 后 的 公路 建设 以 苏 北 为 重点 。 现 在 江苏 境内 各 县 已 他 都 可 ， 
羽 通 行 汽车 ,在 苏 北 的 重要 公路 于 和 线 - 上 忆 都 铺 司 了 路 面 。 

未 区 贞 于 河流 密集 ,公路 桥梁 特 多 ， 平 均 每 2.2 公 里 序 有 桥梁 一 座 。 修筑 公路 的 抽查 
较 大 ,而 且 现 有 的 桥梁 多 是 临时 式 的 和 个 永久 式 的 木 桥 :整修 和 灯 护 的 费用 也 赤 高 ， 喜 这 
方面 来 发 , 徐 淮 地 区 发 展 公路 运输 的 条 件 优 于 江南 和 里 下 河 河 网 地 区 。 ‘1 

由 于 区 内 水 运 发 达 , 城 风物 状 交 流 多 走 水 路 ,公路 主要 拒 负 客运 。 在 徐 淮 地 区 太 玉 一 
部 分 丘陵 地 区 和 沿海 地 区 内 河 航道 条 件 较 差 ,公路 的 客 货运 量 意义 均 大 ,在 这 些 地 区 对 于 
修建 公路 的 要 求 也 比 河 开 地 区 更 为 过 切 。 因 此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千 划 期 间 ， 将 首先 在 上 迹地 
KAD EASE, RED RSE } 

| AS iy EB FR LE I A HALE BSP RE — Pe IN 
阴 、 淮 阴 一 新 沐 等 线 。 其 中 淮阴 一 六 圩 ,大 圩 一 海安 、 TR SET, A 

1) 六 圩 在 进 州 之 南 的 长 江 边 ,与 对 岸 针 江 有 蛤 波 联 系 。 

° 42 + 



PBEM EET ERS, REM REM, FRSA ABR, JIE 
去 江南 的 旅客 契 大 部 分 走 以 上 三 条 公路 线 。 徐 州 一 淮阴 与 淮 明 一 新 沐 线 货运 量 较 大 ， 主 
要 是 瞧 守 、 沐 阳 等 县 的 农产品 经 公路 北上 ， 向 铁路 沿线 的 徐州 新 沐 等 地 集中 。 丰 接 从 淮 
阴 运 徐州 的 长 途 货运 很 少 ,但 走 徐 淮 线 的 长 途 旅 客 却 不 少 。 

上 海 一 南京 线 是 江南 地 区 的 重要 公路 干线 。 客 货运 量 均 大 ， 但 货运 多 集中 在 东西 两 
头 的 上 海 常 雪 段 和 南京 溧阳 段 ,客运 以 短途 为 主 ,其 中 无 锡 一 宜兴 无锡 一 常 误 ,常熟 一 上 
海 之 间 短 途 旅 客 往来 很 多 。 上 海 、 南 京 之 问 的 全 程 客 货运 量 均 走 詹 路 .长江 ,不 走 肥 路 。 

本 区 有 不 少 通 往外 省 的 公路 缆 ， 一 般 只 有 旅客 来 往 。 现 在 浦口 一 合肥 、 南 京 一 杭州 、 
苏州 一 湖州 、 苏 州 一 嘉兴 之 间 均 有 长 途 客运 班车 行驶。 省 际 货物 运输 较 多 的 只 有 苏 重 边 
境 的 新 沂 一 临沂 线 , 锭 南 地 区 有 一 部 分 物资 经 公路 运 至 隐 海 铁路 新 沂 车 站 装 车 外 运 。 

(五 ) i GF Hh BR K 

”江苏 上 海 圣 区 虽 有 不 少 共同 特征 ， 但 区 内 各 地 双 各 有 自己 的 特点 。 现 主要 根据 不 闻 
的 径 济 特征 ,适当 照顾 径 济 联系 ， 将 至 区 划分 为 上 海 ,太湖 、 宁 钙 、. 江 淮 \ 徐 淮 五 个 地 区 ,分 

图 12 2K, bBTKE URE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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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 8 地 & 

上 海地 区 包括 上 海 市 区 和 新 从 江苏 省 划 太 上 海 市 的 原 松江 专区 各 县 及 江 已 的 崇明 
, 岛 。 位 于 长 江 三 角 测 的 尖端 部 分 ， 全 部 是 平原 。 土 地 总 面积 狗 5,910 平方 公里 。 AA 
人 口 一 千 万 左右 ,其 中 市 区 人 口 狗 600 万 ,是 我 国 最 大 的 城市 ;也 是 世界 大 都 市 之 二 。 

上 海 的 地 班 位 置 非 常 优越 :(1) 苞 位 于 长 江口 的 南岸 ， 为 长 江 沙 域 广大 地 区 出 称 海 外 
指头 户 ;(2) 放 正当 我 国 海岸 线 的 中 点 ,为 南北 沿海 航运 的 中 枢 ;(3) 处 在 黄浦 江 的 下 游 ， 
黄浦 江 航 道 深 寅 ， 江 内 风浪 轧 平静 ， 便 于 输 船 进 鲁 停泊 ;:(4) 苏 州 河 与 黄浦 江 在 市 区 内 交 
会 ,通过 这 两 条 河流 可 与 周围 物产 富 人 能 的 太湖 流域 广大 农村 保持 密切 的 联系 。 

现今 的 上 海 市 区 在 唐 代 还 只 是 波 赛 的 小 渔村 。 随 着 海运 的 发 展 和 太湖 流域 经 济 的 开 
发 ,上 海 在 地 理 位 苇 上 的 优越 性 才 水 渐 显露 出 来 。 北宋 未 (1074 年 ) 在 兹 设立 市 舶 提 举 司 ， 
管理 中 外 商船 税收 , 海 船 往来 渐 境 。 1292 Se ERAS LI, RE, 
与 苏州 河水 面 已 /成 为 海 船 集聚 停泊 之 折 。 

IB RBA, LSet Res EY SBE HE, 她 才 开 始 由 小 县 战 发 展 成 为 他国 
最 大 的 城市 。 由 于 上 海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的 一 些 特点 适应 于 帝国 主义 侵略 的 需要 ; 他 个 选择 
上 海 作为 侵略 中 国 的 主要 据点 。 自 .1845 年 开始 ， 英 、 美 、 法 .日 等 帝国 主义 国家 和 纷 份 在 上 上 
海 开 辟 租界 地 。 租 界 地 内 首先 出 现 的 企业 是 外 国 金 融资 本 的 大 银行 和 为 进 轴 口 买 易 服 务 
的 商 党 。 最 早出 现 的 工厂 一 一 修 船 厂 (1862 年 )， 也 是 为 进出 口 导 易 服务 的 。 19 HE 90 
4ERCUS BRIT FARA RE, HLT eA ER I J eS 
WARP, BARR AE Ro PL OMT A, LT Bh ASE, J 
1865 年 上 海 市 区 人 口 为 69 万 ,1936 年 已 增 至 374 万 ,至 1948 年 则 增加 到 520 Bo ， 

解放 前 上 海 已 是 全 国 最 天 的 工商 业 域 市 ， 但 商业 . 上 的 意义 远大 于 工业 。 上 海 是 旧 中 ， 
国 金融 贸易 的 中 心 ，1948 年 上 海 进出 口 导 易 总 额 缠 占 全 国 80 乞 ,外 国 商品 元 斥 市 塌 。 站 
业 只 居 从 属地 位 。 工 业 所 需 的 原料 大 部 分 依 敌国 外 进口 ,对 进出 口 慷 易 的 依 顿 性 很 大" 工 
卫 所 生产 的 商品 履 消 费 资料 为 主 , 而 且 有 一 部 分 为 投机 商业 服务 ， a eae 

授 机 性 和 消费 性 。 bh: 
AH Like Rij BRAG” kB ReTA RMI RSE BHR 
EET AMEE I ALS A, WPA HEE. -EBE EV ie, Pe 

a 但 上 海 也 是 我 国 工人 阶 般 最 牺 中 的 地 方 ， TER a ee * a 

为 公国 工 入 运动 的 中 心 。 

解放 以 后 ;劳动 人 民 成 为 上 海 的 主人 ;清除 了 帝国 主义 和 国内 反动 势力 ， 接管 了 官 俱 
资本 企业 ,处 理 了 帝国 主义 企业 , 取 绩 了 没 机 商业 ,海关 完全 独立 自主 ， 工业 原料 帮 大 部 分 | 
改 由 国内 供应 ,根本 改变 了 旧 _ 上 海 的 全 殖民 地 面 乃 。 

经 过 几 年 来 的 社会 主义 改造 和 建设 ， 上 海 工业 生产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1957 年 的 工业 
总 产值 为 1949 年 的 3.7 倍 ，1958 年 又 比 1957 年 增长 50 多 。 1958 年 一 年 所 增加 的 工业 

产值 超过 了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历 年 产值 增长 的 总 和 。 工 业 的 和 略 构 也 发 生 了 很 天 的 变 比 ， 
BOW ARR, BUA he RT 业 的 比重 变化 列表 于 下 

1) 这 里 所 引用 的 有 关 工 亚 产值 的 统计 ;为 按 1957 年 趟 机 价格 时 算 /不 外 撕 昂 区 备 县 二 业 产 条 在 内， 

© 44.6. 



| je tf 比 重 ， 

总 ae la. 工 owl) ee x= wl eR xc 炎 

196083 100 13.6 24.0 MGR 
1952 100 22.9 24.9 52.2 
1957 100 36:5 26.9 36.6 
1958. 100, ° 45.6 , 21.9 32.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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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SH wes —, TL WSS —(1958 年 )。 其 中 
PSHE A, Hie, BAO is SS REAM e—bo 在 我 国 ， 

”天 会 主义 建 改 中 -上海 工业 基地 已 发 挥 了 互 大 的 作用 。 
ERNE RAT 90 % 以 上 供应 外 地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中 上 海 生产 了 大 量 ， 
ik Mises ine in eclebcsreeonm Ae aenee 
SUAVE, FR, KA, A Ah DLS AA EAT SE 

1958 年 在 圣 国 以 钢 为 网 工业 生产 全 面 大 跃进 的 形势 下 ,上海 机 器 制造 业 还 开始 大 量 生产 
1 洛 多 、 矿 罩 起 重 ;: 银 压 等 重型 机 器 屋 备 ， 有 力 地 支援 了 全 国 各 地 钢 詹 元 帅 的 升 帐 。 上 海 

1958 年 的 钢 产 量 和 机 器 制造 工业 总 产值 均 比 1957 年 增长 一 倍 以 上 。 化 学 工业 的 发 展 速 
CBB STORK ERE, LMS OS ES SES 

产品 均 占 全 国 很 大 比重 ,近年 来 化 学 原料 和 基本 化 学 工业 也 开始 远 速 发 展 。 
于海 是 全 国 最 天 的 纺 粮 品 和 日 用 工业 品 的 产地 ,产品 种 类 繁多 , 价 廉 物 美 。 全 部 产品 

AAS 70% FARES, 在 国内 广 天 市 场 上 到 处 可 以 看 到 上 海 的 百货 商品 。 解 放 以 来 上 
海 芒 粮 与 轻工业 的 产值 也 是 涿 年 增长 ,但 对 某 些 生产 能 力 过 剩 \ 原 料 缺乏 、 屋 备 落 后 产品 
质量 不 高 的 轻 炉 工业 企业 进行 了 压 绽 、 合 任 、 改 行 或 外 迁 。 外 省 还 不 能 生产 的 和 供应 出 品 

”机 高 级 产品 近年 来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 
王 海 工 业 生产 的 发 展 还 为 国家 积累 了 大 量 的 建设 资金 。 仅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押 

积累 的 责 金 就 右 全 国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人 本 建 改 间 投资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和 全 国 工业 基本 建 
发 总 投 责 的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上海 工业 的 发 展 历史 较 久 , 技术 方 量 较 雄 厚 ， 拥有 避 多 的 工程 技术 人 员 和 技术 工人 ， 
并 有 不 少 科学 研究 机 构 和 高 等 学 校 可 以 提供 技术 帮助 。 解 放 以 来 上 海信 抽调 出 大 批 技术 
人 才 支 援 内 地 的 工业 建设 ,至 1958 年 上 海 先后 向 外 地 琼 迁 的 工程 技术 人 员 和 技术 工人 已 
达 30 RFA. 

由 于 上 海 技术 条 件 较 好 ， 而 且 工 种 用 齐 祭 ， 苏 作 关 采 密 切 ， 因 此 工业 产品 的 品 和 
赤 多 ,质量 较 高 。 国 家 坛 制 技术 水 平 较 高 的 新 产品 和 高 级 产品 的 任务 大 部 分 由 上 海 承担 。 
仅 在 1958 年 一 年 中 上 海 武 制 成 功 的 新 产品 就 达 一 万 多 件 , 其 中 有 的 已 赶 上 和 超过 国际 水 
平 。 

在 令 后 几 年 内 上 海 的 工业 将 以 更 大 的 规模 发 展 ， 为 了 充分 利用 上 海 现 有 的 工业 基础 
和 技术 条 件 , 为 了 使 上 海 工业 与 内 地 工业 更 好 的 结合 ,今后 将 大 力 发 展 高 级 的 、 精 密 的 ,大 
型 的 产品 和 各 种 新 产品 ,就 工业 部 门 来 改 将 着重 发 展 机 器 制造 ,冶金 \ 化 学 等 重工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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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Dv ABA RG dn PY: | 
PLAS ible TR, RARE RTE Js Be AL ARE FHL PEE Sh, EE 

FAIR AAAS Be, 0 ACE RE SER RSE A WE Se, CREME, EDR, fa | 
BE Tar Fs FE Db 2 5 ET EUR BE ESS 
仪表 仪器 工业 ,以 及 以 电讯 电子 仪器 和 各 种 元 件 制 造 为 中 心 的 电讯 工业 ; 4a BA 
亡 能 言 普 车 \ 载 重 汽车 ,三 坦 卡 车 和 拖拉 机 :适当 的 发 展 多 品种 的 滚珠 下 承 \ 高 强度 潜 包 入 
和 精 窗 的 刃具 量具 。 这 样 就 可 以 初步 建成 较为 完整 的 机 器 制造 工业 体系 。 

钢 然 工业 方面 ,将 建立 炼 铁 高 炉 , 租 成 大 型 钢铁 联合 企业 , 井 着 重 发 展 优质 合金 镶 \ 中 
RAR AR a FR BAUER Be PA A 9 ET » Das FOPLES 
制造 工业 的 联系 。 

化 学 工业 方面 ,要 初步 建成 以 煤 、 sabes, 天 然 气 、 盐 等 化 学 资源 为 中 心 的 综合 利用 
体 柔 ;建立 化 工 原料 基地 ;发 展 有 机 合成 化 学 开业 ,建成 比较 完整 的 塑料 、 合 成 村 维和 高 家 “” 
染料 工业 ;发 展 酸 碱 工业 ， 扩大 化 学 原料 和 化 学 试剂 的 品种 ;发展 化 学 肥料 高 级 农 攻 的 生 
产 ;发 展 医 菊 工 业 , 生产 各 种 抗菌 素 、 维 生 素 等 高 级 莉 品 和 原料 东 。 这 样 将 天 大 改变 目前 
化 学 工业 原料 落后 于 化 学 加 工 工业 化 学 产品 品种 落后 于 生产 发 展 需要 的 情况 ,使 化 学 工 
业 能 更 好 的 为 特种 金属 治 炼 、 机 器 仪表 制造 、 纺 和 夺 工 业 、 日 用 品 工业、 BE TAPS 
务 - r' 

Pi IW ABER TE veh ge MIE Hise G4BBOK, 4A 
filcsin PAG 5 Ce Th 9 Be Pe , AERA Wee. RA, ERE ee eh 
A AIA, CAE ERC, EERE, ARR; 利用 国产 原 
RRR ERY RE, CMA SS OR TAO, 增加 处 汇 收 入 。 

日 用 品 工 业 方 面 ， 将 在 本 市 化 学 工业 和 机 器 制 遗 工 业 发 展 的 基础 上 ， 积极 利用 上 海 的 
技术 条 件 及 广泛 的 协作 关系 ， 发 展 塑料 制品 . 手 钙 、 照 相机 、 软 片 、 高 级 金笔 玻璃 器 下 :化 
逆 品 等 高 级 消费 品 ;不 断 扩 天 产品 品种 ; 提高 产品 质量 ， 节省 外 汇 ， SHAS. ; 

EAE RIOR HEHE Bes 7S DLAs 2 BARS 
来 的 ,向 全 国 提供 各 种 高 级 的 \ 大 型 的 、 精 密 的 工业 产品 的 综合 性 的 工业 基地 。 

上 海通 过 铁路 和 港口 与 公国 广大 地 区 保持 着 密切 的 货运 联系 。 从 上 海 太 册 的 多 是 重 
量 较 轻 的 各 种 工业 品 ,从 各 地 坟 入 的 则 是 大 量 的 燃料 (煤炭 、 Fit) HR FAK bse) ae 
种 原材料 (木材 、 矿 物性 建筑 材料 .生铁 ̀  盐 棉花、 烤 欧 、 油 料 等 ) 1958 SEAR A Eiht HH Ek 
的 2.2 45. aR DUA EPS ARRAS CD A, Be AOA RTL ERT ae 
Rae, (LRA TA Fae SX AERA SSE 
EPA Hh A BAR 70 % VEC 1958: 年 ) 通 过 港口 。 Meno ee ceo: # 

DM: Et eS A BP, PCR LE PEO Ae PE PE ER SL He APE SE PSG Hg : 
ive WF RBM EA hor A, LO Ah, LIS BOT 
大 的 增长 ， eT es eee la 
港 。 

解放 以 来 上 海 对 外 贸易 进出 eee TS 1957 年 为 1950 年 的 2.2 倍 ,1958 年 双 

1) 贿 闭 李 俞 :建设 上 海 的 入 会 主义 工业 。 载 于 学 术 月 刊 1958 第 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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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957 年 增长 40%, MOR BO MAB RAR ARATE, SRB PLA: (1) 
HAMELS eR BERTRAM BH a te ARATE, 1950 年 还 

不 到 5% , 1958 FLEA 60% bo (2) WOR SAM AC, HEM SAR FM. 
”解放 前 上 海 对 外 贸易 历年 来 大 量 入 超 , 如 1947 年 进出 口 总 额 中 出 口 只 占 325%, AD 

th 67.5 儿 , 解 放 后 已 变 成 出 超 ; 1950 年 出 口 额 占 进出 口 总 值 的 比重 已 达 53 匈 ; 至 1958 年 

FE, LFS 92%, (3) HO Bin Se ane Ry 解放 初 (1952 年 ) 还 只 占 

四 分 之 一 左右 ， 1958 年 已 占 三 分 之 一 久 止 ! 

黄浦 江 是 上 海港 的 主要 组 成 部 分 ,航道 平均 宽度 260 米 , 经 过 解放 后 的 不 断 栈 深 ; 通 
常 水 深 在 8 米 以 上 ,万 吨 轮 船 可 随时 进出 ,但 在 长 江口 有 铜 沙 波 滩 , 通 常 水 深 只 6.4 米 ， 万 
IA EH, ALISA, VSWR, ERIN PAR 
SS, MRT I ASEM. BEARD BIE Fe SM os ASS VE ERE), 1952 年 
Sea 7 ve eA ER RAT RAE PT EM SRARHT FI 
价 的 劳动 力 , 码 头 装卸 全 用 人 力 ,现在 机 械 装 务 已 占 较 大 比重 。 过 去 上 海 码头 没有 一 个 与 
歼 路 连接 ， 解 放 后 已 在 市 南 日 旧 港 建造 了 第 一 个 水 陆 联 运 码 头 。 为 了 适应 大 跃进 以 来 洪 

.日 香 吐 量 急 剧 增长 的 需要 ， 上 海港 口 还 需要 大 力 扩建 。 PERE Ge OE, Vea apn 

PLA AT SLC E AIT BEE HG SL 
: BaF SA ASH OO EK EIB LM Ia LE A SES CE — 
HHRMA, Saat ees 

SEARS AT EAC AD BEE MARIE , PREY HS (TSE EIA PODER EY 
WT AS SF LAA, RR TLE , i LR EAT 
配合 新 工业 区 的 建设 ;近年 来 还 扩建 和 新 建 了 若干 车 站 ,新 修了 数 条 铁路 专用 线 。 

解放 前 上 海 的 工厂 商店 和 住宅 多 集中 在 黄浦 江 以 西 沪 杭 铁路 以 东 的 狭小 的 市 区 内 ， 
”等 别 是 在 过 去 的 租界 地 内 ， 这 里 的 人 口 已 十 分 密集 拥挤 。 解 放 后 随 闭经 济 的 发 展 和 人 口 
自然 增长 率 的 提高 ， 上 海 的 人 口 仍 有 很 大 增长 ,主要 各 郊外 分 散 扩展 。 西 郊 、 北 郊 和 南郊 
已 出 现 了 不 少 新 工业 区 和 工人 新 村 。 上 海 现 有 的 较 重 要 的 工业 区 除 解放 前 原 有 的 杨浦 机 
电工 业 区 和 普陀 熏 粹 工业 区 外 ,还 有 解放 后 新 发 展 的 吴 激 钢铁 工业 区 ,彭浦 和 阅 行 的 机 械 
工业 区 , 浅 河 泾 精密 仪器 工业 区 ,机 浦 . 吴 泾 和 高 桥 的 化 学 工业 区 。 原 来 分 散在 市 区 内 的 小 
型 的 “弄堂 工厂 ”9 许多 已 拆迁 到 新 工业 区 轻 合 俐 、 扩 建 、 改 建 而 成 为 现代 化 的 大 厂 。 目前 
黄浦 江 以 东 的 浦东 地 区 由 于 不 能 与 浦西 的 市 区 进行 直接 陆 上 联系 ,和 经济 发 展 受 到 限制 。 今 
后 如 在 黄浦 江 下 建 疏 水 下 险 道 或 在 黄浦 江上 架 改 大 桥 ， shapeibalibauiepois 浦东 地 区 
的 工业 生产 也 将 会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上 海 市 原来 的 地 区 范围 很 狭小 ;1958 年 江苏 省 的 宝山 \ 豪 定 ,上 海川 沙 ,南汇 、 过 贤 、 
人 金山 ;松江 、 青 浦 .崇明 等 10 县 先后 旭 归 上 海 市 管辖 ;上 海地 区 的 范围 大 大 扩大 ,这 对 于 上 
海 市 的 建 疏 与 改造 以 及 副食 品 供应 的 改善 均 极为 有 利 。 

上 海地 区 各 县 的 工业 也 已 多 少 有 一 些 基 础 ,主要 是 转生 与 食品 工业 。 南 汇 、 嘉 定 \ 川 
AS Bes A. BEE, Mb BAO th MAE BRS, BAP Ente aye 

1) 海 办 SEUNG IEA ELAS SE, Po NG EAs LA 4 Be tp Zea Ml BG Als SK He Eo 
2) LM ARS by Bere AE Ch) BBD SE, ALTE SERA, AL Be HH ASR 7 AB 

出 的 气体 有 害 市 民 的 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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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3 Ewa. 

量 的 1/3 DLL, RIGS serh TH UMN, BUR AH, 45. LATHE Ps Re NLT 
厂 可 能 迁 到 邻近 各 县 ,或 从 市 区 抽调 一 部 分 人 力 物 力 支 援 各 县 的 建设 ,这 不 但 可 以 促使 各 
coins eiiiammmmmailietlneetimtaigi civil: 
的 新 城市 创造 条 件 。 

上 海地 区 的 农业 主要 为 城市 服务 。 生产 大 量 的 蔬菜 、 肉 类 \ 水 产 、 赴 所 供应 城市 从 民 永 
EMRE, LRT RIALS, 1958 年 全 市 各 县 蔬 荣 种 植 面积 占 作物 总 面积 的 比 
重 还 不 到 3% , 但 近郊 区 的 蔬菜 种 植 比重 却 高 达 60% 以 上 。 现 远郊 区 各 县 也 都 在 大 量 扩 
大 种 植 ， 以 求 蔬菜 尘 公 自给 。 郊 区 的 养 畜 业 也 很 发 达 , 以 猪 、 鸡 、 脆 的 蚀 养 为 最 普 逼 ,近年 
来 肉 用 羊 也 有 较 大 发 展 。 川 沙县 的 乳牛 著名 国内 , 除 供应 上 海 乳牛 外 ,还 向 江苏 .浙江 \ 广 
东 等 省 翅 出 乳牛 。 今 后 市 郊 其 他 各 县 乳牛 业 的 发 展 也 需要 川 沙县 天 力 支 援 。 水 产 的 发 展 
条 件 很 优越 。 青 浦 \ 松 江 一 带 地 势 较 低洼 , 河 港 湖 海 密布 ,水 产 资 源 丰 富 , 可 成 为 供应 市 区 
淡水 刍 的 主要 基地 。 沼 海 沿 江 各 县 瞩 可 进行 江海 捕 迭 ， 亦 可 发 展 淡水 渔业 。 今 后 上 上 海地 
区 的 水 产业 除 满 足 本 市 需要 外 , 还 可 支援 外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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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A RT AA Se OE, Se JD, IC, 
HAASAN GORE, XPM MMAR ARPT 
TRA GH 1/5, HE AS TIS BS 1/4, ES OE LTH Hime LZ, 

BRIERE LAA 1/7 左右 ,将 来 随 着 棉花 亩 产 的 不 断 增 长 ,本 地 棉花 的 供应 

SERA tb. FR ROK ETH AEE, MILES RTH, 

te 

y 

FAR PIER HE, Heth WUE US FASE AAAS RH, ESE SRHES TT ME 
植 , 其 比重 已 占 水 稻 面 积 的 1/10 DL, Eee TT IR BBE RAB AK ARS 
需要 ,将 来 单位 面积 产量 虽然 还 可 以 大 大 提高 ,但 由 于 其 他 作物 的 发 展 送 食 作物 的 面积 可 
SEM) TT ARPA OR, PRN MARA, Althea TORR 
须 依靠 外 地 的 支援。 

| 上海 市 郊区 的 农业 为 城市 服务 ， 城 市 台大 的 工业 也 为 郊区 农业 的 发 展 提供 雄厚 的 物 
项 基础 。 从 上 海 各 电厂 通 往 郊区 农村 的 输电 线 正 在 陆续 兴建 ， 排 灌 机 械 和 农业 机 械 也 在 
夫 批 生产 ,供应 农村 。 上 海 郊 区 各 县 有 可 能 比 国内 其 他 地 区 提前 实现 电气 化 和 机 械 化 s 
4 ¥ 

8 2. 太 湖 地 区 

未 湖 地 区 包括 长 江 以 南 ， 太 湖 周围 的 九 个 县 和 无 锡 、 苏 州 \ 常 州 三 个 市 。 这 里 农业 生 

产 的 条 件 优越 ,历史 开发 悠久 ， 工业 与 运 壹 业 也 都 很 发 达 ， 是 江苏 省 生产 发 展 水 平 最 高 的 
地 区 ,也 是 全 国 最 富 廉 的 地 区 之 一 。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 紧 拨 着 上 海 ,属于 上 海 的 外 围 地 区 ,与 
RRR REE. 

eS AHH EAE — THE EAR Sp RAZR 只 在 太湖 边沿 和 湖 中 心 有 少 数 低 矮 丘陵 ， 

区 内 河流 密集 ,湖泊 成 大 ,为 全 国 著名 的 河 网 地 带 。 河 湖水 量 充沛 ,水 位 涨 落 变 化 不 大 ;水 
。 利 条 件 较 好 , 萎 大 部 分 地 区 基本 上 是 旱 洲 无 。 但 在 太湖 以 东 ， 松 江 \ 青 浦 以 西 地 区 地 势 
| PRE WIGS, HEARS ETH, LS WS WMA SFA, WARE 
水。 沿江 沿海 地 区 地 势 较 高 爽 , 提 水 灌流 任 务 较 大 。 解 放 以 来 由 于 大 力 发 展 机 电 排灌 ,至 

1957 年 机 遇 排 灌 面积 已 占 赫 地 总 面积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 成 为 全 国 机 电 排 灌 事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 在 第 二 个 去 年 计 划 期 间 将 基本 上 使 全 部 耕地 都 实行 机 电 排 灌 这 对 于 保证 太 讲 地 

区 的 慨 产 丰收 有 很 大 作用 。 
太湖 地 区 位 于 江苏 的 最 南部 ,气候 比较 温暖 , 土壤 亦 很 肥沃 ; 河 湖 沁 泥 是 很 好 的 天 然 

i, RAAB BHIHRS, MEM, 农作物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高 。 沽 棉 单位 
产量 均 居 江苏 首位 ,复种 指数 高 达 194% (1957 年 )。 农 村 副业 也 很 发 达 ,农业 经 济 具 有 相 
GASP, EW ARBEALY. 7 

太湖 地 区 的 钴 仿生 产 以 稻 考 两 熟 为 主 。 这 里 是 江苏 重要 的 水 稻 产 区 ， 舟 谷 产量 占 江 
苏 人 省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而 且 契 大 部 分 是 品种 优良 的 业 稳 。 区 内 早 、 中 、 晚 炸 均 有 种 植 ,其 中 

”到 高 产量 的 晚 粳 所 占 比 重 最 大 。 小 麦 是 与 水 稻 换 茬 的 主要 冬 作 ， 种 植 面积 相当 于 水 舟 面 

积 的 二 分 之 一 至 五 分 之 三 ,但 过 去 由 于 重 称 轻 才 , 麦田 耕作 粗放 ,小麦 产量 只 及 水 舟 产 量 

“的 七 分 之 一 至 九 分 之 一 5。 现 在 麦田 粗放 情况 已 开始 改变 ， 少 麦 在 三 食 生 产 中 的 比重 将 会 

utile 

1) ARE RRA RPK » eA IL P-AB 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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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 太湖 地 区 也 鲁 推 广 双 季 稻 的 种 植 ， 产 量 略 高 于 称 麦 两 熟 。 在 稳 麦 两 熟地 区 适 
当 种 植 一 些 双 季 稳 有 利于 劳力 的 笛 节 ,但 种 植 过 多 时 又 会 造成 劳力 的 紧张 。 在 劳力 肥料 
不 足 的 情况 下 , 双 季 称 的 产量 可 能 还 不 及 稻 麦 两 熟 。 因 此 目前 双 季 和 糙 的 种 植 比 重 还 不 大 ， 
今后 稻 麦 两 熟 将 仍然 是 太湖 地 区 着 食 生 产 的 主要 形式 。 
AHH 9 FEDS 2A ARS: IS RTE TRA, BUD AE A ZE , —4E 7A RIE — Ae 

舟 油 从 ,这 对 于 改良 土壤 ,提高 肥力 有 很 大 的 作用 ， 因此 太湖 地 区 也 是 江苏 省 交 肥 、 油 荣 种 
植 最 多 的 地 区 。 

棉花 只 se UT SRS sO EAL, A 与 水 稻 输 作 ，- 一 年 水 稻 二 年 祝 花 。 
这 里 棉花 生产 在 江苏 省 闪 所 占 比 重 不 高 ,但 植 棉 历史 悠久 , 单位 面积 产量 城 高 ,所 产 杭 花 ; 
大 部 就 近 供应 区 内 棉纺 织 工 业 。 

太湖 沿岸 甜 烷 生产 在 历史 上 早 就 色 有 盛名 ,现在 仍 是 全 国 重要 的 甜 蔓 产 地 ,其 中 以 无 
锡 、 喧 江 二 地 产量 最 大 。 农 民 富 有 养 天 经验, 每 张 矢 种 的 单位 产量 在 不 断 提 高 ， 目 前 主要 
问题 是 桑 叶 供 锥 不 足 , 太 湖 沿 岸 的 又 园 多 是 分 片 地 散布 在 水 田 之 间 ;地基 略 高 于 水 田 。 解 
放 前 桑田 售 遭 到 很 大 破坏 ,有 不 少 桑 基 已 彼 改 为 水 田 , 留 下 来 的 桑 园 也 有 好 多 桑 株 玖 缺 不 
全, 近 几 年 来 一 直 在 大 力 恢复 和 更 新 桑 园 。 

在 太湖 边沿 的 丘陵 地 上 已 开辟 了 不 少 果 园 和 茶园 。 水 果 生 产 以 无 贸 的 水 谈 粮 苏州 、 
EME, BARE. BEM Tee (Bee), 产量 虽 不 很 大 ， 但 品质 很 
高 ,为 全 国名 茶 之 一 。 

太湖 流域 的 湖泊 河 网 地 带 淡水 渔业 很 发 达 ， a> Lia 
DW BI, RAZA OEP RES, EA RHMRS, BEER MT 
高 的 地 区 之 一 。 淡 水 殷 产 极为 丰富 , 除 满足 区 内 需要 外 , 还 大 量 供应 上 海 及 其 他 地 区 。 现 ， 

”区 办 和 消 有 广大 湖 河水 面 未 加 利用 ,今后 淡水 渔业 还 大 有 发 展 前 途 。 
BITRE RY KAR, Ima RET 提高 单位 产量 外 ; 并 将 在 东 太 湖 ， 

(RERUN RRA. Of 
ALE LENE RR LMA AA, ART 

WK, HEROS ERA EORAATL BEA T RAN RE. 
ARTA He KLM Re , SREY S TB AGL AGERE, SEK ANSE He WASPORERY 发 

展 多 种 农业 罗 济 的 有 利 因素 ,而 农业 的 高 度 发 展 也 为 本 区 的 工业 生产 提供 了 良好 条 件 。 
太湖 地 区 现代 工业 的 发 展 在 历史 上 与 于海 民族 资本 关系 较 密 切 。 解 放 初 期 私营 工业 

所 占 比 重 极 高 ; 现 已 全 部 公私 合营 ,但 在 生产 上 仍 与 上 海 保持 一 定 的 联系 。 
目前 太 潮 地 区 的 工业 以 入 DVT a ee AR Pith Le BPM HEB 

3/4 ZAG, UAL WA TAH HTL SE BE SP ECS INH, DER 
KM BA KOSS SA, PPE RENE A, EA SRR 
BEARDS CBE R, 常州 常熟 .江阴 则 是 织 大 于 息 , SE RA RERAT 
鼻 , 桨 天 于 和 织 , 过 去 需 从 上 海 调 入 棉纱 ,今后 随 着 纱 锭 的 增添 , PRO ae, Dap 
ALP RE WE PG. OWT ie UL Be ae RAR BR oe PE ARAL, ATEN 
AL ISHAM ICARDA , PFS ATE Gk BLE PS HEE OWE DL 

太湖 地 区 所 产 委 蔓 集中 在 无 锡 、 苏 州 二 地 入 条。 其 中 无 鲍 市 的 厂 煌 产量 占 江苏 双 省 
80% AAT. ATS eS BEE LIRR LO, KARA EROWEBM, 

es。 50 - 



Sap — eR. 解放 后 已 进行 合 供 和 改造 。 
食品 工业 是 过 去 比较 发 达 的 部 门 ， 以 辐 粉 ,人 米 \ 梭 油 为 主 -其 中 鲍 粉 工业 和 梭 油 工 

业主 要 是 在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期 间 由 于 国外 市 场 的 需要 而 疼 展 起 求 的 ,生产 能 力 相 当 庞 大 ， 
中稻 放 初 它们 的 生产 能 力 均 占 江苏 全 省 一 中 以 上 ， 近 年 来 相对 比重 已 有 若干 降低 。 在 第 一 

PANAMA FLARES, AAR Ro: 安 业 大 跃进 以 后 ， AEFI Hy HY A 

| 大 大 发 挥 。 
”到 粉 生产 主要 集中 在 无 锡 ， 其 次 是 苏州 ,常州 等 城市 。 区 内 所 产 小 麦 不 和 ibis ZOO 
业 的 需要 ,依靠 苏 北 地 区 补充 。 所 产 面 粉 除 区 内 消费 外 ,大 部 分 转 上 海北 运 。 

梭 油 工业 也 主 要 牙 布 在 无 锡 \ 苏 州 \ 常 州 三 市 ， 此 外 在 区 办 各 县 都 有 一 些小 型 棒 油 厂 
和 手工 油坊 。 棒 油 能 力 远 远 超过 区 内 主要 油料 喜 源 油 荣 季 和 棉籽 的 产量 ， 每 年 需 从 苏 北 
和 处 省 恶 入 大 量 的 天 豆 。 所 产 植物 油 有 一 部 分 经 上 海 出 口 。 
太湖 地 区 稻米 产量 丰富 ， 解 放 以 来 候 米 业 有 较 大 的 发 展 。 全 区 的 研 米 能 力也 占 江苏 

对 省 中 以 上 。 过 去 急 米 业主 要 为 城市 业 商 服务 , 现 已 面向 农村 ,为 农村 加 工 ， 在 广大 家 
po 

\ ill 和 处 调和 出 口 大 米 的 加 工 。 
二 解放 后 发 展 最 快 的 是 机 器 制造 eT wb 5) See ORL SERN se CAP RAF RL 

_ 无 锡 、 常 州 等 地 所 生产 的 柴油 机 、 电 动机 在 省 内 占有 重要 地 位 。 正 在 兴建 的 锅炉 ,电线 
， 电 纹 、 变 压 器 等 厂 将 与 省 内 其 他 地 区 进行 电站 配套 。 无 锡 机 床 厂 经 改建 后 已 能 大 批 制造 
“ 各 种 精密 的 磨床 ， 支援 国内 各 地 。 常 州 万 墅 卉 机 车 厂 过 去 只 能 修理 机 车 现 已 能 成 批 生产 。 
。 无锡 所 制造 的 绚 穆 机 、 研 米 机 、 磨 粉 机 已 达 国际 先进 水 平 ， 开始 出 口 国外 。 FB FINI 
: SEAL DAG AETHER BL 

. 过 去 太湖 地 区 完 公 不 产 钢铁 ,1958 年 以 后 苏州 无锡 、 常州 等 市 都 已 建立 了 小 型 钢铁 
。 琅 , 宣 兴 \ 武 进 等 县 建立 了 小 高 炉 。 铁 矿石 除 由 区 内 解决 一 部 分 外 ， 倚 需 邻 近 的 宁 合 丘陵 
区 供应 。 苏 州 附近 的 阴山 :洞庭 出 ,无 锡 附 近 的 峰 几 山 均 有 铁 矿 ,但 多 属 训 式 铁 矿 ， 储量 很 
水 ; 合 铁 量 较 高 ,只 适合 于 小 型 钢铁 工业 的 发 展 。 
本 

苏 北 江汉 平原 ,支援 域 市 \ 交 通 \ 水 利 等 各 项 建设 。 苏 州 阳 山 的 砍 士 质量 很 高 ,供应 国内 各 
地 。 wr | 
APM ENT MLS eZ MRR, BA 2,500 多 年 的 生产 历史 。 过 去 以 生产 
日 用 陶器 为 主 。 这 里 所 产 的 性 \ 钴 ,和 缸 、 抽 等 粗 陶器 售 销 售 华东 各 省 ;这 里 所 产 的 茶壶 \ 茶 标 、 
花 首 等 紫砂 陶器 ,质地 精致 ,造型 美观 ,富有 艺术 价值 , 远 销 全 国 各 地 , 井 为 出 口 产品 。1958 
年 在 全 国生 产 大 跃进 的 形势 下 ， 宣 兴 陶 都 的 面貌 也 蕊 发 生 很 大 的 变化 。 陶 次 工人 由 年 初 
的 8,000 人 发 展 到 年 底 的 15,000 人 ;产品 方向 也 已 改变 ， 开 始 大 量 生产 隐 瓷 化 工 融 备 、 陶 

姿 机 械 和 人 陶瓷 建筑 器 材 ; 有 力 地 支援 了 各 地 工农 业 生 产 的 大 跃进 。 
太湖 地 区 特种 手工 艺 品 很 多 , 除 宜兴 的 紫砂 陶器 外 ,还 有 无 锡 的 泥塑 ,苏州 的 刺 烽 、 宋 

人 锅 、 淹 和 线 \ 檀 香 局 ,常熟 的 抽 固 花边 ,常州 的 第 杭 等 。 以 上 这 些 手 工艺 品 不 但 为 至 国人 民 所 
喜爱 ,而 且 其 中 有 不 少 在 国际 市 场 上 获得 巷 誉 。 

太湖 地 区 水 陆 交 通 均 很 便利 ,水 运 具有 特别 重要 意义 。 主 要 运输 干线 有 铁路 IE 
河 、 锡 泪 ( 江 阴 ) 运 河和 苏 申 ( 上 海 ) 航 线 。 与 区 外 联系 多 数 通过 以 上 各 巷 。 区 内 河 网 很 密 ， 

* St * 



LER RA ARATE A GE TS, TABKAORA BS CATR REE, WRASSE 
TTR EOS (LE WRAL EAT) FT REPS a BES BIO OY, ARR, 
省 天 量 的 装 印 搬 运费 用 ， 运 辑 成 本 低廉 。 因 此 城 少 物资 交流 均 利 用 水 运 。 肥 路 主要 担负 
客运 ,各 县 均 有 公路 可 通 。 但 由 于 内 河 客运 运 价 较 低 而 且 客 轮 航 线 比 开路 密集 ) RAR 
农村 ,因此 内 河 的 客运 量 也 很 大 。 

太湖 地 区 主要 的 城市 有 无 锡 、 苏 州 和 常州 ， 七 何 都 位 于 江南 运河 和 沪 字 铁路 条 上 。 
“ 无锡 市 ”位 于 太湖 的 北面 锡 深 运河 与 江南 运河 在 这 里 相 会 。 字 是 太湖 地 区 最 大 的 
工业 城市 和 江苏 内 河 航运 中 心 ， 
自从 上 海 开 港 ,海运 通 蝎 以 后 ,无 锡 成 为 苏 南 太湖 以 西 地 区 ， 苏 北 里 下 河 地 区 以 及 长 

江 中 下 游 各 省 通 往 上 海港 的 内 河 船舶 必 经 之 地 D。 光 猪 年 间 ， 封 建 王 朝 在 此 发 立 漠 运 站 ， | 
WK ESR HDISFE SEAS ER ARSE EK i, RRA, RINE Lie 
i, SNARE 100 多 万 石 。 1908 年 沪 宁 铁路 通车 以 后 ， 水 陆 交 通 更 为 便 

All BSR BE, TE ED 130 SR, HMMS 
AUER) ROMA EEX 400 DAA, APR BRO RB Se, RBS 
国 四 大 米 市 之 一 。 

现代 工业 的 发 展开 始 于 19 HERE, 1894 EMBL BRA, 其 后 又 陆续 建立 
了 到 粉 (1901 年 )、 焰 练 (1904)、 榨 油 (1912) 等 工厂 。 在 第 一 次 世界 天 成 期 间 息 禄 和 食品 
工业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这 里 成 为 江苏 省 工业 最 发 达 ; 民族 次 本 最 集中 的 城市 。 这 里 的 工厂 
多 数 是 上 海 的 尊 本 家 投资 兴建 的 ,而 上 海 的 责 本 家 双 大 部 分 是 无 锡 入 ， 无 锡 和 上 海 的 关系 
很 密切 ,在 经 济 上 也 有 许多 类 似 之 处 。 无 鲍 鲁 有 “小 上 海 " 之 称 。 

解放 后 通过 私营 工商 业 的 改造 ， 无 锡 市 的 经济 面 腥 已 安生 很 大 的 变化 。 为 投机 凌 商 
所 操 航 的 “ 米 市 "已 经 消失 ， 代 之 以 有 计划 的 钴 食 供 应 和 调拨 。 工 业 生产 有 了 进一步 的 发 ， 

ai AD BL APRS 30 万 增加 到 50 多 万 (1957 年 )。 
无 锡 市 的 工业 主要 有 棉纺 徐 、 称 条 、 相 粉 ; 研 米 、 榨 油 、 机 器 制造 等 部 站 8 其中 相 檀 本 

工业 所 占 比 重 最 大 ,是 无 锡 工 业 的 最 主要 部 门 。 浆 和 革 业 则 在 全 国 居 有 重要 地 位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绚 和 中 心 。 解 放 后 机 器 制造 业 的 比重 急剧 上 升 ， 扩 建 后 的 无 锡 机 床 厂 和 紫 酒 机 厂 均 

， 已 成 为 全 国 性 的 大 厂 。 正 在 建 悦 的 芒 积 机 械 厂 、 锅 态 厂 和 电线 电线 厂 规模 也 都 较 大 。 命 
后 无 够 市 将 发 展 成 为 以 机 器 制造 业 为 主 的 ,并 拥有 发 达 的 轻工业 的 城市 。 

无 锡 市 通过 众多 的 河流 与 广大 安村 保持 密切 联系 ， 七 是 太湖 地 区 最 大 的 城 交 物 资 交 
流 中 心 , 从 农村 运 来 大 量 的 稻米 、 小麦、 棉花 \ 委 蔓 、 油 料 \ 水 果 、 蔬 茶 等 农产品 , 运 回 各 种 工 

业 品 。 市 内 河中 轻 常 挤 满 了 各 种 船只 ,天 锡 的 内 河 吞 旺 量 占 江苏 省 内 河 各 港 的 首位 
无 锡 市 西南 的 重头 浇 、 梅 园 \ 获 园 一 带 是 太湖 游览 腻 地 ,湖光山色 , 风景 如 画 , 吸引 了 

， 诈 多 游客 。 这 里 还 建 有 好 多 工人 疗养 院 , 接 待 来 自 租 国 各 地 的 劳动 模范 和 先进 生产 者 。 西 

FR EEL RIKER, FEE CSB VE HFA HL 
SINT SPAR ARAL , PFI SS Ew, Be Jette —= Ne 

可 到 达 , 距 小江 ( 苏 州 河 ) 和 江南 运河 在 此 租 会 ,水 陆 交 通 方 便 。 
苏州 是 一 座 历史 古城 , 远 在 春秋 战国 时 代 已 成 为 吴 国 首都 ,公元 前 500 aA, AF 

1) 因 长 江 江阴 以 下 江面 宽广 ， 两 河 小 船 行 葬 风险 很 大 ， 因此 从 长 江 中 上 游 下 来 的 内 河 船只 均 在 江阴 大 锡 洽 运河 
WH BE LE 

ee。 52 。 



BERD RAAT FB 3K 40 里 的 苏州 城 。 在 以 后 的 历史 次 展 过 程 中 苏州 一 直 是 江 

| Re. 
苏州 在 解放 前 是 一 个 封建 性 和 消费 性 的 城市 。 这 里 有 许多 地 主 官僚 ,拥有 自己 的 华 

， 真 宅 园 。 现 代 工 业 不 发 达 ,茶馆 、 酒 楼 等 服务 性 行业 却 很 兴盛 ,全 难 仙剑 阶级 称 为 大 间 "“ 天 

”党 "。 解 放 后 苏州 已 远 速 由 消费 城市 向 生产 城市 转变 ,古老 的 城市 恢复 了 青春 ， 出 更 了 欣 
歌 商 药 的 气象 。 现 在 苏州 已 成 为 人 民 自 己 的 “天 堂 "了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中 苏州 售 陆 顷 新 建 ,扩建 和 改建 了 50 多 个 工厂 。 苏 州 工 业 的 门类 

”繁多 ,产品 复杂 。 其 中 有 好 些 产品 是 国内 稀有 的 。 糙 移 工业 历史 悠久 , SMBS ME 

1957 Seppe AT Et Wy 1949 年 的 40 多 倍 。 化 学 工业 是 新 兴 的 部 门 , 现在 生产 着 天 然 香 ， 

精 , 有 机 玻璃 ,二 全 醚 . 护 酸 钙 、 精 精 等 化 学 产品 。 新 建 的 黄 板 纸 厂 以 周围 地 区 的 稻草 作 原 

料 ,产量 很 大 ,大 部 分 供应 上 海 。 近 年 来 还 在 这 里 新 建 了 小 型 钢铁 厂 ， 发 展 了 农业 机 械 制 

| 车 ,并 加 了 了 砂 输 .白水 泥 等 许多 国内 过 去 不 能 制造 的 新 产品 ,棉纱 .棉布 的 产量 也 有 了 显著 
， 硼 增长 。 苏 州 的 手工 业 相当 发 大 ,手工 技能 很 高 , 诈 多 特种 手工 艺 品 驰 名 中 外 ,今后 的 苏 

> 

NIOLARASHRRE. RTA BRKE SMEAR, BERR 
DDL, 还 可 利用 各 种 特殊 技能 ;生产 多 种 复杂 、 特 殊 的 小 产品 供应 国内 各 地 或 出 口 。 

二 苏 并 是 一 个 以 园林 雁 多 著名 的 城市 ， 全 市 网 有 大 小 园林 百 余 处 。 解 放 后 整修 开放 的 
| 园林 有 拙 政 园 、 狮 子 林 、 沦 浪 亭 、 怡 园 、 留 园 、 西 园 等 多 处 。 这 些 园 林 具 有 浓厚 的 民族 形式 ， 
莽 且 各 有 自己 的 特点 。 这 里 还 有 公国 知名 的 虎 丘 、 塞 币 寺 3# 灵 兰 等 名 胜 十 颐 。 市 内 流水 穿 

BAGH, 将 来 进一步 美化 后 ;整个 城市 可 成 为 一 个 大 花园 。 
所 常 剂 市 ”位 于 无 免 西北 40 公 里 ;水陆 交通 也 很 方便 。 
自前 常州 是 一 介 太 熏 积 工业 为 主 的 轻工业 城市 。 现 代 乱 往 工 业 的 发 展 已 有 40 多 年 

疯 历 史 。 太 平 洋 战 备 爆 发 后 ,由 于 日 完 在 上 海 实施 “棉布 纺 制 ",， 市场 上 棉布 基 合 , 一 部 分 
中 水 民族 痪 本 办 粉 在 常州 建立 了 许多 小 型 织 布 厂 。 现 在 常州 仍 是 江苏 省 最 大 的 碎 布 业 中 
心 , 但 德 纱 能 力 落 后 于 徐 布 能 力 的 情况 正在 逐 半 改变 。 蕴 粉 、 候 米 、 榨 油 等 食品 工业 部 站 

“过 去 在 常州 工业 部 站 构成 中 毛 占 的 比重 仅 次 于 和 纺 纵 工业 ， 近年 来 由 于 机 器 制造 业 的 远 迹 

发 展 ; 已 退 庆 第 三 位 s 

常州 市 的 机 器 制造 业已 有 一 定 基础 ; 现 已 龙 大 量 生产 柴油 机 、 电 动机 、 鼓 风机 :水 泵 和 

次 业 机 械 等 重要 产品 。 在 常州 东南 10 公里 的 戚 墅 天 铁 路 机 车 车 郝 工厂 也 属于 常州 管辖 

光 范 围 , 现 为 全 国 制造 机 车 的 重点 工厂 之 一 。 正 在 兴建 的 增 大 的 机 械 厂 有 变压器 、 纺 纵 机 

宦 等 厂 。 新 建 的 常州 钢铁 厂 将 主要 为 机 器 制造 业 提供 金属 原料 。 今后 常州 市 也 将 和 无 锡 

。 市 天 致 相仿 ;发展 成 为 以 机 器 制造 业 为 主 的 重工 业 和 熏 机 工业 的 城市。 

3. > mR wm 区 

7 She EK LF Ye BS BB, FR SAHA, 大 部 分 在 长 江 以 南 , 另 包 括 江 北 的 

仪征 \ 六 合 、 江 浦 三 县 和 江 心 的 扬中 县 ， 全 区 共有 11 县 和 南京 . 针 江 二 市 。 这 里 基本 上 是 

一 个 丘陵 地 区 ,矿产 痪 源 比 较 丰 富 。 解 放 后 重工 业 有 了 示 大 发 展 , 已 成 为 江苏 省 主要 的 重 

工业 地 区 。 

TMK RP ACES, ARS BSA PRR, 主要 查 源 有 然 $a EE 

ULAR, MRS TRA AMPA Lb, EMA AED TORRES , 但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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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ee eS cen ee a ee ees Ce 

KOR BH PREPARA, BE RSSA VHTLERR, HP HER 

FEAL UL SEO" AISLE PTR EAE TOUTE. ANE ERE 

FAAP LT LB Ab PISA. Pa SUL IE CE AR Bs DH BE 
联合 企业 。 将 成 为 江苏 省 的 钢铁 供应 地 。 

宁 锁 地 区 的 机 器 制造 业 也 在 远 速 发 展 。 现 在 南京 市 已 能 生产 汽车 5 精密 自动 机 床 , 电 
Wat & 2K LM at, > En Sail. il 

MIRA. GRAS. 
化 学 工业 在 原 有 的 基础 上 有 了 更 大 的 发 展 。 南 京 已 成 为 全 国 重要 的 化 肥 产 地 之 一 。 
解放 后 除 扩大 破 酸 针 的 生产 外 ,还 新 建 了 规模 较 大 的 磷肥 厂 , 今 后 将 在 综合 利用 化 学 交 源 
-的 基础 上 发 展 有 机 合成 化 学 。 小 型 的 化 肥 厂 也 已 开始 在 各 地 积极 兴办 a 
南京 附近 宁 锁 铁路 线 上 的 龙潭 和 栖霞 山 的 水 泥 厂 规模 都 很 大 ;能 生产 抗 酸 、 耐 僵 、 耐 

ER RREMS AVA. TEER ISAM He, RPE AM 
泥 工 业 : 

PBK ET WARIS, SR EK RET Lh, RAR, ya 
RLF HHA. (ARPT BK Fe AE FASE, FG ERA Be A BT SR th AR 
Ko 7 ae 

TREK AUR RA SAE AR, ETC, 气候 温和 , (BS 
山区 。 过 去 水 土 流 失 严重 , 秃 山 较 多 ,十 地 的 利用 程度 不 高 ,分 布 在 丘陵 地 带 的 耕地 多 依 ， 
先 塘 填 蔷 水 灌 浙 。 现 有 的 塘 翰 一 般 著 水 量 较 小 ,不 能 充分 满足 农田 的 需要 。 地 势 较 高 的 耕 
地 则 完全 依靠 雨水 , 受 旱 伙 威 胁 较 大 ;二 、 三 十 天 不 下 雨 序 可 形成 旱 炎 。 而 在 秦淮 河 ̀ 潍 河 

两岸 以 及 石 白 、 固 城 . 长 落 等 湖泊 周围 地 区 ,地 势 低洼 ,夏秋 积 水 , 耕 地 多 是 圩 田 , 河 湖水 位 
上 涨 时 ,排水 困难 ,容易 造成 水 作 。 因 此 宁 镶 地 区 整个 农业 生产 水 平 低 于 太湖 地 区 5 

为 了 彻底 改变 宁 镶 地 区 的 农业 面貌 , 现 已 开始 大 规模 兴修 水 利 , 植树 造林 ,对 秦淮 河 ， 
与 滁 河 进行 全 面 的 整治 。 在 丘陵 山区 将 改善 10 多 万 个 旧 塘 翰 ;修建 一 柔 列 的 中 小 型 水 产 ， 
和 数 万 个 新 塘 址 , 塘 塘 库 闫 相连 ,做 到 就 地 拦 蔷 三 天 暴雨 量 200 毫 米 不 下 山 。 在 瑟 , 大 十 天 
不 下 雨 的 情况 下 仍 有 水 灌 上 新 。 并 结合 山区 造林 和 化 进行 水 士 保持 工程 ， 达 到 基本 上 控制 
水 土 流 失 。 在 沿 河沿 湖 低 地 将 精 合 翻修 提 坊 , 滩 深 河道 、 兴 建 并 填 , 发 展 机 电 排灌 消除 
圩 田 区 一 般 性 的 斌 兴 伙 害 。 正 在 修建 的 东 翰 引水 灌 浙 总 渠 将 从 车 沪 运 河 引 长 江 之 水 径 漂 
IA SA URE, AREA OA aS WORM Aa RA, sa st 

可 发 展 成 为 环 山 渠道 ,为 芒 册 周围 的 广大 丘陵 地 区 补充 灌 新 水源。 
ease HOM 60% DL ER ARRIIM, SEES Rh —-MOR CHO AERA 

Al), 少数 旱地 则 是 小 麦 和 大豆 换 茬 。 农 作物 的 钥 合 较 简 单 , APTS (85%) 
于 江苏 其 他 地 区 。 区 可 少 种 杆 测 二 村 食 作物 中 主要 是 水 稻 , 其 次 是 小 麦 和 元 ,大 
HHA BAR Ah, 

$1 SC ICRA SEIA MO HLRLs UG -P REC RLARCIAE 7—0 A TETRA 
FAN TEARS HT, LEGS MEEPR AE, WR RR ERATE DP, OA SE AB 
FA RE A OO KOA REM ME ae A, ABCD 
Birk A Ae AE, HERA Ph RAR De, ZE Fs LE PS Se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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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基本 上 都 改 为 高 产 的 早 中 粳稻 。 
守 乌 地 区 水 稻 的 耕作 较 精 胃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万 年 水 舟 单 位 面积 产量 高 于 江 

。 苏 全 省 的 平均 数 , 仅 艾 于 太湖 地 区 。 但 冬季 作物 耕作 很 粗放 , hE ITCH ARMOR 
产量 均 低 于 江苏 其 他 地 区 。 现 在 冬 作 粗放 习惯 也 已 开始 迅速 改变 。 今 后 随 着 水 利 的 兴 

禾 , 耕 作 的 改进 , 宁 锁 地 区 完全 有 条 件 成 为 江苏 AUR THE 

PRUNE He 1,000 27 HAHEI, 7 BE LL te 500 多 万 亩 ， 占 江苏 至 省 丘陵 轴 地 面 

积 3/4 以 上 ,相当 于 区 内 赫 地 面积 的 一 中 。 这 里 的 丘陵 山地 士 层 厚 ,坡度 小 ,水 源 足 , 移 大 
部 分 可 以 种 植 经 济 林木 。 过 去 利用 很 差 , 今后 将 天 力 发 展 茶叶 和 和 桑树, 适当 发 展 以 核桃 、 
票 \ 刺 等 干果 为 主 的 果树 ,以 毛竹 、 松 杉 为 主 的 用 烤 林 。 此 外 还 将 在 丘陵 地 大 量 推广 芝麻 
的 种 植 。 在 秦淮 河 河谷 5 以 上 的 坡地 排水 良好 , 且 有 砂 质 壤 士 分 布 , 可 适当 发 展 棉花 、 花 
生 等 烃 济 作物 。 不 和 的 将 来 宁 锁 地 区 将 成 为 江苏 省 重要 的 经 济 作物 和 经 济 林木 的 基地 。 

畜牧 业 和 水 产 养殖 业 在 今后 也 将 积极 发 展 ,山坡 地 上 有 不 少 草地 可 用 来 发 展 穆 羊 ;高 
产 的 詹 兰 为 养 猪 业 提供 充足 的 蚀 料 ,丘陵 山区 的 许多 塘 坦 水 库 均 可 用 以 养 鱼 植 凌 。 

农林 牧 副 省 烷 合 发 展 可 以 大 大 改变 宁 镶 地 区 落后 的 农业 面貌 ， 委 癣 的 乒 陵 山区 将 变 
KR RAR HRI. AEE IL BAK 

守 锁 地 区 对 外 联系 相当 方便 。 本 区 输出 的 水 泥 、 化 肥 、 矿 石 . 钢 铁 、 机 器 、 烘 食 等 物 将 
“可 捧 长 江 和 沪 守 ,津浦 . 宁 燕 等 铁路 外 运 。 区 内 城乡 联系 主要 依靠 公路 ， 内 河 航运 不 占 重 
要 地 位 ,只 在 芭 山 以 东 的 丹 ( 阳 ) 金 (去 ) 麻 ( 阳 ) 河 运输 意义 较 大 。 虽 然 目 前 区 内 各 县 已 均 有 

和 妥 路 可 通 ,但 肥 路 网 还 不 够 密集 , 丘陵 山区 交通 不 便 , 这 对 于 目前 正在 进行 的 大 规模 的 山 
区 开发 是 不 利 因素 。 为 了 改变 区 内 交通 的 落后 状况 , 现 正在 发 动 王 众 广泛 修筑 地 方 道 路 ， 

今后 还 将 修建 从 南京 向 东南 穿 贯 丘陵 地 区 的 铁路 新 维 。 秦 淮河 整治 以 后 ,只 要 修筑 船 立 ， 
FLARES SIL. 站 水 阳 \ 青 飞 江 水 条 全 部 沟通 ， 秦淮 河 的 航运 意义 

也 将 随 之 增 大 。 

宁 俩 地 区 的 主要 托 济 中 心 是 南京 市 和 绩 江 市 ， EIB AE RIL ‘ 

南京 市 ”南京 是 我 国 历史 名 城 ， 现 在 是 江苏 省 的 省 会 。 市 区 跨越 长 江 两 岸 ， 主 要 部 

分 在 长 江 右岸 ,左岸 只 包括 浦口 与 浦 鱼 。 全 市 有 人 口 ,130 多 万 (1957 年 )。 

南京 的 交通 位 于 很 重要 ， 写 位 于 长 江水 道 向 北 突出 最 逼近 华北 平原 的 地 方 。 而 且 这 

HT RE 1100 K), HTD, ARAL Re et ER IER 

KE, MME MAE ERE RATA i, W SAKURA ESA 

此 这 里 很 早 就 是 长 江 中 下 游 的 重要 渡口 和 水 陆 转运 码头 。 长 江 开 港 和 铁路 修建 以 后 ， 有 

沪 宁 津浦. 宁 装 三 条 铁路 在 此 集结 , 这 里 更 成 为 重要 的 水 陆运 办 枢 组 。 

南京 是 历史 上 的 军事 重 鱼 和 政治 中 心 。 三 国 时 代 (3 HR) REI UE; 

BRS. RFRA A) 也 均 以 这 里 为 都 域 。 后 来 售 展 轻 兴 襄 ， 至 明 屋 武 元 年 

(1369 年 ) 双 在 此 建 都 ， 工 正式 定名 为 南京 。 现 在 的 南京 城垣 郎 为 明代 所 建 ， 周 围 34 公 
里 ,高 达 十 五 .大米 , 傅 山 傍 水 , 形势 雄伟 ,成 为 封建 葱 治 的 重要 堡垒 。1853 年 , HERI 
平 天 国人 民 起 义军 鲁 占 便 南 京城 ,并 在 此 建 都 ,号 称 “ 天 京 ", 但 为 时 不 长 。 1927 年 蒋介石 、 
拓 变 草 命 以 后 这 里 成 为 国民 党 反动 煽 治 的 中 心 。 直 到 1949 年 4 月 南京 才 获 得 解放 ; 回 到 

了 人 民 自 己 的 手 里 。 解 放 初 南京 为 中 央 直 辖 市 。 1954 年 以 后 南京 一 直 是 江苏 省 的 省 会 。 
在 国民 党 统治 时 期 南京 人 口 虽 号 称 百 万 , 但 其 中 大 小 官 俱 , BESS TR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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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工人 却 只 有 4 千 人 ,是 一 个 膝 肿 庞大 的 典型 消费 城市 ?工业 很 落后 , BS RRA 
狠 营 的 化 肥 \ 水 泥 厂 和 官 PURSE Is HA GSE A AEA SUR, icone 
HERES FS EB FA EERE” 

解放 后 南京 的 工业 发 展 速 度 超过 江苏 省 其 他 各 城市 。1952 年 南京 的 工业 产 箱 消 低 
FRY, 至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末 已 成 为 江苏 省 最 大 的 工业 中 心 。 现 已 有 化 学 、 机 器 制 
造 、 人 钢铁, 水泥、 食品 等 主要 工业 部 门 ， LOWERY, ESRD 
步 建 立 密切 的 生产 联系 。 例 如 硫酸 急 厂 供应 磷肥 厂 硫 酸 ， 提 破 后 的 黄 铁 矿 矿 曹 供 钢 钦 厂 
TES, MS LESS AE, OT ET ERS. FSSA ee 
生产 发 展 ， 化 学 sic spountcinnan i: 二条) Mgr aS 
地 。 
南京 周围 矿产 资源 丰富 , 除 宁 镶 地 区 的 多 种 矿藏 外 , SLOBRLAT 向 山 黄 铁 矿 

泡 很 近 , 离 淮南 煤矿 也 不 远 。 南 京 是 华东 重要 的 煤炭 转运 港口, 淮南 ̀ 买 汪 : 陶 庄 等 煤矿 供 
应 上 海 的 煤炭 多 在 浦口 转运 。 南 京 也 是 附近 各 县 的 农产品 集散 地 和 商品 供应 中 心 ， 和 集散 
PIS ER AR EO AC A EL eS iG LE 
利 条 件 。 

南京 又 是 江苏 省 的 科学 妇 化 中 心 ， 这 里 有 新 成 立 的 中 国 科学 院 江苏 分 院 ,还 有 数 记 高 
等 学 校 和 中 等 专业 学 校 。 

南京 城 东 紫 金山 革 有 我 国 伟 大 的 民主 主义 革命 家 孙中山 的 陵墓， 城南 坪 花 = 7S 10. 
SHRPMLEL SRE RE RDRAES RAANREGUMLE , RMR AM 
ABR AMBRANM RIE. HIMERA ATES EBA II, BER, 灵 谷 寺 等 名 
EG BF. 

SULT ERE 100 公里 ; 位 于 长 江 与 大 运河 的 交点 。 有 沪 宁 铁路 通过 ; BRITE ， 
游 的 重要 港口 之 一 。 

解放 前 锁 江 批发 商 很 发 达 , 苏 北 扬州 . 淮 明 地 区 多 来 此 进货 , 当时 最 兴盛 的 是 油 ̀  麻 、 
木材 ,杂货 等 大 行业 。 入 会 主义 改造 以 后 , 商品 流转 的 中 间 环 节 缔 减 ; 苏 北 地 区 已 不 再 来 
鳃 江 进货 , 批 用 商 衰落 ,商业 供应 地 区 已 只 限于 邻近 的 扬中 丹阳 、 金 去 、 淋 阳 等 县 。 佰 义 
江 在 运输 上 仍 是 苏 北江 南 重 要 的 物资 转运 港口 。 从 长 江 中 游 运 来 的 大 木 排 多 在 此 分 某 成 ， 
小 未 排 转 往 苏 北 、 江 南 ， 从 无 锡 , 常 州 等 地 运往 长 江 中 上 游 的 棉布 , GRIN HED 
运往 上 海 的 小 麦 、 油 料 以 及 鸡 轴 等 副食 品 也 多 在 锁 江 转口 ,由 小 船 换 哉 大船? EIT HEN 
SEE PMO DAMS 80 多 以 上 ” 

， 近 几 十 年 来 有 两 个 不 利 的 自然 因素 影响 着 乌江 港 的 发 展 : CD) BORE BNE 
RAGIN IEE, LEE AE. (2). PMT SSAA BRAS 
不 能 通航 , 现 只 在 钱 江 东 10 2A AFP GED a RS AY, ESS KE AB TMI 
EE ERS, RAED REE RM AIL, SSE IL sical’ 
WE AVT L HSH, 

Sacieahet as MACRO sk ee Teenie; enicag PSR EDIE, 所 产 面 粉 80% 
记 上 运往 东北 二 工业 大 跃进 以 后 , 合 江 已 开始 陆续 建立 不 消 中 小 型 的 钢铁 、 机 械 等 工厂 。 
锁 江 附近 矿产 资源 较 多 ,具备 发 展 重工 业 的 条 件 。 镀 江 接近 苏 北 广大 农村 ， 也 有 条 件 发 民 
翅 工 业 , 正 在 兴建 的 规模 较 大 的 纸浆 厂 朗 以 沿江 和 苏 北 的 芦 昔 作 原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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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 淮 地 -区 

江淮 地 区 位 于 长 江 以 北 ,淮河 故道 以 南 , 包 括 20 个 县 两 个 市 。 这 里 平原 广大 ， 拥有 全 
获 耕 地 面积 寺 以 上 ,是 江苏 省 重要 的 农业 地 区 ， ai 现 有 工业 部 门 以 
与 农业 密切 相关 的 农产品 加 工 和 农具 制造 为 主 。 

下 江淮 平原 由 长 江 \ 黄河 冲积 而 成 , 地 面 四 周 高 中 间 低 。 四 条 主要 河流 一 一 里 运河 `\ 通 
扬 运 河 \ 申 场 河 和 淮河 故道 在 平原 上 大 致 构成 四 边 形 。 沿 河 地 势 较 高 ,平均 高 出 中 部 洼地 
2 一 4 米 。 解 放 以 前 水 旱 代 害 很 严重 。 里 运河 以 西 有 洪 泽 ,高 宝 、 邵 伯 等 一 连 串 湖泊 ， BS 

河 以 东 的 里 下 河 地 区 由 于 地 势 低洼 ,缺乏 水 利 设施 ,每 逢 雨季 , 往往 洪水 为 患 , PBR 
洼地 全 部 积 水 仅 加 射 阳 、 斗 龙 \ 新 洋 等 河 排 泪 , 其 中 以 射 阳 河 为 主 , 占 总 泪水 量 70 儿 左右。 
6 三 8 ABBE IM, SHV PRE RS. FREEDOM, 影响 东部 农田 灌 
浙 》 南 部 通 扬 运 河 以 南 的 地 区 和 北部 射 阳 河 与 淮河 故道 之 间 的 地 区 旭 因 地 势 罢 高 ， 缺 乏 

水 源 灌 浙 。 4 

伟 天 的 治 淮 工 程 已 根本 改善 了 江淮 地 区 的 水 利 条 件 。 洪 渗 淹 天 温和 运河 大 埋 径 多 坎 
INE, 解放 以 来 未 货 溃 决 成 从 。 澡 淘 总 渠 的 开辟 和 淮河 大江 水道 的 整理 , 对 于 保护 大 埋 、 
及 时 排 液 淮 河 特大 洪水 起 了 重大 作用 。 灌 浙 总 渠 穿 经 射 阳 河 与 淮河 故道 之 问 的 地 区 ， 使 
北部 的 旱地 得 到 了 灌 浙 。 现 正在 进一步 沟通 灌 浙 总 渠 与 串 场 河 , 使 灌 浙 总 渠 、 串 场 河 、 通 
揭 运 河 \ 里 运河 组 成 辽 淮 地 区 的 四 大 干渠 , 利用 四 河 高 于 附近 地 面 的 自然 特点 , 发 展 大 面 
积 的 自然 灌 沁 。 射 阳 、 斗 达 、 新 洋 等 河口 的 挡 潮 关 也 已 先后 建成 , 使 里 下 河 地 区 的 排水 和 
防止 海水 倒灌 问题 得 到 基本 解决 。 通 扬 运 河 以 南 的 沿江 地 区 由 于 发 展 了 机 电 治 浙 , 并 对 入 
江水 道 任 港 设 关 ,利用 江水 涨潮 , 扩大 水 源 ， 从 而 使 灌 浙 面 积 大 为 增加 。 今 后 随 着 老 河 网 
药 整 理 和 改造 ;新 河道 的 开辟 ,江淮 地 区 的 水 利 面貌 将 有 更 天 的 改变 。 
开水 利 的 发 展 为 江淮 地 区 农业 生产 的 发 展 打 开 了 广 关 的 道路 。 治 淮 以 前 江淮 地 区 的 水 

旦 地 比重 移 各 占 一 上 后。 水稻 种 植 主要 集中 在 中 部 ,而 在 通 扬 运 河 以 南 、 串 场 河 以 东 、 射 阳 
河 以 北 的 地 区 旱 作物 比重 较 大 , 现 由 于 大 面积 的 旱地 改 水 田 , 出 现 了 大 片 的 新 水 稻 区 。 江 
HEHE MK FASTA BARD SPATS BL POUR TREE, BPR 

UME A CRM RAF RGR, EDK CERES HME, KE 
年 长 期 短 , 收获 早 , 与 棉花 换 茬 可 保证 棉花 适时 播种 ;因此 大 、 元 麦 多 集中 在 沿江 、\ 治 海 的 
FAAS ee. SEMPRA AAR RS. Tae FRE RA 

。 良 , 里 下 河 地 区 有 500 47 RK, — REBAR. SE ELT EI 
有 一 百 余 万 亩 一 熟 棉田 。 水 利 条 件 的 改善 及 随 之 而 来 的 土壤 的 改良 已 为 一 吉 改 二 热 创造 
了 条 件 。 

江淮 地 区 是 江苏 重要 的 棉 产 区 ，1957 年 棉田 面积 占 全 省 65 多， 棉花 产量 占 全 省 

63 狼 ,所 产 棉花 大 量 供应 上 海 和 太湖 地 区 。 过 去 由 于 区 内 扎 糊 严重 ,限制 了 棉花 生产 的 发 

展 。 现 随 着 詹 食 产量 的 迅速 增长 ,棉花 生产 还 大 有 发 展 余地 。 
江淮 地 区 的 农业 生产 特点 以 通 揭 运 河 为 界 ， 南 北 有 显著 的 差异 。 通 扬 运 河 以 南 的 沿 

江 地 区 入 多 地 少 ,每 人 平均 耕地 1.6 亩 ,相当 于 江苏 全 省 每 人 平均 耕地 (2.5 BDAY 65 % HE 
亩 土地 上 投入 劳动 量 较 多 ,因而 耕作 坟 精 租 , 复 种 指数 较 大 ;农作物 产量 较 高 , 猴 棉 每 雷 产 
量 在 江苏 省 内 仅 次 于 太湖 地 区 。 烃 济 作物 很 发 达 ， 狗 有 40 多 的 耕地 面积 种 植 经 济 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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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ER EDL, TETHER 2K 4/5) HERTS 2B 4/5) BEBE BHO 
EL) R85 AEE EH 100 % ETRE AR) EK ED, 主要 集 
PAE EA. RPI AK DR EOK SAE BEEK, hE, B 
HARE BR 22%。 由 于 人 多 地 少 ,经 济 作物 比重 大 ,高 产 水 舟 种 植 少 , tte Re 
长 期 不 能 自 痊 ,每 年 需 从 外 地 调 进 大 批 狠 食 。 为 了 彻底 解决 短 食 问题 ; 现 正在 大 力 进行 时 
改 水 和 扩大 水 并 地 ;发 展 水 稻 、 玉 米 等 高 产 精 食 作物 / 提高 糊 食 单位 面积 产量 为 也 充分 
发 挥 劳动 湾 力 ,在 不 影响 糊 食 增产 的 前 提 下 ,将 炎 德 发 展 经 济 作物 ,发展 家 冀 蚀 养 ( 羊 : 绚 、 
猪 ) 和 水 产业 以 增加 农民 的 收入 。 

通 揭 运 河 以 北 的 里 下 河 地 区 ;过 去 是 受 自 然 炎 宪 最 深重 的 地 区 ， 现在 却 是 治 淮 水 利 工 
. 程 受 丛 最 大 的 地 区 。 按 目前 的 水 利 条 件 来 看 ,里 下 河 地 区 已 不 亚 于 太湖 地 区 。 但 由 于 耕作 
技术 粗放 ; 1957 年 钴 棉 单 位 产量 不 仅 远 低 于 太湖 地 区 ， 而 且 也 低 于 通 授 运 河 以 南 的 沿江 
地 区 。 这 里 耕 冀 缺乏 ,施肥 亦 少 ,复种 指数 低 于 江苏 各 地 。 这 种 落后 的 耕作 技术 主要 是 过 

去 长 期 遭受 严重 的 自然 伙 害 所 造成 的 , 现 随 着 水 头条 件 的 改变 ， 耕作 技术 条 件 也 在 迅速 改 
变 ， 农 业 生 产 的 发 展 淡 力 很 大 。 不 久 的 将 来 里 下 河 地 区 将 赶 上 太湖 地 区 而 成 为 以 稻 麦 两 
RASA WK, EAL MRE MRS, RARER 
低产 棉田 将 改 为 舟 麦 两 熟 田 ,靠近 海边 的 100 A A SHS 

' 海 广大 的 盐 汗 士 地 带 还 可 大量 发 展 甜菜 的 种 植 。 钉 食 的 增产 、 甜 荣 的 推广 将 为 里 下 河 地 
区 提供 充足 的 蚀 料 资源 。 发 展 猪 . 牛 、 羊 侗 养 业 对 里 下 河 地 区 的 农业 生产 有 重大 意义 。 

治 江 地 带 夏秋 和 经常 遭受 台风 的 侵 获 ;对 棉花 、 水 稻 等 农作物 危害 很 大 , 现 正在 大 力 营 
造 沿海 防护 林带 和 安田 防护 林带 以 保 隐 农作物 的 丰收 。 2 

江淮 地 区 的 工业 大 部 分 是 以 本 地 农产品 作 原 料 的 外 积 食品 等 轻工业 。 ) 
南部 沿江 棉 区 离 上 海 较 近 ; 近 代 棉 和 纺 积 工 业 发 展 较 早 , 解 放 前 已 有 一 定 基 础 计 巧 酚 厂 

主要 集中 在 南通 ,其 砍 是 海 四 ;手工 粹 布 业 也 以 南 生 县 较为 发 达 ,拥有 近 万 台 的 铁 林 积 宙 。 
而 在 沿海 的 广大 棉 区 过 去 几乎 完全 没有 息 碘 工 业 。 大 跃进 以 来 , 才 开 始 在 盐城 、 滨 海 、 a 
阳 ACE RE  o | 

食品 工业 以 榨 油 ,面粉 \ 碾 米 为 主 。 棉 籽 是 江淮 地 区 的 重要 油料 资源 ) asthe 
PE TIME eas, HERA A A BA 70% SAE RU E.R 
厂 广泛 分 布 于 水 稻 产 区 ;生产 能 力 还 不 能 满 是 稻谷 加 工 的 需要 。 面 粉 厂 的 生产 能 力 更 小 
每 年 要 苦 出 小 麦 , 调 进 面 粉 。 为 了 使 生产 接近 原料 地 和 消费 地 , 现 已 开始 在 称 麦 产 区 大 量 ， 

”发 展 小 型 的 碾 米 : 磨 粉 等 箔 食 加 工厂 ,在 棉 区 发 展 矶 花 榨 油 等 联合 加 工厂 。 
江淮 地 区 发 展 渔业 的 条 件 亦 相当 优越 。 沿海 的 大 沙 、 五 条 沙 等 地 是 重要 的 黄花 气 场 ， 

位 于 南通 以 东 的 吕 四 ， ee ASE TE Rs 
2 BMA SAM 15 TRIKE 3 

沿海 一 带 盐 业 生产 历史 已 很 悠久 。 Heit) SRS Mer Lhe A RIL, Phi, SEHR. 
近 几 十 年 来 由 于 滨海 落地 的 逐渐 开明, RZ, RE. MCSA, 
已 在 沿海 找到 数 处 适宜 滩 晒 的 地 方 , 现 已 在 射 阳 、 大 直 治 海 兴建 规模 较 大 的 滩 晒 盐场 。 靠 
近 上 述 盐 场 的 盐城 将 建立 规模 较 大 的 纯碱 厂 。 
江淮 地 区 在 和 经济 上 与 江南 各 地 联系 很 密切 。 本 区 输出 的 棉花 小麦 、 油 料 等 农产品 多 
数 供 应 上 海 、 无锡、 苏州 ,常州 \ 南 京 等 地 , 本 区 在 工农 业 建 届 中 所 需 的 原材料 、 生产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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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技术 力量 得 到 上 海 、 南 京 ,无 锡 等 地 的 大 力 支 援 。 
“江淮 地 区 境内 还 没有 铁路 ， 所 有 客 货 联系 只 依靠 水 路 和 公路 。 在 这 里 水 运 具 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货 运 儿 乎 全 由 水 路 货 担 。 里 运河 、 通 揭 运 河 、 串 场 河 ( 未 来 的 通 检 运 河 的 主 

要 租 成 部 分 ) 为 本 区 水 运 网 的 干 缕 , 灌 浙 总 渠 与 串 场 河沟 通 , 宅 经 泰州 、 兴 化 : SHO SLI 
河 开 辟 以 后 也 均 将 成 为 重要 的 运 驾 干线 。 本 区 玉 往 江南 的 物资 多 数 由 内 河 直接 过 江 ， 东 
南部 地 区 的 部 分 物资 则 由 内 河 集中 到 长 江 港口 南通 转运 。 
计 ， 南 通 市 “位 于 长 江北 岸 通 拐 运河 与 通 吕 ( 四 ) 运 河 的 交点 ， 是 江淮 地 区 东南 部 的 物 覃 
集散 中 心 和 转运 港口 ， 也 是 苏 北 重要 的 工业 天 市 。 sat 

A 1899 424 tbh eSB AKAM LOK, 工业 发 展 已 有 60 年 左右 的 卤 史 ， 
工业 较 有 基础 。 棉 纺 粹 是 主要 的 工业 部 门 ,其 次 是 面粉 、 植物 油 等 食品 工业 , 原料 均 由 附 

近 农 村 供应 。 大 跃进 以 来 ,这 里 新 发 展 了 机 器 制造 业 , 新 建立 小 型 钢铁 厂 。 在 工业 源 地 开 

花 的 情况 下 ， 南通 的 工业 不 但 要 支援 沿江 的 邻近 各 县 (南通 专区 )， 而 且 也 要 支援 串 场 河沿 
岸 各 县 (盐城 专区 )。 

南通 城内 工 斤 较 少 ,以 商业 为 主 。 工厂 多 集中 在 城西 北 鞠 8 公里 多 良家 明达 里 是 
河 外 江 的 通道 

城西 10 余 公 里 的 天 生 港 (在 唐 家 关 西南 ) 是 匡 江 下 游 北岸 的 重要 港口 ， 与 上 海 的 联系 ， 
。 最 密切 ,每 天 有 江 输 往返 , 客 货运 频繁 。 经 天 生 港 壤 出 的 物 表 主 要 是 棉花 、 小 麦 、 杂 猴 , 大 

都 分 经 长 江 去 上 海 , 小 部 分 由 内 河 小 轮渡 长 江 和 十 二 二 去 常熟 \ 上 海 。 输 大 的 物 责 多 是 土 
江 来 的 煤炭 、 称 米 和 上 海 来 的 各 种 工业 品 s 天 年 港 有 内 河 与 唐 家 关 、 南通 城区 联系 ,港口 
装 外 物资 多 由 小 船 转载 。 但 内 河 冬 季 水 枯 ;,; 只 能 乘 涨潮 的 三 四 小 时 内 进行 港口 作业 。 近 
几 十 年 来 在 天 生 港 对 面 的 江 心 中 出 现 一 道 很 长 的 沙洲 ;这 对 天 生 港 的 航运 也 有 一 定 影 响 。 
.今后 天 生 港 将 维持 现状 ; 另 在 南通 西南 3 公里 的 任 港 开辟 新 港 ， PEM Ml, Bea raed 
与 港口 的 通道 。 

揭 州 市 位 于 里 运河 与 通 扬 运 河 交 会 处 的 附近 ， MALT IR 20 公里 ， 

与 江南 的 钙 江 泛 兆 相对 。 
，， 揭 州 是 历史 上 的 名 城 , 随 着 运河 开 溺 而 兴起 。 隋 唐 时 代 南 北大 运河 沟通 后 , 江都 ( 揭 
谢 ) 商 船 云集 ;成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都 市 之 一 。 宋 元 以 后 扬州 售 屡 遭 兵 琶 , 盛 驳 已 不 如 前 ,但 仍 
为 我 国 东南 部 的 重要 商业 中 心 , 尤 以 赴 商 著名 全 国 。 近 代 铁 路 与 海上 运输 兴起 以 后 , 损 州 
已 失去 其 原 有 的 重要 交通 地 位 , 逐 源 误 落 而 成 为 地 方 性 的 商业 中 心 。 
”现在 揭 州 仍 是 苏 北 的 重要 闲 后 之 一 ,与 灸 江 的 联系 很 密切 ,从 里 运河 沿岸 和 里 下 河 地 
区 运往 钱 江 中 转 的 物 凑 大 部 分 经 过 扬州 。 从 淮阴 、 盐 域 等 地 去 南京 的 旅客 则 多 坐 汽车 经 
PINBAS, 2255 BYE DIGI FE HE 

aR AEBS, BE a irs VHS AR APE DOA Ae 5 BLA OK RIL 
等 厂 。 

揭 州 由 于 历史 发 展 悠 入, 名胜 古 中 较 多 。 天 西 北 的 阁 西 湖 风景 非常 同 美 ,吸引 不 少 来 
自 远方 的 游客 。 解 放 后 在 瘦 西湖 输 建 立 起 数 所 高 等 学 校 和 中 等 专业 学 校 ， 成 为 苏 北 地 区 
的 文化 中 心 。 

iis 位 于 扬州 以 东 50 Bah PSE KE FPR 西 官 等 许多 河流 来 上 此 
为 里 下 河 地 区 的 内 河 航运 中 心 , ae EM, SATS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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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了 南北 入 江水 道 , 更 提高 了 泰州 在 内 河 航 运 中 的 地 位 。 现 在 从 里 下 河 各 县 运往 无 锡 、 苏 

州 . 常 州 等 地 的 棉花 、 小 麦 均 经 泰州 直接 南下 。 城 内 现 有 面粉 . 息 积 、 猪 紧 加 工 、 铁 工 等 厂 。 

其 中 面粉 厂 历 史 和 悠久; 产品 质量 较 高 。 hi 产品 远 销 出 东 、 浙 

iT. 

盐城 位 于 串 场 河 与 新 洋 港 的 交 会 处 ， 全 为 苏 北 老 解 放 区 的 政治 中 心 。 这 里 邻近 治 

海 冤 曙 区 和 新 开辟 的 盐场 ,发 展 工业 的 资源 条 件 较 好 ， 人 、 和 纯碱 厂 等 现 

代 化 的 工厂 ,将 成 为 江淮 地 区 新 兴 的 工业 据点 。 

5. 徐 淮 地 区 

徐 潍 地 区 包括 淮河 故道 以 北 的 .18 县 和 徐州 、 新 海 过 、 汐 了 明 三 市 。 这 里 是 江苏 省 轻 济 

最 落后 的 地 区 ;也 是 解放 后 工农 业 增 产 幅 度 最 大 的 地 区 。， 
这 个 地 区 处 于 汐 、. 沂 \ 沭 、 泗 雍 河 的 下 游 , 自 黄河 夺 淮 以 后 ,水 系 遭 到 严重 破 环 ,河道 不 

盟 , 沟 油 不 全 ;每 届 汛 期 雨季 (年 雨量 网 有 一 定 集 中 在 7、8 两 个 月 ), 各 河山 洪 暴 涨 , 急 流 汇 
集 , 轻 常 洪涛 成 从 。 汛 期 过 后 ,多 数 河床 干 泗 , 人 缺乏 灌 浙 水 源 , 地 下 水 双 未 能 充分 利用 , 普 
逼 改 生 旱 象 。 由 于 历史 上 长 期 的 洪 涛 旱 秋 的 影响 ， 徐 淮 地 区 的 农业 生产 永 平 很 仪 ， 自 
1906 一 1940 年 的 35 年 中 ， 徐 淮 地 区 共 发 生 大 水 炎 12 K,1945 年 以 后 更 连 先 五 年 发 生 水 

So UR BFR T BAAR SAR BKA LE, EER SERRE 
SE — AEH AUD , Fe He ERE ELT A , PS RAT KT 
50%kA. HAF RKHLMRS, BADR Bei AEP AA 7 AE BRIA FE Hg 
PME, RES POE, RABE, SGT MRK. 

徐 淮 地 区 的 耕地 过 去 几乎 全 部 是 旱地 ， 是 江苏 省 旱 谷 的 主要 产 区 。 HMA 
BEA AGES 55%, EK HESS 60% 以上, 高梁 则 占 80 多。 全 区 赫 帮 制度 以， 
二 年 三 苑 制 占 优势 ,小 麦 多 与 大 豆 或 玉米 ,甘薯 换 茬 ,在 低洼 易 涝 地 区 则 多 二 部 麦田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徐 淮 地 区 的 水 利 面 鹏 将 根本 改观 。 除 了 炎 纺 彻底 消除 潜 洲 炙 

害 外 ,还 正在 进行 准 水 北 调 、 分 淮 丰 沂 工程 ,从 洪 泽 湖 畔 引水 轻 二 河 至 淮阴 ;再 从 淮阴 向 东 
JEFERE—A HE 14 公里 长 196 公里 的 淮 淋 新 河 与 沂 河 交 会 ,使 本 区 东部 南部 的 盐 河 , HT 
河 、 黄 泥 昔 薇 河 两 岸 成 为 一 个 规模 庞大 灌 排 自如 的 自流 灌 浙 区 。 在 这 个 自流 灌区 内 的 于 
BEAMDEMLAMRA, 80 % 左 右 可 以 改 水 田 。 其 中 占 赫 地 面积 40 狠 以 上 的 洼地 ,于 
AE, FAFSA, CAFR. NEAR LBS, 将 在 这 里 进行 天 面积 的 
旱地 改 水 田 , 估 言 可 扩 天 水 稻 面 积 700 万 亩 , 成 为 重要 的 新 稻 区 ，, 耕作 制度 将 由 过 去 的 二 

=A BRAA, 
UENO HAL AAG A BES, ARETE TS RA Ah, 河流 水 源 不 足 ， 北 

革 的 淮 水 也 到 不 了 这 里 ,旱地 改 水 田 的 条 件 较 差 。 但 地 下 水 较 丰 富 , 今 后 将 重点 发 展 水 和 
灌 浙 , 扩 大 水 次 地 面积 ;以 保证 安 业 生 产 的 稳定 和 增产 。 这 里 的 小 麦 种 植 面积 今后 还 要 进 
一 步 扩大 ,在 杂凑 作物 中 将 首先 推广 玉米 的 种 植 , 发 展 玉 米 与 大 豆 间 作 , HS 
MR. 
VENER BAER RET HE Re, KBR 200K, WRRE>(600— 

800 229k), BESO PICA EREt ADT A WARS ARR, 适宜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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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G OAK. VEILS ERE RET Ae, 3 BED EE BEAT ARSE Ti, HE 
CF WOH Me BA BE ZKSEL, DEAL BRIN J BOSE Titi MESSE RE, BEE 
精 儿 ,产量 较 高 ,今后 还 可 以 大 量 扩大 棉田 面积 ,发 展 成 为 江苏 重要 的 棉 产 区 。 

南部 淮阴 、 涟 水 \ 泗 阳 等 县 1955 年 才 开 姑 推 广 植 棉 , PEPER, ABR RE 
花 破 地 上 ,产量 较 低 ,但 只 要 提高 耕作 技术 ,改良 土壤 ， 也 可 以 逐步 成 为 高 产 棉 区 。 
:花生 种 植 历 史 较 久 ,是 徐 淮 地 区 重要 的 经济 作物 ， 多 在 北部 丘陵 地 区 和 废 黄河 一 带 的 
沙土 地 种 植 , 以 瘟 检 、 东 海 . 泗 阳 等 县 为 最 多 。 虽 然 士 壤 户 萍 , 但 单位 面积 产量 和 含油 量 均 
高 于 大 豆 , 今 后 还 需 进 一 步 发 展 。 
东南 都 灌 云 、 灌 南 、 浸 水 等 县 有 不 少 盐 汗 化 士 壤 ， 过 去 利用 很 差 , 1958 年 开始 推广 二 

药 , 产 量 很 高 。 今 后 将 大 量 发 展 ;可 成 为 江苏 省 的 甜 荣 基地 。 
北部 丘陵 地 区 的 莞 帆 和 废 黄河 沿岸 的 沙 荒 正在 大 量 开 发 ,种植 桑树 、 果 树 等 经 济 林 。 

在 东边 的 黄海 和 西边 的 洪 泽 湖 则 将 大 力 发 展 水 产 养殖 和 捕捞 业 。 
随 着 农业 生产 条 件 的 改善 ,耕作 水 平 的 提高 和 多 种 经 营 的 发 展 ， tre sac seh 

| EERAB HE He. 
解放 前 徐 淮 地 区 的 工业 也 很 落后 ,只 有 -_ 些 中 机 械 化 的 煤 、 詹 、 磷 等 矿产 采掘 业 和 手 

工业 方式 的 食盐 采集 业 ; 规 模 都 不 大 。 矿产 南 源 几乎 全 部 外 运 , 区 内 次 有 钢 然 ,机 器 制造 
”化 学 等 重工 业 。 

-经过 解放 后 的 探勘 证 明 ， 徐 淮 地 区 煤 和 兢 灰 石 的 储量 很 丰富 ， SUTRA IM. 
JRA SR RAT FUE LARA ERE AT BU, LEER 
WP CMAN SIH, ARFR OL REIS LOBE, HRN ABE 
OH FRGRVMUEA TRS ERAN PALS. Ue ALD RE 
PRAITARD RI 7, BREA ERA AD OMLREP AO OBE, B 
ELFPESTEGRIN NI” , SGT, A, aE Bor Te. PUR 
面 过 去 只 有 徐州 铁 工厂 能 制造 油 桶 、 沙弥 辣 依 半 志 局: 关中 进 诬 示 可 防 绩 种 衣 下 出 机 
BE ALI Sb ATOR RARER 0 

HEAL SPST ES, SRA, WEE BRI we WSS, 全 
场 长 狗 120 A, W 10 一 20 公里 ;面积 1500 多 万 亩 ,目前 利用 的 只 占 二 分 之 一 强 ; 而 且 生 | 
PRA, SERENA TRE HRA, 同时 逐步 采用 机 械 生 产 , 盐 产 量 还 可 以 
大 大 提高 。 历 来 淮北 之 盐 全 部 用 作 食盐 ,今后 工业 用 盐 与 渔业 用 盐 的 比重 将 逐渐 提高 。 新 
海 连 正 在 兴建 以 淮北 盐 和 磋 汪 煤 为 主要 原料 生产 氧化 所 和 纯碱 的 联合 制 碱 厂 。 人 徐 淮 地 区 
的 丰富 资源 煤 。 磷 、 盐 都 是 化 学 工业 的 重要 原料 ， 今 后 有 条 件 发 展 烷 合 性 的 化 学 联合 企 
了 

虽然 徐 淮 地 区 是 江苏 小 麦 、 油 料 的 主要 产地 , 但 解放 前 面粉 与 榨 油 工业 却 很 落后 , 所 
产 小 麦 、 油 料 每 年 大 量 运 往 江南 地 区 加 工 ,所 需 面 粉 . 植 物 油 、 油 饼 依靠 江南 供应 。 解 放 以 
来 徐 淮 地 区 的 面粉 与 梭 油 工业 有 了 较 天 的 发 展 , 现 已 开始 在 小 麦 、 油 料 产 地 普 涡 建立 小 型 ， 
ct hbaglglleded eae neil dient teeibamet stad 
”正在 糠 区 中 心 徐州 、 淮 因 和 各 产 棉 县 大 批 兴建 棉纺 粮 厂 。 

徐 淮 地 区 的 交通 人 河 称 方便 ; 隧 海 铁路 横贯 东西 ， SIT AD SBIR 
Th, CRS O., BARCEL SES AE AUPE, AE Dt 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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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PRE HERR HH AO BR EDC ER bE FOE I ARES AERA OLE 
这 些 和 干线 和 连云港 南下 , 北上 的 很 少 。. 在 区 内 运输 中 公路 也 起 了 重要 作用 。 答 南 、 eR, 
Sb AT ELM PARAM SRAKAR RMS, AERA LEME 
i, RAW, HMMS AAR, MBER EAM AB (PM SMA 
也 不 及 里 运河 与 江南 运河 。 现 正在 进行 规模 互 天 的 大 运河 改建 工程 ， 改 建 后 的 天 运河 将 

， 通 过 不 牢 河 穿 经 徐州 、 寺 汪 煤 矿区 ， 为 煤炭 大 量 南 运 创造 有 利 条 件 。 分 淮 太 沂 工程 完成 
Beha. PDR BH) BBE VE Oa A EE PO BAIR ACHE ARIE HE 
可 以 直接 经 内 河 运往 江苏 各 地 。 
徐州 市 ”位 于 江苏 的 西北 阳 ; HK Ate 天 四 省 了 各 的 地区 自 十郎 为 交通 要 冲 。 近 

FRACS JE DUG, ENG SERS FIBER SE RS Ce AE, HE) RIS OT), RCD, 
BEC oF) RY (SES EE PRA, 

现在 徐州 是 华北 AL SERS MM DABS, HELA 30 祭 呈 的 物 兰 集散 中 
心底 的 商业 供应 范围 除 徐 淮 地 区 的 大 部 分 外 ,还 包括 鲁 南 、 移 东 、 院 北上 靠近 徐州 的 一 部 ， 
分 地 区 。 大 运河 改道 工程 完工 以 后 ， 徐 州 也 将 成 为 大 运河 的 重要 物资 转运 港口 。 现 已 在 

徐州 北 郊 兴建 规模 互 大 的 运河 煤 港 ;除了 运 从 本 地 煤炭 外 ， 1a ae, 河北 、 河南 等 省 南 
BERD AAU AINE KE EES. 

徐州 不 但 交通 位 置 重 要 ,而 且 四 周 环 出 ,形势 也 很 险要 。 Rican eRe 

ZMH, ee ee 
的 淮海 战役 也 以 徐州 附近 为 战场。 

由 于 徐州 地 区 容易 遭受 战 等 的 破坏 menixss cee 
J AMR US, EP HI MANE BAO, BRA 
HATS RATT BD, PE ASR, PUREE, KPRBEDLR, AT KDTRERE 
Fh, SEED LL IU REL. ANAT ORES 
ESE HAYLE APE 8 Yo IN LLB ANT ASAP EE NT 
JESSE FE Ey DURES Fe ERTS | 

ASSET 位 于 江苏 的 东北 隔 ; ANGI, NPT. REE, 

市 区 不 集中 ,时 新 浦 、 海 州 、 连 云 港 等 分 散 的 城 铺 型 居民 点 租 成 "位 于 盐 河 与 耳 海 铁路 过“ 
会 廷 的 新 浦 是 市 级 行政 机 关 的 所 在 地 ,也 是 附近 微 检 、 灌 云 、 东 海 等 县 农产品 的 集散 地 , 建 
ASAE Ri DSA BIL). WRK 35 公里 的 连云港 是 一 个 重要 的 海港 ， 
可 停泊 三 千 吨 级 的 海 输 , 与 上 海 : 青 岛 ,天 津 .大 连 等 港 均 有 船只 往来 % TERRE RT ， 
海关 和 对 外 贸易 机 构 ,已 成 为 新 兴 的 国际 导 易 港 。 这 里 也 是 重要 的 渔港 ; 仓 后 将 进 三 步 建 ， 
奴 成 为 渔业 基地 。 新 建 的 连云港 造船 厂 已 开始 大 批 生 产 木 由 和 机 帆 渔 船 。 从 连云港 往 南 “ 
的 海滨 是 著名 的 淮北 盐场 ”在 新 浦 以 西 4 公里 的 海 州 是 一 个 比较 古老 的 城 镶 著名 的 证， 

RAD REE HPN. 
淮阴 市 位 于 大 运河 与 淮河 故道 的 交会 处 。 SE SEER IN SboR IN SUE BE : 

io, LAME ROMA, PRESET UREN 需 
放 后 已 发 展 了 若干 中 小 型 的 榨 油 、 知 烟 、 肥 皂 、 牙 刷 等 厂 , SRS TE UA 
往 ̀ 面 粉 .机 械 、 农 策 等 工厂 ,成 为 二 个 主要 为 周围 广大 农村 服务 的 工业 城市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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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U MULT CARE AERIALS 拥有 土地 面 积 13.9 万 平 

By 方 公里 ,大 于 江苏 、 浙江 二 省 。 

(一 ) 自然 条 件 
ee oes ARICA ABI, Hi SEH FH 长 江 与 淮 

河 分 别 由 西向 东 横 贯 全 省 ,造成 由 地 丘陵 与 平原 相间 的 地 形 。 
CD) 丘陵 山地 本 省 丘陵 由 地 狗 占 全 省 面积 的 三 分 之 二 左右 ,以 长 江 及 其 沿岸 平原 为 

界 可 分 为 两 天 部 今 。 
JIL De BSS Fee HEE, 为 江南 二 陆 的 一 部 分 ;5 中生代 未 期 受 燕 山 运 

动 的 影响 ,造成 乒 陵 地 形 的 骨架 ,后 求 双 经过 地 壳 运 动 和 侵 鲁 堆积 的 作用 ， 才 形成 今日 的 
”地 表 形 态 。 综 南 丘 陵 内 部 有 许多 重重 迭 渤 由 东北 向 西南 的 背 匀 层 与 向 糙 层 ， 轻 过 长 期 的 
侵蚀 与 冲积 ,向 君 部 分 形成 许多 山 关 和 丛 地 ,如 后 县 、 休 宁 一 带 的 从 地 ,地 势 平 缓 , 士 层 深厚 ， 
利于 耕 晨 。 构 成 丘陵 山地 的 岩层 ;以 花岗岩 、 变 质 岩 及 第 三 纪 征 色 砂岩 为 较 普 逼 。 花 岗 岩 
与 变质 闸 的 质地 坚硬 ,但 久 轻 旭 创 ;大 部 分 地 区 都 是 拔 海 200 一 600 RS MATE BS, Bal 
HEA, LARGE, 适宜 于 种 植 茶 和 和 经济 林 。 只 个 别 地 区 高 山 璐 立 y 如 太平 与 敛 县 问 
的 黄山 , 技 海 1800 HK, RRA, HORA , Ashe a EE. 

这 綦江 以 北 淮河 太 南 为 淮南 丘陵 和 大 别 山 区 。 大 别 山脉 蚁 是 于 西部 鄂 称 钳 的 演 场 ， 境 
PATHE SEH, WR, BESTE 1,000 米 以 上 。 自 霍 山 往 东 为 淮南 丘陵 ， 也 可 
和 LR ee = 
十 米 以 下 ,谷地 开 宽 ,对 耕作 和 交通 均 无 大 影响 。 、 
(2) FBR 位 于 未 省 北部 的 淮北 平原 ,是 华北 天 平原 的 一 部 份 。 平 原 面积 辽 关 ,主要 系 
乱 仓 而 成 ,上 面 复 盖 着 黄河 和 淮河 干支 流 的 大 量 冲积 物质 ,北端 潍 河 附近 淋 有 石 质 小 孤 丘 
露出 地 面 。 淮北 平原 的 海拔 高 度 为 15 一 20 米 , 地 面 起 伏 很 小 , 平均 坡度 为 1:8000， 地 势 
西北 高 东南 低 , 河 流 多 为 顺 向 河 ， 全 部 注入 淮河 。 淮 河 干支 流 两 岸 由 于 黄 淮 洪 水 多 次 涡 

” 泊 , 泥 沙 沉积 较 多 ,地 势 略 高 ,各 河 之 间 有 若干 洼地 , 尤 以 淮河 干支 流 交会 处 的 附近 洼地 较 
BS MENT ZEUS DU. 沿 淮 一 带 已 有 好 些 洼 地 因 无 排水 出 路 而 沂 成 湖泊 - 

长 江 沿 上 岸 的 平原 ,完全 是 直 闫 江 及 其 支流 冲积 而 成 , 技 海 高 度 在 7 一 20 KE. PRB 
BR 22 He). 由 于 天 别 山 地 与 皖南 丘陵 的 夹 峙 ; 平原 范围 很 犹 小, TPR BIR. HE 
以 东 ,地 势 比较 开关 ,东南 有 石 白 湖 盆 地 , 西 有 蘑 湖 从 地 ,平原 面积 较 大 , 冲积 层 有 厚 达 45 ， 
采 ( 鞠 湖 附 近 ) 的 。 平 原 上 湖 汉 密布 , 水 道 稚 横 , 灌 浙 与 交通 均 很 方便 , 是 本 省 耕作 业 条 件 
最 好 的 地 区 。 滨江 两 岸 有 高 程 网 20 一 30 米 的 长 江 自 然 提 ,成 为 高 出 附近 地 面 的 岗地 。 自 
然 坦 两 侧 有 不 少 湖泊 洼地 , 沿江 沿 湖 的 低洼 地 区 簧 成 圩 田 以 后 均 可 种 植 水 稻 , 伍 排涝 任务 
较 重 。 

本 省 因为 地 跨 江 淮 两 大 流域 ,气候 呈 明 显 的 过 渡 性 ,淮河 以 北 塞 冷 干 操 ,与 华北 平原 很 
«63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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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安徽 地 势 与 水 和 柔 概 况 图 



相 类 似 ;长 江 以 南 温暖 湿 油 , 夏 秋 且 有 梅雨 。 雨 量 气温 均 系 由 北向 南 递增 。 
全 省 年 平均 温度 狗 ;14 一 17"C 之 间 ， Bi a TEE De ee ET 一 月 平均 温度 大 致 淮河 以 北 

在 0—12°CZ A, 江淮 之 间 在 0%C 以 上 ， 而 其 江 以 南 , 则 高 达 3.6%C5 七 月 平均 温度 一 般 术 

差 不 大 ,南北 都 在 28"C 左 右 。 淮 河流 域 平 均 始 霜 期 是 11 月 中 旬 或 下 旬 , 浆 霜 期 在 3 一 4 月 
之 间 , 全 年 无 霜 期 狗 为 200 一 230 日 。 而 长 江 流域 的 无 霜 期 则 长 狗 230 一 250 日 ;可 以 种 植 
双 季 稻 以 及 茶叶 、 油 桐 \ 油 茶 等 亚热带 作物 。 

全 省 年 平均 雨量 北部 在 600 一 800 毫米 之 间 , 一 般 表 可 以 满足 作物 生长 的 需要 , BA 
备 发 展 水 舟 的 条 件 。 但 由 于 淮河 流域 一 带 适 当 西 伯 利 亚 气 团 与 热带 气 团 交 多 之 地 ， 气 流 
变化 复杂 ， 降 水 量 的 季节 分 配 很 不 均匀 。 大 致 冬 牛 年 内 淮河 流域 一 带 为 西伯 利 亚 大 陆 性 - 

” 气 困 所 控制 ,降水 稀少 ,而 大 春 以 后 (二 、 三 月 ) 气 温 增 高 ,蒸发 绝 烈 ,土壤 里 水 分 消耗 过 多 ， 
植物 生长 困难 ,容易 造成 春 旱 。 夏 咎 年 内 温暖 而 饱含 水 分 的 热带 气田 , 向 北 推进 , BT 
困 遭 遇 形 成 锋面 ， 降 水 量 大 为 增加 。 特 别 是 六 一 万 月 ， 降 水 量 往往 超过 全 年 降水 量 的 
60 多 以 上 , 暴雨 也 都 集中 在 这 一 时 期 ， 而 且 绝 度 很 大 ， 如 1954 年 凤 台 三 天 大 雨 , 降水 达 ， 

402 毫米 , 泗 河 集 七 天 的 降水 量 达 685 SOK, WG WHR, ABER Rw. META 
年 变 这 也 很 大 , 丰 水 年 的 降水 量 , 往往 为 缺 水 年 的 三 倍 , 常年 降水 量 却 都 小 于 年 平均 降水 ， 
量 。 淮河 流域 的 年 平均 燕 发 量 相当 于 年 平均 降水 量 ,一 般 在 700 毫米 左右 , 高 的 达到 835 
毫米 (阜阳 ), 少 雨 年 比 多 雨 年 的 燕 发 量 更 大 。 随 着 灌 浙 航 运 的 发 展 , 燕 发 量 还 将 进一步 增 

. 大。 因此 淮河 流域 一 带 就 总 的 水 量 平 衡 情 况 来 看 ,不 是 嫌 降 水 过 多 ,而 是 嫌 不 足 。 主要 间 
， 题 在 于 如 何 克 服 降水 不 均 所 带 来 的 困难 。 
南部 长 江 流域 一 带 ， 降 水 量 分 布 比较 均匀 ， 六 、 七 、 及 三 个 月 的 雨量 ， 仅 占 全 年 ， 

30—40% ， 这 是 因为 东南 季风 活动 时 间 较 长 之 故 。 年 降水 量 一 般 在 1000 一 1800 BRE 
Pel, 降水 分 布 受 地 形 的 影响 很 大 ,山地 降水 较 多 , 如 大 别 山 为 1500 毫米 ,黄山 为 2000 这 
米 ,而 平原 地 带 则 不 过 1,000 毫米 。 降 水 量 年 变 率 也 不 大 , 一 般 仅 达 20%, 自然 炎 害 的 威 
胁 小 。 六 月 下 旬 以 后 ;, 有 梅雨 现象 , BRE, WBE, 常 达 一 月 之 久 。 梅 雨 降临 的 妈 
旱 ;, 雨 期 的 长 短 ,降水 的 多 少 对 农作物 的 影响 很 大 。 

本 省 河流 均 属 雨 源 河 类 型 , 降水 是 河流 补 输 的 主要 来 源 , 洪水 均 为 暴雨 所 造成 , 河流 
水 量 的 变化 受降 雨 的 支配 。 全 省 分 为 长 江 、 淮 河 、 钱 塘 江 三 大 水 系 。 

UL BAL RAGE, 向 东北 流 大 江苏 ;, 在 本 省 卉 内 全 长 400 余 公 里 , 流域 面积 占 
仅 省 士 地 总 面积 的 46 儿 ,两 岸 支流 密集 。 其 主要 支流 在 左岸 有 华 阳 河 ; 皖 河 、 集 湖水 系 、 
潍 河 等 ,在 右岸 有 青 飞 江 \ 水 阳江 、 秋 浦 河 等 。 长 江水 量 大 , 含 砂 量 小 ;水流 四 季 不 冻 , 棋 浅 

水 位 变化 不 很 剧烈 ， 为 发 展 农 田 治 新 和 航运 提供 了 极其 有 利 的 条 件 。 但 长 江河 身 曲折 较 
大 , 江 心 沙洲 较 多 ,而 且 壕 移 不 定 ,航道 情况 比较 复 隶 。 长 江 左岸 湖泊 众多 ,能 起 一 定 的 调 
节 水 量 的 作用 ,但 湖泊 允 已 洪 浅 ;右岸 坡 降 较 陡 , 支 流 来 水 较 惫 。 洪 水 期 间 ,沿江 湖 河 的 泪 
水 易 受 江水 顶 托 , 因 此 两 岸 的 圩 田 (特别 是 右岸 ) 有 时 也 有 潍 涂 的 威胁 。 
淮河 横贯 安徽 北部 , 自 阜 南 洪 河 口 入 境 , 至 彭 出 七 里 湖 出 省 ,境内 全 长 420 公里 ,是 本 

”省 北部 的 重要 河流 , 两 全 有 许多 支流 来 汇 。 其 主要 支流 北 有 洪 河 、 颖 河 \ 西 肥 河 \. 涡 河 、 北 
肥 河 \ 瀹 河 \ 光 河 、 潍 河 等 ; 南 有 史 河 、 小 河 、 东 肥 河 、 池 河 等 。 淮 北 诸 支 流 多 数 起 源 于 黄河 
南 堤 和 废 黄河 以 南 的 了 殉 东 平原 ,他 们 大 致 相互 平行 地 由 西北 流向 东南 ,由 于 流 经 地 区 全 是 
7B, 河道 比 降 很 小 , 均 为 0.19‰ 左 右 。 淮南 各 支流 多 流 沟 丘陵 地 区 ; IBA, He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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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 的 汛期 , 这 一 时 期 淮河 流域 雨量 特 多 , MET SE eck ese LK, 各 支流 的 洪水 均 靠 
淮河 干流 排 泪 。 特 别 是 当 整 个 淮河 流域 为 夏季 暴雨 带 所 控制 时 ， 干 支流 差不多 同时 思 现 
Be, 这 时 候 淮 河 的 水 情 就 比较 紧张 。 淮 河原 来 的 河道 相当 深 寅 , PRA IS , 但 由 于 
历代 反动 芒 治 阶级 的 罪恶 萄 治 , 水 利 失修 ,黄河 数 灵 入 淮 ,特别 是 1938 年 蒋介石 匪帮 的 决 
黄 入 淮 ,破坏 了 整个 淮河 水 系 WARE, SRB ER SEE. MAA A 
导 下 ,进行 了 伟大 的 治 淮 工程 。 在 史 、 小 河 的 上 游 修建 了 水 库 , 拦 著 洪 水 , FARK ME 
原 上 的 河道 进行 了 牙 滩 整 理 :洪涝 威胁 已 天 为 减轻 。 现 双 开始 在 淮北 平原 大 搞 河 网 伦 , 平 
原 上 将 出 现 无 数 条 大 小 新 河 ,把 淮河 干支 流 联 贯 成 网 ， 淮河 的 自然 面貌 将 陆 之 发 生根 本 的 
变化 : 

新 安江 是 本 省 南部 的 重要 河流 ,发 源 于 郝 站 东北 ;汇合 支流 横江 、\ 这 水、` 扬 子 水 蓝 水 注 
大 钱塘 江 。 沼 江 多 属 山区 , 比 降 很 大 , 隆 礁 险滩 亦 多 ,航行 旺 不 方便 , 伍 在 过 去 陆 上 交通 不 
便 的 情况 下 ;成 为 南部 对 外 联系 的 要 道 。 流 域内 雨量 丰沛 ,水 量 多 ;流速 大 ， 水 力 资源 声 丰 
富 。 在 新 安江 上 修建 水 亩 , 除 供 发 电 以 外 ， 还 可 改善 航道 ,发 展 江浙 ， 对 本 省 南部 地 区 的 帮 
济 开 发 有 重大 意义 。 

由 于 气候 、 地 形 、 生 物 、 赫 作 等 不 同 条 件 的 影响 ， EE He TB ER 大 
体 上 淮北 平原 以 湾 青 褐色 十 和 冲积 士 为 主要 士 类 。 湾 青 褐色 土 是 以 石 灰 性 冲积 物 为 母 盾 
发 育 而 成 ,分 布 广泛 ;攻占 淮北 平原 CAG , 东 起 洪 泽 湖滨 ; 西 到 本 省 边境 ;随处 可 见 。 

由 于 地 面 平坦 ,排水 不 良 , 地 下 水 位 高 , 剖面 有 湾 青 现象 , 表层 有 机 盾 舍 量 不 到 1 和 , PB 
则 形成 石 谈 质 千 核 ( 郎 砂 姜 ) 和 铁 低 结核 , 通常 在 地 表 下 50 一 80' 厘 米 处 郎 可 发 现 ; SBE 

层 , 念 形 密集 ,干燥 后 容易 形成 垂直 方向 的 届 除 。 只 要 解决 排 洲 和 淮 浙 半 题 并 增 施 有 机 肥 
料 , 朗 可 改良 此 类 土壤 。 冲积 十 分 布 在 颗 河 、 涡 河 、 淮 河 及 煞 河 两 岸 的 平原 沽 地 上 ,; 由 于 径 、 

常 受到 河流 冲积 物 的 梁 积 ,成 为 新 的 冲积 土 ， 冲积 物质 中 含有 石灰 质 及 有 机 质 ， LARS , 
FED AK BEE. | : 

Herd EDS KEE, REDO, KR A 
士 多 发 育 于 无 石灰 性 冲积 物质 之 上 ;长 久 积 水 ; 潍 泥 层 很 深 ; 有 机 质 在 1 多 以 上 , HABA 
要 的 稻 作 区 。 大 部 分 丘陵 地 区 由 于 长 期 种 稻 ， 也 多 由 黄 福 色 十 发 至 成 为 水 和 耕 王 。 只 在 某 
HREM ERE AEB ELSA, FaF Fe SE Oh , EE EI , BA, Ai 
FT ARAL SR KALLE. | 

coma nerh ep aabiisinel. eile seein tee ad eo 
地 , 通常 呈 强 酸性 皮 应 , RAR, MRAZDATHR AMES WR UHM, SRE 
或 酸性 反映 。 二 者 都 是 在 高 温 多 十 的 条 件 下 发 至 而 成 ,风化 过 程 非常 旺 七 ;石灰 盾 代 有效 
磷 都 非常 缺乏 ;以 种 植 茶叶 、 油 桐 、 油 茶 等 经 济 林 未 为 宜 。 aa 

DESL AS BI PO ES ta) A LI SAADEH Me WR 
不 大 。 

ABW PRBS, 品种 繁多 , 其 中 煤 、 铜 、 铁 、 莹 化 矿 等 责 源 在 华东 各 省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煤炭 资源 大 部 分 集中 在 淮河 南北 的 平原 地 区 。 位 于 淮南 市 及 其 附近 地 区 的 淮南 煤田 ， 
储量 丰富 . 煤 质 优 良 ,可 作 动力 用 煤 和 配 焦煤 。 新 发 现 的 淮北 大 煤田 主要 分 布 在 靠近 苏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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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 一 带 , 这 里 的 煤炭 能量 非常 丰富 : 煤 质 也 很 优良 s An 
发 现 了 许多 新 煤田 ,但 从 现 有 的 责 料 来 看 ;多 数 是 分 散 的 小 煤田 ,无 烟煤 比重 较 大 , 适 
地 方 小 型 开采 ,只 在 宣 域 \ 广 德 一 带 ,储量 增 大 , 煤 质 也 较 好 ,可 以 配 焦 ， XI 

全 属 矿 惹 主 要 集中 在 沿江 地 带 。 志 较 山 及 其 阵 近 的 繁昌 、 当 涂 等 地 是 本 省 较 大 的 铁 
WAR, 此 外 在 皖南 山区 和 淮南 丘陵 地 区 有 不 少 小 铁 矿 , 在 大 别 册 区 有 大量 铁 砂 ,有 利 
于 钢铁 工业 的 肖 地 开花 ;有 色 金 属 资源 亦 有 分 布 ,其 中 以 铜 官 山 铀 矿 为 最 著名 。 

非 金属 矿 中 以 硫 、 磷 、 明 研 等 化 学 资源 较为 重要 。 马 较 山 铁 矿 区 也 是 黄 然 矿 的 主要 产 
地 :此 处 在 铜陵 、 喧 池 一 带 也 有 大 量 与 其 他 矿产 共生 的 硫化 矿 。 读 江 的 明 硕 和 福 松 的 磷 矿 
都 是 国内 戟 天 的 矿藏 。 除 了 上 述 化 学 资源 以 外 ;还 有 部 门 的 姿 士 ,每 域 的 石棉 ,车 湖 、 集 县 . 
“c+ (pies: serait let 

(]) 历史 地 理 概述 

淮北 平原 ,特别 是 西北 部 频 、 涡 河流 域 , 因 与 中 原 地 区 毗邻 ， 为 本 区 开发 最 早 的 地 区 。 
中 部 江淮 之 间 , 在 春秋 后 期 , 修成 了 著名 的 水 利 工程 一 - 寺 陂 , RETR LK Se 

河 周围 的 大 片 农 田 ; 农 业 水 渐 发 展 , 合 肥 与 寿 春 ( 寿 县 ) 便 是 在 这 个 基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早期 
的 重要 城市 。 公 元 83 年 (东汉 末年 ) 庐 州 一 带 ( 今 集 湖西 北 ) 传 大 了 和 牛 黎 耦 耕 ,一 变 过 去 火 
赤水 类 的 局 面 。 同 时 采 冶 手工 业 也 有 了 萌芽 , 皖 西 浪 山 有 铁 官 , 皖 东 丹阳 ( 宣 城 一 带 ) 丽 伍 
官 ;开采 矿石 ,制造 农具 、 锅 釜 。 

4 世 克 初中 原 地 区 的 大 动乱 ， she ada so eden nin seth Sec DO 

生产 技能 与 经 验 的 中 原 人 民 ， TPAD AL IRM AEA AERA > RAO 
区 和 江南 的 芍 湖 宣 城 一 带 , 开 芋 荡 地 ;改良 农具 ;提高 了 农业 生产 水 平 s 

卫 从 隋唐 到 北宋 (2 一 12 世纪) 五 百 多 年 间 ， 交 征地 区 的 农田 水 利 有 了 志 天 的 发 展 。 隋 
唐 时 全 在 淮河 流域 的 皇 阳 、 和 宿州 、 毫 州 ( 吧 阳 )、 寿 州 及 东部 沿江 的 和 州 、 宣 州 等 地 兴修 水 
利 ; 开 展 防 洪 治 溉 。: 北 朱 时 开 始 在 沿江 两 岸 大 量 兴 筑 圩 田 , 把 许多 低洼 地 区 改 成 良好 的 水 
HB, 同时 还 从 需 建 引 大 了 抗旱 早熟 的 占 城 稻 种 , ELE ERIE, KT RAR 
Ko 72D, 沟通 我 国 中 原 和 江南 的 南北 大 运河 建成 , 它 在 安徽 境内 穿 经 北部 的 宿 县 、 

“ 灵 辟 一带 ,使 次 北 地 区 成 为 南北 物 痊 交流 的 交通 要 冲 , 同 时 亦 天 大 便利 了 江淮 地 区 与 当时 
的 政治 中 心 一 一 中 原 地 区 的 联系 。 江 汐 地 区 的 称 米 开始 大 量 浅 运 太 京 。 物 次 交流 的 扩 天 
刺激 了 商品 生产 的 发 展 。 如 唐 代 毫 州 的 轻 炒 ， 重 、 微 的 纸 笔 , PUNTERS BS 
国 : 茶 叶 还 远 销 边 绪 和 国外 。 当 时 人 饮 茶 风 习 已 在 全 国 流行 ,皖南 山区 和 大 别 山区 的 茶叶 生 
FS TRAM RE BPS BES EA EI ERE KERR SG 
im. FLAS AA SL BK kn SINGS SE IN AS, SE BEAST SE, WHI 
EMA . INGRAM REIL TE RIG. ALR LIE EOE FBR, 
VS ERAE TAAL LOAN, 五 万 贯 以 上 的 有 颍 州 , BI CNP. Kt 
期 , 沿江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较 为 显著 , 但 淮河 流域 仍然 是 比较 富 人 能 的 地 区 。 淮 河 在 12 1 
VR, ADB RE, MA, 航运 通 蝎 , 两 岸 沃野 千里 , 到 如 今 在 劳动 人 民 中 和 淋 有 “' 走 
千 走 万 , 比 不 上 淮河 两 岸 " 的 传说 。 

1) SEXES 802, 
2) RMS 14 答 征 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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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ES (ARID AGP A, SHERMER , RISE PIL, 造成 辽 爹 
与 南宋 南北 割据 的 局 面 4 南北 大 运河 因 航 运 长 期 中 断 而 洪 塞 ， 淮 北 地 区 拓 去 了 南北 物 套 
交流 中 的 重要 地 位 。 而 且 南 北 之 间 频 繁 的 战 等 多 数 在 淮河 流域 一 带 进 行 ， 使 淮河 流域 的 

| 猎 济 遭受 严重 反 瓦 。 在 战 健 中 双方 经 常 挖掘 河 堤 ， 引 水 以 淹 对 方 。 1194 eR BR 
口 , SAH TAR ERERBRAR, BAO, AERA, REM 
山东 轻 汶 河 ̀ 泗 河 进 大 淮河 下 游 , TAS RIBAS, HET PRBS 中 上 游 开 始 多 黄涛 之 区 。 
而 到 1617 世 克 ,黄河 分 从 颇 、 涡 、 潍 、 泗 等 河道 人 淮 ,整个 淮河 流域 破 黄 河 糟 场 ; 黄 浴 潜水 
MRE KEELE, READER, BRS RT LMA BE 
RAL REMEW RE, 河床 狭窄 , 排水 能 力 已 弱 。 明 清 两 代 的 葱 治 者 ; TRS 
稻米 ,维持 运河 的 漠 运 ,不 顾 淮 河流 域 人 民 的 深重 秋 难 ,采取 了 “其 请 刷 黄 ” 的 政策 , 擂 高 了 
洪 泽 潮 的 水 位 , 其 辕 果 使 本 省 境内 的 淮 水 更 不 容易 下 沽 , 炎 区 面积 更 加 扩大 。 公元 1355 
RRO GAR, 改道 向 北 入 海 , 黄 淮 分 离 , 但 淮河 情况 # 间 没有 改善 , 伙 害 仍然 不 断 发 
生 。 1938 年 蒋介石 匪帮 按 开 了 花园 口 黄河 南 坦 , 黄河 又 一 次 改道 不 淮 / 葵 淮河 流域 人 民 

PRI PERM KE, SEOMMEN BA, Bib, eB, SRS 18 县 ,淮北 平 
原 及 淮南 沿 河 诸 县 全 部 受 秋 , 丢 济 田地 2,300 余 万 雷 , KRXB0RTA, MERE 
4 1947 年 花园 口 堵 口 后 ， HOTT ATER, FE BETIS AAT » 有 的 甚至 已 完 
WA. 

南宋 以 来 ， RAW See, MOE EWES MLAS HEF, EE EK MEE 
相对 的 上 比较 活跃 ,特别 是 集 湖 周围 和 沿江 的 圩 田地 区 2 EBERT ORR BR 
稳定 ， 成 为 全 省 比较 富裕 的 急 米 之 几 。 明 代 商 品 生产 已 有 了 较 大 的 发 展 。 MIME 
AB, Sl DS, RRA, ERE ee TR 
等 经 济 作物 的 种 植 。 eT RRR BS eH ee FE A HREM BES 

散 市 场 。 

1858 ,年 国内 才 治 阶级 出 卖 了 长 江 内 河 航行 权 ， 车 潮 稚 为 帝国 主义 的 通商 口岸。 a 

THX EL BEE A EEE ILL, ea FEE TE AO SH HE. INA 

OPERAS Ob The A, RHR, RSSRUEER 800 万 石 , RAB 

MA KHe—. BRASH KE SAKE, MAM, 至 1932 HRKRMHLR 100% 

fis AAS 8 RAF Ea eek AO, 1868 一 1879 年 间 出 口 达 一 百 万 公 捍 以: 上 ， 

ehh SFA, “部 竹 '”“ 屯 浆 ” 已 在 国际 市 场 上 享有 局 誉 。 但 后 来 在 帝国 主义 、 官 傣 矢 
ZR SEP a EE PEPE PEE FESR IESE PF, 茶叶 生产 也 一 落 千 丈 。1935 年 
部 站 经 营 茶 业 者 仅 150. 祭 家 , BeWHILMES, 1911 年 英国 投资 修建 的 津浦 铁路 通 
车 ， 位 于 津浦 铁路 与 淮河 交 和 车 点 的 蚌埠 ， 发 展 成 为 帝国 主义 吸取 淮河 流域 人 民 血 省 的 握 : 

Ko 1921 年 在 英美 烟草 公司 的 诱 下 ， 詹 路 沿线 的 凤 阳 一 带 开 始 种 植 烤 获 , 为 帝国 主义 
屋 在 我 国 沿海 城市 的 乱 烟 工厂 提供 原料 。 但 由 于 帝国 主义 企业 的 压价 收购 和 自然 类 害 的 

狐 常 威胁 , 烤 获 生产 的 发 展 极为 缓慢 。 

手工 业 秘 挤 垮 以 后 ,近代 工业 却 始 获 发 展 不 起 来 。 本 省 民族 交 本 的 力量 很 薄弱 ,不 公 
经 不 起 帝国 主义 的 摧残 ， 而 且 也 敌 不 过 邻近 的 上 海 民 族 资 本 的 竞 等 。 长 期 必 来 本 省 只 是 

向 上 海 和 国外 过 出 农产品 ,省 内 却 很 少 农产品 加 工 工业 。1930 年 时 只 在 燕 斋 、 安 庆 , ee 

等 地 有 一 两 家 面粉 厂 , 在 燕 湖 有 一 家 和 纺 梭 厂 , 规 模 都 很 小 。 

sj 站 8SY 5 



AGES OT TRE BEL BBR, 1906 Se IRS ELE I 了 
| SABE SE ARAL, BOR AA RASA. AB ACEP RESET Se, 从 事 矿 

藏 开采 ,但 对 帝国 主义 仍 有 相当 大 的 依 顿 性 。1914 年 欧 战 爆发 ， HT MIME IK, 
本 省 铁 矿 石 开采 ,一 时 呈 繁 全 气象 。 帝 国 主义 采用 各 种 手段 ,掠夺 本 省 的 铁 矿 石 资 源 。 例 
如 日 本 帝国 主义 通过 中 日 实业 公司 的 贷款 关系 ,每 年 向 繁昌 桃 冲 册 铁 矿 康 价 购买 我 30 万 
MRED. $f den YA SE SER ARSE SE RY He 4S 2K, PR en Sk 
PRRAEAE WER AMP UA UE, BRR. SE 
ROB, AEA MLE, 1933 年 繁昌 、 当 涂 二 地 全 年 铁 矿 石 产 量 不 过 2 万 多 
WEAR RE ADL. EOS RIO BERET HRS REE RRS 
FERE IS EP RRA A BIRO ARR AY PBS, 宿 县 的 烈 山 、 怀远 的 大 通 , MTR 
乏 , 兵 菲 洲 扰 ,都 是 时 采 时 停 。1929 年 官僚 资本 开始 在 淮南 琶 耕 山 煤田 建 矿 , 至 抗战 前 夕 
已 有 万 龙岗 \ 天 通 二 矿井 投入 生产 ,最 高 年 产 煤 量 为 120 万 吨 (1937 年 )。 为 了 使 淮南 煤 
能 天 量 运销 上 海 ,1935 年 修 通 了 从 淮南 煤矿 到 裕 滩 口 的 淮南 铁路 。 詹 路 通车 后 不 丸 , 搞 
BUR ,长 江 沿岸 和 津浦 \ 淮 南 铁路 沿线 各 县 市 先后 渝 陷 。 在 日 本 侵略 军 占 全 时 期 对 本 省 
的 矿产 资源 进行 更 广泛 的 掠夺 ;其 掠夺 重点 为 马 较 山 和 当 涂 的 铁 矿 , 向 山 的 黄 铁 矿 , 淮南 
的 煤 ,庐江 的 明 砚 等 ,1943 年 太平 洋 战 等 爆发 , 日 本 侵略 备 由 于 宇 事 的 需要 在 马 较 山 建立 
了 小 型 炼 然 厂 ， 卉 秘密 制造 武器 。 藉 来 基础 很 弱 的 民营 工业 全 齐 受 很 大 的 摧残 。 抗 战 旺 
利 以 后 , 在 国民 党 的 反动 苑 治 下 , RAT REE, 被 日 宕 破坏 的 厂矿 , SHURA 
复 5 淮南 煤矿 由 于 上 海 、 南 京 等 城市 和 詹 路 用 煤 的 需要 , 有 利 可 图 , 恢复 生产 较 快 , 并 于 
到 47 年 在 新 庄 孜 新 建 了 一 对 年 产 10 万 吨 的 小 对 井 ， 这 是 国民 党 芋 治 时 期 最 主要 的 新 建 
预 目 ,解放 前 安徽 省 遗留 下 来 的 生产 物质 基础 就 是 如 此 可 怜 。 

Hie : (=) 居 民 
妆 徽 全 省 共有 人 口 5300 多 万 0， 平均 密度 每 方 公里 为 240 A, 在 华东 各 省 中 低 于 江 

苏 ,浙江 ， (RARE A BRAC. 
BaP ek 7G TE SBE SS Ce AE P9E JS , SR GRE IRR EK TE 

SSRBAOP SHA SIMS 91.3%. ADB AIL. IAA 

BK ede MK HAI, FFE EA, 耕地 集中 , LAO Spee, 大 部 份 地 区 超过 
估 省 平均 密度 ， 其 中 淮河 ( 蚌 雯 以 上 ) 和 蜂 河 的 两 岸 以 及 涡 河 与 潍 浴 河 的 上 游 平 均 每 方 公 
里 达 400 类 灸 上 。 在 其 江 去 岸 介 湖 周围 及 长 江 右 岸 的 青 飞 江 与 水 阳江 流域 也 有 天 片 平 
原 ,水利 发 达 ,农业 生产 较 集 狗 , 人 口 密 度 与 皖 北 地 区 差不多 。 院 北 与 沿江 地 区 ,一般 村 庄 
PURBRA, 多 为 五 大 十 户 至 百 祭 户 的 自然 村 , 彼此 相距 狗 全 公里 至 蕊 公里 左右 。 但 沿江 

“车 区 农舍 不 象 皖 北平 原 那 样 集中 ,本 区 各 家 远 看 和 组成 一 个 村 落 , 近 看 多 互 不 相连 。 由 于 二 
区 地 势 较 低洼 ， 房 屋 多 建立 在 霍 高 的 屋 基 墩 上 或 地 势 较 高 的 大 路 和 圩 坦 的 两 旁 。 在 淮南 
近 陵 地 区 人 口 密 度 低 于 全 省 的 平均 害 度 ,一 般 每 方 代 里 为 一 二 百人 ,只 在 西部 基 安 附近 人 
OBS GAB 400 人 以 上 ;而 在 东部 定 远 浴 全 一 带 每 方 代 里 还 不 到 100 A, BER. 

区 的 村 落 以 一 二 十 卢 的 较 多 ;村 与 村 之 间距 高 狗 一 ;二 公里 。 RRB Rey 
le Sy ee ee @ 

1) 根据 公安 部 1957 EH Mt, FA. 

ae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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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 贫 地 外 ,平均 每 方 公里 多 不 到 100 A, Serpe RUE RE 50 人 以 下 ,为 本 省 人 口服 

少 的 地 区 。 山区 村 落 分 布 雳 星 ,规模 也 小 ,一 般 多 在 十 上 户 以 下 ， 间距 远 达 三 、 五 公里 ， 不 利 

于 集体 生产 。 人 民 公 霸 化 后 ,原来 较 雾 散 的 村 落 将 适当 合 任 集 中 。 

AR SRA Rai MAD 8.7% FESR BPI, BAIZARAH IK 

Fit » SO VERS. REIS MEW Sy AR ERT, 人 口 均 在 20 万 以 上 ( 合 胞 、 淮 南 已 达 30 
A), AD 10 一 20 万 的 城市 只 有 几 庆 市 ,5 一 10 万 的 有 轧 坊 山 、 铜 陵 等 市 。 以 上 这 些 城 

市 现 均 为 省 辖 市， 也 是 省 内 重要 的 经 济 活 动 中 心 。 其 中 位 于 全 省 中 心 的 合肥 市 为 历史 古 

城 , 解放 后 已 发 展 成 为 从 省 的 政治 经 济 中 心 。 蚌 坊 、 芍 湖 、 安 庆 等 市 主要 是 由 于 交通 的 发 

展 而 还 计 形成 为 工商 业 城市 。 淮 南 ̀  局 较 山 \ 铀 陵 等 市 划 主要 是 近年 来 随 着 工矿 业 的 过 过 

发 展 而 兴起 的 工矿 业 城 市 。 

AGH GIB ALLE, ADL EARS ABR, Dest He Are 

多。 其 中 三 万 人 以 上 的 较 大 城 绩 有 阜阳 ,大安 、 窒 其 、 毫 县 、 浴 县 等 县城 及 休 宁 县 的 屯 汉 ， 
EPS Le BT BIN Ha 

a MULLIS A AEE AI Ke. HA Sew RUN ASA AT GRE CE 

WT 40 多 万 ,相对 比重 也 有 了 若干 提高 。1958 年 工业 生产 大 跃进 以 后 , A RL 

楼 迅速 扩大 ,新 的 城市 也 正在 成 长 ,例如 位 于 关 河 煤田 上 的 潍 滩 钱 将 随 着 煤矿 的 发 展 而 成 

为 另 一 个 新 兴 的 工矿 业 城 锁 。 
， 由 于 过 去 工业 落后 ; 魏 微 产业 工人 不 多 ,技术 力量 薄弱 。 解 放 后 鲁 从 上 海 调 来 不 少 技 

术 工 人 和 工程 技术 人 员 , 支 摇 本 省 的 各 项 建设 ,省 内 也 采取 各 种 途径 培养 了 大 批 青 年 技术 

干部 和 技术 工人 。 经 过 几 年 来 的 发 展 ， 本 省 的 技术 队伍 已 初步 形成 ， 这 是 开展 大 规模 建设 

的 重要 条 件 之 一 。 

(四 ) OF 
| 委 徽 在 解放 前 是 华东 各 省 中 经 济 最 落后 的 地 区 。 在 工业 方面 除了 淮南 煤矿 和 一 二 

家 抄 厂 ,面粉 厂 以 外 ,几乎 没有 计 么 现代 工业 可 二。 长 期 以 来 只 shes Sera ares 
Ye resR TT Lee Hh He Aer En ee a 4 APH KBD Dok de BBR Mag ; 

MERA TELIA, 宏 业 的 生产 水 平 也 很 低 ，1949 ARAM Or I AT BR 101 
斤 ; 还 不 到 浙江 省 的 一 合 , 比 江苏 亦 低 30 狗 多。 自然 炎 害 特别 严重 ,几乎 年 年 关 炎 , 特别 

是 北部 淮河 瀛 域 地 区 ASSAM BRE. 

解放 以 来 , FEE RSP, 安徽 工农 业 生产 的 发 展 速 度 超过 华东 其 他 各 省 , 烃 济 面貌 

蕊 有 很 天 的 改变 。1957 年 糊 食 的 总 产量 比 1949 年 增长 1.6 HE, FO ARE EGS PEI SE 

| 克 济 作物 的 增长 更 为 显著 。 解 放 初 开始 的 伟大 的 治 淮 工程 和 1957 See a RRA HE ALT A 

”和 楷 工程 对 于 防止 自然 估 嘎 ， 彻 底 改 变 农业 生产 落后 面貌 具有 重大 意义 。 工 业 在 许多 方面 

都 是 从 无 到 有 ， 从 小 到 大 的 发 展 。 早 在 解放 初期 ， 稼 从 上 海 等 治 海 城市 迁 来 一 部 分 工厂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中 陆续 新 建 了 不 少 厂 矿 企 业 ,1957 年 全 省 的 工业 总 产值 比 1949 年 增长 

34 借 。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开始 以 后 ,由 于 全 民办 工业 ;发 展 规模 更 是 空前 。 1958 年 的 他 省 
工业 总 产值 双 比 1957 年 增长 一 倍 以 革 , 其 中 以 钢铁 、\ 机械 化学、 煤 痰 、 电 力 等 重工 业 部 站 

增长 最 为 迅速 ， 新 的 工业 体系 正在 舟 渐 建立 起 来 。 

A SEL 2:1 OE EB yes Br ,特别 是 上 海 市 的 大 力 支 挫 , 包 

yi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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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AVE. ACS 7 is itn. A RS BB EME I SHS, MBAS 

WREEK. LKR AAW IRR ER EAN Sa. APRS 

WE, 大 部 分 供应 上 海 、 江苏 等 地 。 随 着 工农 业 生 产 的 远 速 发 展 ， Sinai. 2 <a 

成 也 正在 发 生变 化 。 

1. 农 业 

安徽 土地 开 旦 程度 低 于 江苏 高 于 浙江 。 全 省 共有 耕地 面积 8,800 余 万 亩 (1957 年 ) #9 
占 土地 总 面积 4 和 多。 由 于 卉 内 地 形 复杂 , 各 地 耕地 密度 差异 很 大。 滩 北 平原 耕地 下 平地 
面积 70 多 以 上 ;西北 部 几 县 高 达 80%。 淮 南 丘 随和 沿江 地 区 大 部 分 在 30—50% Zi. i 

由 和 大别山 区 一 般 不 到 15% ZEA BSR 
全 省 共有 农业 人 口 三 千 万 人 左右 。 平 均 每 一 农业 人 口 拥 有 耕地 面积 2.9 FH, 多 于 江浙 

二 省 。 淮 北 地 区 农业 人 口 最 多 ,耕地 也 最 密集 ,每 人 平均 耕地 面积 大 都 在 三 直 以 上 ;有 的 高 
达 四 亩 。 淮 南 . 沿 江 地 区 每 人 平均 耕地 一 般 在 二 、 三 亩 之 间 。 崇 南山 区 与 大 别 山区 大口 虽 
少 ,但 因 丘陵 山地 所 占 面积 过 大 ,耕地 较 少 ,每 人 平均 耕地 一 般 不 到 两 亩 过 徽 现 有 的 可 曙 
幕 地 已 很 少 。 近 年 来 由 于 大 贸 水 利 ， 赫 地 面积 还 有 逐渐 缩减 的 趋势 。 因 紫 本 省 发 业 生产 
的 发 展 主 要 依靠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在 过 去 耕作 比较 粗放 的 情况 下 ， 每 开平 均 耕 地 三 亩 

， 以 上 脊 感 劳力 富裕 ,大 跃进 以 后 , 本 省 耕作 水 平 显著 提高 , 农村 劳力 已 不 是 富裕 而 是 感到 
紧张 。 今后 在 本 省 农业 生产 高 度 发 展 的 基础 上 ， 可 以 和 逐渐 向 “ 少 种 高 产 多 收 "的 远景 目标 
UE. 

安徽 是 历史 上 长 期 遭受 水 旱 伏 咱 严 重 威胁 的 地 区 。 淮 北平 原 秋 患 最 为 深重 ， 直 于 滩 
WK ABR TERRES KE, BROW, 又 往 往 造 成 旱 八 。 淮 南 丘陵 地 区 由 于 水 源 
缺乏 VEE, AI AA, WT BE BOE RL, (SR, 
POKARS ADS RK, AH KOR, LMA LF SHAKE MAS RAE 
往 很 大 ,如 1950 FE KRHMSAES ED BLE, BFA eR se re A 
HEE PEK A, AR RE BE AE PE, 

解放 以 来 本 省 水 利 建司 已 取得 了 巨大 的 成 就 。 在 毛 主席 提出 的 "一 定 要 把 淮河 修好 ” 
的 号 召 下 ， 解 放 后 不 久 就 开始 了 伟大 的 治 淮 工程 。 几 年 来 已 全 面 疏 竣 了 淮河 干支 流 的 河 
道 ， 两岸 的 堤防 也 多 已 加 高 培 厚 。 在 史 、 小 河 的 上 游 修建 了 佛 子 岭 . 梅 币 \ 磨 子 潭 、 柄 站 
名 等 耳 谷 水 庆 ， 在 二流 附 近 完成 了 油 澜 河 ̀\ 城 东 \ 城 西 \ 无 埠 湖 等 湖泊 汗 地 善 洪 工 程 ;并 在 
天 部 分 地 区 建立 了 初步 的 排水 系 芳 。 到 1957 年 已 基本 上 解除 了 淮河 干流 及 颍 \ 油 等 河 的 
洪水 威胁 ;在 排 适 方面 ,一 般 雨 量 已 可 基本 驶 和 ,即使 有 较 大 降雨 , 伙 趾 也 可 天 天 沽 轻 ”在 
治 淮 的 同时 ， SE AEH EDEMA RAR TASAMED, AERTS ER TU 
PE SKA HAT MBS 

自 1957 HABA PW AE, UEAE, UBAPKAHEMDHUE SARI 
FUSE SE ENO BW, WM 1957 年 冬 到 1958 HRA BLERKT 50 (LEA, 
为 过 去 八 年 来 兴修 水 利 总 和 的 二 倍 守 以上。 特别 是 淮北 地 区 ， 由 于 找到 了 彻底 消除 旱 涛 
作 和 咱 的 正确 道路 ,大 搞 河 网 化 ,二 雁 劲头 很 大 ,一 冬 一 春 就 完成 士 方 36 1h. PRA AE 
北河 网 化 规划 ,淮北 地 区 需要 进一步 疏 商 拓 袖 原 有 的 15 条 较 大 的 河道 ,新 开 9 条 大 河 ( 顶 ，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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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ve 



8 40 一 60 2K, VE 6 一 7 2K) RTT SF A ee LRRD 
河道 ( 顶 寅 20—30 2K, YE 502K) ,分布 成 " 田 " 字 形 , 作 到 平均 每 什 公里 就 有 一 条 河道 。 工 

HIE RE, PHAR BEL 35 一 40 万 方 。 同 时 还 要 修建 大 量 的 节制 并 船 关 。 公 部 工 
程 完成 以 后 ,淮北 地 区 大 部 分 耕地 可 成 为 水 田 , 五 天 降雨 400 毫米 可 以 不 排 不 涝 ,七 十 天 不 
两 也 不 会 发 生 旱 炎 这 二 宏伟 规划 的 实现 已 为 期 不 远 ,至 1959 HE ERAMLA LEN 
一 守 左 右 ， 预 计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内 淮北 河 网 化 即 可 基本 实现 。 淮 南 地 区 正在 进行 的 
史 、 小 、 杭 航 灌 工程 ,规模 也 相当 互 大 ,要 把 史 、 小 河 的 梅山 、 佛 子 岭 ` 磨 子 潭 、 响 洪 旬 等 水 康 
和 杭 起 河 的 龙 河口 等 水 库 在 下 游 用 渠道 连结 起 来 ， 灌 浙 雹 邱 \ 大 安 、 合 肥 、 肥 东 、 肥 丁 、 每 
ok FL EET AMR, SERIA, RHE 1400 A, TES 

丘陵 地 区 的 旱 伙 威胁 具有 重大 意义 。 今 后 为 彻底 解决 淮南 地 区 灌 新 永源 不 足 的 问题 ， 还 
By DFE ve Ah ea EEO TK AER IASI RE SH, BSS 
AEA TL METS WH HOFF RE HK, BL OKACHE, Fee BE KE BRB eh 
水 库 为 主 , 将 来 还 打算 开 新 河 把 水 库 连 接 起 来 。 沿江 二 区 除了 炎 和 绪 发 展 机 械 排 灌 外 ， 实现 

河 网 化 也 是 令 后 的 主要 方向 。 

大 规模 的 水 利 建设 使 本 省 Cm MRE BUR ILE, 1957 年 全 省 治 浙 面积 已 达 3， 400 余 

FH, 161949 年 狗 增 加 一 倍 。 1958 年 灌 浙 面 积 跃 增 至 5500 余 万 雷 ， 双 比 1957 年 增长 
60 匈 以 上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中 全 省 实现 水 利 化 以 后 ， 全 部 耕地 将 基本 上 都 可 以 得 到 波 
浙 。 

区 。 其 办 是 黄土 与 大 别 山区 ,虽然 地 形 复杂 ,江浙 条 件 略 差 ,但 水 源 相当 充 是 ,水田 比重 一 
般 在 60 一 80 匈 之 间 。 过 去 淮南 丘陵 地 区 由 于 水 源 不 足 ,水 田 比重 较 低 ,一 般 仅 达 30—50 % ; 
淮北 地 区 则 几乎 全 是 旱地 ， 很 少 水 田 。 近 年 来 浴 南 丘陵 和 淮北 平原 的 水 田 此 重光 有 很 大 
提高 ， 尤 以 淮北 地 区 表现 最 为 突出 。 如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初 淮北 地 区 水 田 此 重 还 不 到 
1% ;1957 年 上 升 到 3% eva 1958 年 却 跃 增 至 12 久 左 右 。 河 网 化 从 部 实现 后 ， 淮 北 地 区 
的 耕地 可 有 60 匈 以 上 成 为 水 由 。 其 余 的 旱地 也 都 将 成 为 水 浇 地 。 

安徽 更 有 赫 地 中 以 实行 一 年 两 熟 制 的 为 最 多 。 秋 冬 种 植 小 麦 , 大 麦 、 油 荣 、 哆 豆 \ 称 肥 | 
等 作物 ,夏季 种 植 稻谷 \ 填 董 \ 高 梁 \ 大 豆 、 花 生 \ 芝 麻 、 棉 花 、 麻 类 、 烤 获 等 作 牺 ;或 者 是 允 季 
休 并 ,者 夏 水 稻 连 作 。 —E— SAAS ,近年 来 已 减少 ， 主 要 分 布 在 沿江 的 某 些 排 
水 不 便 的 圩 区 和 江淮 丘陵 的 某 些 水 源 困难 ， 土 地 将 薄 的 地 区 ， 每 年 水 稻 收 制 玉 后 实行 冬 
源 。 此 外 在 淮北 地 区 有 实行 二 年 三 熟 和 三 年 五 熟 的 ， 在 皖南 和 沿江 地 势 较 高 的 地 区 有 实 ， 
行 一 年 三 熟 的 。 由 于 本 省 历年 来 旱 小 秋 咱 多 发 生 在 6 一 " 月 ， 而 在 6 月 以 前 气候 比较 稳 
定 ,因此 近年 来 扩大 了 秋冬 播种 面积 ， 提 高 了 夏收 比重 ;同时 还 大 量 改 种 高 产 作物 和 耐水 
作 牺 ,首先 在 旱地 改 水 田 的 基础 上 推广 了 水 稻 种 植 ,在 旱地 则 扩大 了 甘 蓄 的 种 植 。 及 上 这 
些 改 种 措施 对 于 各 伙 保 收 ,增产 类 食 , 鲁 起 了 重大 作用 。 在 水 利 工程 还 不 能 彻底 消除 旱 洲 
伙 害 以前 , 重 秽 夏收 作物 ,多 种 高 产 作 物 , 仍 然 是 本 省 农业 生产 上 的 战略 性 措施 。 

在 本 省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构成 中 (1957 SE RPE 79.1 % :大 豆 占 10.3 % , RR BEFE. 

rs 6.9 匈 ,其 他 作 易 占 3.7 狼 。 狂 食 在 安徽 农业 生产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a ae 

HEPES EE 3s MABE T a SEA A keh 
重 已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化 。1957 年 全 省 水 田 面积 还 只 占 耕 地 的 35.6%, 1958 年 已 上 升 至 
42.5 匈 。 沿 江 地 区 水 源 充足 , 淮 泊 发达, 水田 占 赫 地 ,80 和 以上， 是 省 内 水 男 比 重 最 高 的 地 ， 



tei RAR Ri Natdo F .(1957 4) 
cf oF ih | BOs le 

作 Hh 种 类 一 | 一 
woe | 占 作物 总 面积 9| RHE | OF | RPI 

KLEEN Bt - 11,938 79.1 100.0 "229.5. °| 100.0 
舟 谷 3,372 22.4 28.2 121.9 53.1 
承 x ' 4,021 26.6 33.7 40.1 17.5 
杂 - 钴 ，3，413 22.6 28.6 35.2 15.3: 
% 类 1,132 7.5 eh Oe re 32.3 14.1 

”未 舟 是 未 省 最 重要 的 洪 食 作物 ， 播 种 面积 虽 略 小 于 小 麦 ， 但 由 于 水 稻 单 位 面积 产量 
高 总 产量 却 超过 小 麦 很 多 。 本 省 淮河 以 南 稻 大 部 分 地 区 水 稻 种 植 面积 都 占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30 儿 以 上 。. 在 某 些 江浙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区 ,水稻 占 作物 面积 甚至 高 达 85%. ARTES 
产量 最 天 的 地 区 是 长 江 左岸 的 梨 湖 流域 和 长 江 右岸 的 青 飞 江 \ 水 阳江 流域 ， 包 括 无 为 \ 访 
ASA ee RE RR RSET, RK LAIR, 
水 源 充 足 , HERES, 对 水 稻 生 产 相当 有 利 , SETA SA 40% A, 

“是 省 办 水 稻 生 产 的 中 心地 区 ,也 是 稻谷 商品 这 最 高 的 地 区 ,每 年 有 大 量 的 稻米 集中 鞠 湖 运 
。 出 省 外 。 淮 河 以 北 过 去 很 少 种 植 永 稻 , 近 年 来 由 于 大 量 旱 地 改 水 田 , 水 稻 种 植 面积 迅速 增 
”加 , 1955 年 淮北 地 区 还 只 有 水 稻 44 万 雷 ， 而 到 1958 年 水 稻 种 植 面积 已 跃进 到 500 多 万 
让。 今后 随 着 淮北 河 网 化 的 实现 ,新 稻 区 还 要 释 续 扩大 。 

安徽 水 稻 种 植 帮 天 部 分 为 单 季 中 和 稻 , 每 年 五 月 下 旬 至 大 月 上 旬 插 和 机 , 八 月 下 旬 至 九 
月 中 旬 收 获 (南北 部 地 区 各 相差 全 月 )。 在 淮南 丘陵 地 区 和 淮北 新 舟 区 ， 种 植 中 稻 多 与 小 
SEE THM. HITE EM MAR DAES, A 
PE MOAT RE. APRN RMMEELRE RD RAMEE, STK, A 

” 死 近 年 来 推广 了 早稻 的 种 植 。 早 稻 一 般 插秧 期 是 四 月 下 旬 圣 五 月 中 旬 ， 收 获 期 是 七 月 下 
旬 至 八 月 上 旬 ; 收 获 开 有 保证 。 解 放 前 本 省 早稻 很 少 种 植 , 1958 年 早稻 面积 马达 600 多 万 

' 亩 ;而且 平 均 宙 产 超过 了 扇 年 中 舟 的 平均 单位 面积 产量 。 新 发 展 的 早稻 在 淮北 地 区 多 为 
单 季 早稻, 在 沿江 地 区 多 为 双 季 早稻 , SALE. 淮南 丘陵 划 为 以 上 两 个 地 区 的 过 渡 交 

。 错 地 带 , 有 单 季 早 舟 也 有 双 季 早稻 。 双 季 稻 的 产量 比 单 季 中 稻 的 产量 要 高 很 多 ,而 且 还 可 
” 久 起 各 欧 保 收 的 作用 。 但 双 季 稻 对 气温 ,水 量 \ 肥 料 \ 劳 力 等 条 件 要 求 较 高 ,在 过 去 小 农 径 

“ 济 的 条 件 下 不 可 能 大量 种 植 , 只 是 在 农民 走 上 合作 化 和 公 守 化 的 道路 以 后 , 才 开 始 推广 
天 年 来 本 省 双 季 稻 发 展 的 重点 地 区 是 安庆 专区 与 敬 湖 专区 的 沿江 地 带 ， 其 中 元 以 西部 沿 
江 的 安庆 专区 种 植 最 多 , 双 季 稻 占 水 稻田 的 比重 已 高 达 25 匈 以 上 。 此 外 在 淮南 和 皖南 的 
丘陵 地 区 也 均 已 种 植 。 

稻谷 是 未 省 人 民 的 主要 糊 食 ,而 且 增产 的 潘 力 很 大 ,因此 大 力 增产 称 谷 ， 对 于 彻底 角 
决 类 食 问题 具有 重要 意义 。 今 后 除了 大 力 贯 彻 "农业 信 字 宪法 沁 提 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以 外 ， 
还 需要 在 淮北 地 区 炎 续 扩大 水 稻 面 积 ,在 沿江 、\ 淮 南 和 谋 南 的 永源 、 肥 料 劳力 等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区 ,多 和 续 推广 双 季 舟 的 种 植 , 只 有 在 旱 , 中 稻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有 了 极 大 提高 的 基础 上 ， 
才 可 以 券 虑 只 种 一 季 稻 , 不 种 连作 晚稻 。 

小 麦 是 本 省 一 年 两 训 制 的 主要 各 季 作物 ,因而 你 布 很 广 , 省 内 各 地 均 有 种 植 ; 其 中 以 
浴 北 平原 种 植 最 多 , 占 全 省 水 考 种 植 面积 二 分 之 二 以 二 ; 占 当 地 作物 总 面积 30% DUR, HE 



LY. MeO OKO . Q are, et . Ze "ers F 
XR 多 

17 ”安徽 水 稻 占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百分比 图 

河 以 南小 麦 种 植 比重 逐渐 下 降 , 淮南 丘陵 地 区 一 般 在 20-30% SR, ACA 

区 一 般 还 不 到 20%。 由 于 本 省 大 部 分 居民 以 稻米 为 主食 ,农村 的 小 才 消 费 量 不 天 ;因此 小 

龙 商品 率 较 高 , 尤 以 淮南 稻 去 两 熟 区 为 最 显著 。 本 省 历 产 小 麦 除 供应 省 内 需要 外 ,还 调 往 

省 外 。 
解放 以 来 为 了 提高 夏收 比重 ， 安 徽 小 麦 种 植 面积 逐渐 扩大 。 单 位 面积 产量 也 不 断 提 

高 , 1957 年 小 麦 种 植 面积 比 1949 年 增加 了 499。 单 位 面积 产量 较 1949 年 提高 了 12 多 。 
1958 年 由 于 天 规模 兴修 水 利 ,耕地 面积 减 少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略 有 给 小 , 但 相对 的 种 植 比重 
仍 有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提高 划 更 为 显著 。 今后 本 省 小 麦 生产 的 发 展 主要 依靠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悉 续 扩大 种 植 面积 的 可 能 性 已 不 很 大 , 随 着 耕地 面积 的 逐渐 短 减 和 早稻 面积 的 
进一步 扩大 ， 小 麦 的 种 植 比重 还 可 能 适当 下 降 。 特 别 是 沿江 和 皖南 丘陵 地 区 ,由 于 四 、` 五 
月 间 的 梅雨 对 小 麦 生长 不 利 , 对 双 季 早 稻 生 长 却 很 有 利 ,一 部 分 稻 考 两 熟 田 可 能 为 双 季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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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E, ALMEAL TE RE BEN NEP, HALO A MAA DEB 
, RTHLMA, AMAR hAATMMBHIMRA, 平均 单位 面积 产量 还 低 于 邻近 各 
省 。1958 年 全 省 全 出 现 了 许多 小 麦 高 额 丰产 典型 , WAKA 28 亩 丰产 田 PHS 
产 达到 千斤 以 上 ,高 出 全 省 平均 单位 面积 产量 许多 倍 ,这 就 为 今后 发 展 小 麦 生 产 指出 了 广 
关 的 前 途 。 天 

EAGER POR AE REPT OR, PME EK 
PHS. KEDRALKF HENLEY AFRO ART KARE 
BRAM. BRAMMER K, £ShRRE, ERATE, 但 音 
位 面积 产量 较 低 ,近年 来 由 于 低洼 易 涝 地 区 大 量 改 种 水 舟 , RRB, 高 梁 的 面积 已 
Atv. RAS, BP EATS bt ERR, 近年 淮北 水 未 进行 收 种 稻谷 的 地 区 
大 量 推广 ， 种 植 面积 远 速 扩大 。 解 放 初 全 省 甘蓝 种 植 面积 还 只 有 700 多 万 亩 ,1958 年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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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 到 1700 SH ASFA PU, ES LEAR IH, HES Ha 
AH EAE T — EAE, (LS ae PA LAR 2b Ae I ee. HP 
a5 Bh LE BEG 

AD ZEREABEE HES, 主要 分 布 在 淮河 以 北 地 区 ， 其 中 又 以 西 宇 部 的 
5 BBL 潍 汉 、 绽 城 、 涡 阳 、 阜 阳 、 阜 南 等 县 生产 最 多 ,一 般 均 是 小 支 的 前 茬 。 牙 徽 大 豆 
质量 较 好 , 富 于 油脂 ,在 国内 仅 灵 于 大 连 豆 。 所 产 大 豆 除 供应 省 内 需要 外 ,还 绸 往 省 外 ,或 
出 口 国外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大 豆 的 产量 和 种 植 面积 售 有 了 较 大 的 增长 。 得 由 于 
大 豆 比 较 怕 小 ,单位 面积 产量 也 较 低 ,人 pace sl eases 相反 地 , 随 着 淮北 地 区 大 
量 改 种 水 夭 , 大 豆 面 积 还 可 能 大 量 入 减 今后 只 有 依靠 大 力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才能 保证 
KEAN. ; : 

UEC Lab Te MME REE, CEPR Ph ALI AP ch LEAD, Pe 
DIK, AAU ELE WHE... SIG DEIT IRM A i BAF AS SUTRA EE 
PAARL Ren Ah A BUA ID , TORE Pe A BR ak 
BET eA A I Bea F (1957 年 ) 

播种 面积 | SMorreD 播种 面积 ， ARATE 
二 (万 让) | ye | a 日 (万 亩 )  % 

Mar OS at . 1045.0 100.6 Bi 类 See 3 4.9 

tf 花 300.8 28.8 | mh A DH 644.6 61.7 

烤 葡 40.9 3.9 其 他 7.4 了 7 

安徽 棉花 生产 过 去 不 占 重要 地 位 ,种 植 雾 散 ,技术 狂放 , 粗 莪 棉 占 稻 大 比重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低 ;1952 年 平均 雷 产 还 只 有 19.1 斤 , 远 低 于 国内 各 主要 产 棉 省 。 但 在 最 近 几 年 来 ， 
特别 是 大 跃进 以 来 ;棉花 生产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不 仅 扩大 了 棉田 面积 ， 而 且 大 大 提高 了 单 
fA. MRK EBT BE, AREA eB He AEE 2 be Tre 
FAERIE EL, REE LIEN, 
GAAS Ae BE, MEALZB ST A AS SA. BME 

ASN BIL , POL AS FES ARB EIR SEIT Ar ER RD SE 
悠久 TRS ARAMARK. 淮北 萧 县 、 码 山 棉 区 多 为 沙 质 和 粉 沙 盾 下 十 ;排水 条 

件 也 较 好 ,适宜 于 棉花 种 植 。 淮 北 地 区 沙 质 和 粉 沙 盾 坊 十 分 布 很 广 ,过 去 主要 是 活 洲 代 害 
威胁 棉花 生产 ,近年 来 经 过 治 淮 、 兴 修 水 利 , 除 了 志 低 洼 的 易 涝 地 区 改 为 水 田 外 ;旱地 的 排 、 

水 与 灌 浙 条 件 均 有 改善 ,这 就 为 棉花 的 发 展 创造 了 条 件 。 现 淮北 各 地 均 在 推广 植 棉 , 将 成 
为 本 省 最 天 的 棉 产 区 。 沿 江 棉 区 的 棉田 多 分 布 在 沿江 和 江 心 的 沙洲 地 上 ， 低 洼 圩 田 一 般 
不 适 于 种 棉 , 可 供 植 棉 的 土地 不 及 淮北 地 区 广大 但 沿江 农民 植 棉 已 较 有 经 验 , 现 有 的 篇 
田 比重 还 不 大 ; 适 于 植 棉 的 土地 也 还 有 不 少 未 货 利 用 ,今后 的 发 展 湾 力 还 很 大 ， 沿 江 棉 区 
的 范围 还 可 以 适当 扩大 。 在 江淮 之 间 , 过 去 鲁 有 少数 的 雾 散 棉田 分 布 ,近年 来 随 着 合肥 德 
身 工 业 的 发 展 ,在 合肥 周围 的 业 县 、 肥 东 、\ 肥 西 等 地 棉花 种 植 逐渐 增多 ,有 形成 新 棉 区 的 趋 
势 。 

安徽 油料 作物 中 以 花生 、 油 某 籽 为 最 重要 ,其 次 是 芝麻 4 .在 过 去 几 年 中 油料 作物 的 总 
产量 也 有 很 大 增长 ,但 油料 作物 的 种 植 总 面积 并 没有 扩大 ,只 是 在 不 同 品类 之 问 作 了 适当 ， 

. 78 . 



的 兰 整 ,以 1958, 1957 年 和 1952 年 作 比 较 ， 花 生 的 面积 扩大 了 , mRNA H , WR 
籽 仍 保持 原 有 的 面积 。 现 由 于 玺 食 的 高 产 丰收 ， 已 有 可 能 腾 岂 一 部 分 士 地 发 展 油料 作 
物 , 以 改善 食用 油 的 供应 。 今 后 本 省 几 种 主要 油料 作 斧 的 种 植 面积 都 将 进一步 扩大 ,花生 
仍 是 本 省 油料 作物 的 发 展 重点 ,因为 花生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大 ,经济 价值 亦 高 。 本 省 花生 种 

| 植 鼓 多 的 是 淮北 平原 和 淮南 丘陵 的 东部 地 区 ， 多 数 分 布 在 河流 两 岸 的 沙 寸 地 带 。 在 省 内 
前 其 他 地 区 ,只 要 有 小 片 的 沙土 地 ， 也 都 可 种 植 花生 。 油 化 籽 的 分 布地 区 也 很 广 ,一 般 是 
由 北向 南 递增 。 钳 南 丘 陵 山 地 油茶 种 植 比重 最 高 , 占 作物 总 面积 10 多 以上， 其 次 是 沿江 
区区 ， 一 般 都 在 5 一 10 允 之 间 。 油菜 是 水 舟 的 优良 前 厦 ， 油 荣 茬 称 一 般 比 麦 状 和 可 增产 
100 FEL, 因此 党 江 和 院 南 水 稻 种 植 比 较 集中 的 地 区 ， 今 后 将 仍 以 油菜 为 主要 的 油料 
作 牺 。 芝 麻 种 植 坊 多 的 是 西北 部 的 皇 阳 专区 ， 与 全国 最 大 的 芝麻 产 区 穆 东 南 由 邻 8 虽然 
芝麻 生产 在 全 省 油料 作物 中 记 占 比重 已 不 大 ， 但 就 全 国 求 流 ， 本 省 的 芝麻 产 量 仅 灵 于 河 ， 
南 ̀  湖 北 等 省 。 、 8 

每 点 代表 .1 000 市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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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BDA IRF A RA SIEGE, HERE Ser Ope I BL J 
Mee Ke Ra AER, RM KLE S HWA, 排水 良好 ,交通 便利 ， 
(57h AE iTS BG IR A Py Bee x CT a SRSA PSE 
国 获 叶 便 销 的 影响 , 生产 低落 。1949 年 烤 获 种 植 面积 仅 6 万 亩 , 平均 单位 面积 产量 仅 50 
斤 。 至 1957 年 种 古 面积 比 解放 初 增长 了 五 倍 多 ,单位 面积 产量 提高 了 一 倍 多 。 目 前 国内 
烤 获 生 产 已 能 满足 各 上 面 的 需要 ， 为 了 不 影响 其 他 作物 ， 本 省 烤 忒 的 播种 面积 将 不 再 扩 
天 ;依靠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已 可 以 适应 需要 的 增长 。 本 省 获 叶 种 粮 因 时 间 不 同 分 春 获 、 麦 
ERM AREOATHEE ALARM. CATAEAA LAR, SERERAP 
HEAAPUBHLAATAEAATAE, BEMTRKAERS, Hwee, 1B 
BERT Si —B LH, 目前 以 春 获 所 占 比 重 较 大 ,但 不 能 完全 代替 麦 茬 获 ， 今 后 二 者 仍 
需 保 持 一 定 的 比例 ,这 样 有 利于 劳动 力 的 届 配 。 7] 
安徽 麻 类 种 类 很 多 ， 大 麻黄 麻 、 节 麻 、 昔 麻 均 有 种 植 。 但 过 去 种 植 面积 不 大 ,产量 不 

高 ,解放 以 来 肖 年 均 有 发 展 。 特 别 自 工农 业 生产 天 跃进 以 来 ,各 方面 对 麻 类 的 需要 量 入 剧 
增长 ,今后 各 种 麻 类 作物 都 要 大 力 发 展 , 其 中 以 芝麻 和 大 麻 为 发 展 重点 。 人 芝麻 过 去 主要 产 、 
Fh BE MB SS, 今后 将 在 沿江 的 丘陵 地 大 量 推广 种 植 , 足 池 铜陵 一 带 可 能 
成 为 本 省 重要 的 芝麻 生产 基地 。 大 麻 主要 分 布 于 史 、 小 河流 域 大 安 、 金 案 、 霍 丘 等 县 的 古 
BPA, 今后 的 发 展 仍 以 这 一 地 区 为 主 , 此 外 在 淮北 地 区 和 青 飞 江 \ 水 阳江 流 .。 

域 也 都 要 扩大 种 植 。 ba 
安徽 过 去 很 少 糖 料 作物 ， 只 在 安庆 附近 一 带 有 少量 甘蔗 种 植 。 近 年 来 在 淮北 地 区 试 

”种 甜菜 已 获得 很 大 成 续 , 今 后 将 大 量 推广 种 植 ; 淮 南 地 区 也 有 条 件 发 展 。 甜 菜 将 很 快 成 为 
本 省 重要 的 经 济 作物 之 一 。 西 部 沿江 地 区 气候 志 星 和 ， 具备 种 植 甘蔗 的 条 件 ; 今 后 甘蔗 种 
植 面积 也 将 进一步 扩大 。 
”茶叶 与 委 草 Seta APA ELAR. RENAE Re, AES EO RT 
品 , 销 路 很 广 , SAAB I APR, 19 HA 20 HEIST HORA. (a 
SEE EIA ZH BE EE PE ARR BE BE, EAE RE, 茶 行 、 
FA, REA, FE 1949 年 茶叶 年 产量 只 达 10 万 担 左右 。 解 放 以 求 ,在 人 民政 
府 的 天 力 扶持 下 ,积极 明 复 旧 茶 贺 ， 开 拓 新 茶园 ， 井 采取 各 种 措施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至 
1957 年 全 省 茶叶 产量 已 达 40 万 担 左 右 。 1958 年 以 来 本 省 茶叶 生产 有 更 大 的 发 展 ， 预 计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内 茶叶 产量 将 远 远 超过 历史 上 的 最 高 水 平 ( 66 万 担 )。 
安徽 省 解放 后 几 年 来 的 茶叶 平均 年 产量 在 国内 仅 灵 于 浙江 、\ 湖 南 二 省 ， 为 我 国 重 要 的 

产 茶 省 。 茶 园 主 要 集中 在 了 谋 南 的 黄山 山区 和 院 西 的 大 别 山区 ， 其 中 以 皖南 的 生 县 、 部 门 
, 休 宁 太平、 泾 县 、 宣 城 等 县 和 钳 西 的 霍 出 : 金 案 ,大 安 、 舒 城 等 县 为 省 内 的 主要 产 茶 县 。 所 
FOZ EE ATRIA Bh, CRICK, 狗 占 总 产量 的 3/4， DH, AASRES 
AAT, 销 华 国内 各 地 , 并 有 一 部 分 外 销 苏联 \ 其 它 守 会 主义 国家 和 亚 非 国家 。 出 口 缘 茶 、 
BHP MIR AREAL » OA ER SRS 红茶 主要 供应 出 口 , 近年 来 由 于 出 
口 需要 的 增长 ,红茶 比重 已 有 了 较 大 的 提高 。 主 要 产地 是 黄山 山区 ,以 郝 门 为 最 集中 。 此 
外 在 天 别 出 区 也 生产 一 部 分 红茶 。 “部 红 ”“ 霍 征 "“ 每 红 ” 的 色泽 艳丽 ,香味 黎 郁 ,品级 很 
高 ,在 国际 市 场 上 享有 盛 痊 。 
RE EAS HO et, TES LE RAB AEE, 1931 年 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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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点 代表 500 市 担 

100 公 里 

20 Pete Cee 图 

年 产量 到 达 10 万 担 左右 。 但 在 抗战 期 间 和 又 生产 便 遭 到 比 茶 叶 生 产 更 为 惨重 的 摧 下 ， #8 
天 部 分 桑 园 丢 砍 伐 破坏 。1949 HMRBTMRRA—TAH, BRP AT 2%, 
帮 过 解放 以 来 的 大 力 恢复 上 发展， 至 1957 年 全 省 委 草 产量 已 达 三 万 五 千 担 ; 比 解放 初 增加 
了 三 二 多 倍 。 预 计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中 乔 昔 产量 将 再 比 1957 年 翻 几 番 , 这 将 根本 改变 本 
5 ALT" HY JB Bh 

本 省 桑 香 刨 养 业 分 布 很 广 , ARTA EKITS HE , POR EBS 
地 为 最 集中 。 今 后 随 着 淮南 丘陵 和 淮北 平原 地 区 丢 园 的 发 展 ， 北 部 又 和 天 生产 比重 将 还 源 
提高 。 

葛 麻 和 是 解放 后 才 开 始 在 本 省 推广 的 , 几 年 来 发 展 特别 快 。 在 1958 年 的 委 昔 总 产量 
Pm TAR, SAH Ri ww BWA eh, 种 植 葛 麻 放养 ; 省 
内 各 地 均 有 条 件 发 展 ; 现 以 淮北 地 区 示 多 。 此 外 ,皖南 丘陵 区 还 利用 梓 树 林 放 养 梓 矢 。 
虽然 本 省 目前 的 委 昔 生产 在 全 国 还 不 占 重要 地 位 ,但 发 展 的 洲 力 很 大 , 地 理 位 置 人 靠近 

。81 。 



2 eer Hows 太湖 流域 ， BAPE A TIER, BAW FER 岂 已 有 一 定 的 经验 ， 因此 
本 省 是 全 国 发 展 盘 昔 生产 的 重点 省 之 一 。 

林业 ， 妆 徽 境 内 多 山地 丘陵 ,气候 温和 多 雨 , 原 有 森林 资源 十 分 丰富 , 但 多 年 来 由 于 
蒜 治 阶级 的 不 断 掠夺 泪 伐 ， 使 茂密 的 森林 章 受 了 严重 的 破坏 。 解 放 前 林地 面积 已 只 占 全 
省 宣 林 山地 的 六 分 之 一 左右 。 烃 过 解放 后 几 年 来 的 大 力 造 林 , 至 1958 年 山区 林地 面积 已 
比 解放 前 增加 二 倍 以 上 。 

钳 击 黄山 和 皖 西 大 别 出 为 本 省 现 有 的 主要 林 区 。 和 KR. RELY 
BSB SS BEE, A Ew 2/3 以 上 。 树 种 以 杉木 为 主 (60 入 以 上 )， 
其 次 是 松木 二 者 合 占 木 材 总 产量 的 90% 堪 右 。 大 别 山林 区 包括 金 案 、 霍 山 \ 每 城 \ 岳 西 、 
洗 山 等 县 ,木材 产量 还 不 到 黄山 林 区 的 一 守 , 松林 所 占 比 重 戟 天 (60 儿 以 上 ), KHREB 
AAR AERA RRS PER UREA ASE, IA, GF 
HAE PATE, 除 供应 省 内 需要 外 , 还 支援 外 省 。 目 前 国家 对 杉 松 木 的 需要 量 很 
太 , 本 省 山区 安民 又 长 期 积累 了 栽植 杉 检 的 沟 验 ， 因此 今后 黄山 和 大 别 山区 将 一 边 大 量 生 : 
产 木 材 ， 一 边 大 规模 营造 杉 松 等 用 材 林 , 建 发 成 为 重要 的 建筑 用 材 供应 基地 。 此 外 ,为 了 
玛 足 各 地 一 般 用 材 的 需要 ;还 将 在 丘陵 地 普 逼 发 展 速生 树种 的 用 材 林 ， 淮南 丘陵 由 于 治 南 
煤矿 矿 杜 需 用 量 很 大 ;将 大 力 发 展 矿 柱 用 材 林 。 

AR BTS, SPREE SA OF. OR, A, obit LLNS 
等 。 竹 村 面积 最 天 ;主要 分 布 于 黄山 与 大 别 山 区 。 黄 出山 区 的 毛竹 产量 占 公 省 76 多 左右 ， 
大 别 山 区 也 产 毛 答 , 今后 毛竹 将 向 淮南 丘陵 地 移植 , 淮北 也 可 发 展 淡 竹 、 钢 答 等 品种 。 酒 

茶 , 油 桐 、 局 柏 是 本 省 重要 的 森 本 油料 。 油 茶 、 油 桐 的 分 布 情况 大 致 相似 ,主要 分 布 于 皖南 
的 丘陵 山地 ,大 别 山 区 也 有 一 些 。 但 泪 茶 的 分 布 要 比 油 桐 稍 许 偏 南 一 些 , 半 闪 为 最 天 的 油 
茶 生 产地 。 油 桐 产 量 最 大 的 是 宁国 。 本 省 油 桐 多 为 三 年 桐 , RAAT RR, A LER 
PRBS, MBL KS TA SIR, HRS, 杉木 已 开始 成 林 , RL 
ty, BASES, ORES BH Sa wRS, BR 
软 本 的 重要 原料 , 主要 产 于 大 别 山区 , 以 金 案 为 最 多 。 青 檀 和 山 极 均 是 重要 的 造纸 原料 。 
青 檀 为 魏 微 的 特产 , 青 檀 皮 是 制造 特种 艺术 用 纸 一 一 宣纸 的 主要 原料 , 字 分 布 于 宣纸 产地 
汉 县 及 其 附近 的 宣 城南 陵 等 地 。 山 丁 ( 结 香 ) 皮 是 制造 打字 纸 等 高 级 用 纸 的 原料 , 树 于 可 以 
市 火 莉 ; 根 柔 还 可 起 保持 水 土 的 作用 ,是 大 别 山区 的 宝 具 ， 过 去 均 野 生 , 以 金 案 、 霍 卫 等 县 
BA PC RUEEA TRE: FERED MERS. 22 
moe 1 KET, KITA ABKEX, Moy 

2.5 DET 22 USE ESRC RIE EFUGDEAKDUL, TEHPCRCUL IN RSD 
bk, UALR PRA TERPS RO AT AB ete, BRR AAR 
产 力 的 不 断 提高 ,可 逐步 实现 大 地 园林 化 的 伟大 理想 。 
养 冀 业 “安徽 养 畜 业 是 耕作 业 的 辅助 部 门 ,为 耕作 业 提供 役 冀 和 肥料 ， 与 耕作 业 保持 

着 密切 的 关系 。1957 年 全 省 有 大 家 畜 277 万 头 , 大 家 畜 中 以 牛 为 最 多 , 占 80% 左 右 , 是 用 业 
上 的 主要 役 冀 。 咎 双 分 黄牛 与 水 生 两 种 ,黄牛 锡 占 213; 多 数 分 布 在 淮北 平原 地 区 ; 鞭 次 是 “ 
淮南 丘陵 地 区 ;水 年 多 分 布 于 淮河 以 南 的 水 田地 区 , :其 中 沿江 圩 区 水 牛 占 契 厂 比 重 。 局 ! 
FR Ee 30% LV. 上 分 布 在 淮北 地 区 。 Hep ks ERAS, Fil A BIE {ARRAN Dike), 

AEF PAE, SERER. AMKUAREA MAL, 特别 是 耕 畜 ,全 省 平均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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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牛 鱼 担 耕地 30 余 雷 。 这 上 比 过 去 每 头 牛 负担 -50 余 雷 虽 有 改善 ;但 农业 生产 大 跃进 以 来 ， 

田间 工作 量 增加 数 倍 , 虽 在 积极 发 展 机 耕 , 仍 远 远 赶不上 需要 。 因 此 在 今后 相当 长 的 一 个 

时 期 两 ;天 力 发 展 耕 冀 仍 是 本 省 养 冀 业 中 的 重要 任务 。 宿 县 一 带 的 黄牛 , 宿 松 的 水 牛 都 是 
本 省 的 优良 品种 ,将 在 各 地 大 力 推广 ; 随 着 劳动 人 民 对 肉 乳 需要 量 的 增长 ,今后 还 可 向 役 、 
A ARKMA RE. RG bE RBA. 

养 猪 是 解决 本 省 肉食 供应 和 肥料 来 源 的 主要 途径 。 近 年 来 发 展 很 快 ，1957 年 平均 每 

一 农户 已 养 猪 一 头 左右。 养 猪 的 地 区 分 布 很 普 逼 , 颍 上、 阜阳 一 带 的 江北 猪 , 生 县 的 花 猪 

,等 均 为 本 省 优良 品种 。 养 羊 业 目 前 主要 分 布 在 淮北 地 区 , 肉 用 山羊 占 很 大 比重 , 芒 羊 的 基 

弄 很 弱 。 今 后 将 在 淮北 地 区 大 力 发 展 烽 羊 ,山羊 则 在 全 省 各 地 普 肖 发 展 ,而 以 丘陵 地 区 为 
重点 。 紫外 如 家 禽 、 家 驶 等 的 饲养 也 将 在 各 人 民 公 入 大 量 地 普 逼 地 发 展 ;以 增加 社员 的 收 

z: 
水 产 未 省 狗 有 河 湖 水 面 1,650 多 万 亩 ,其 中 有 600 多 万 雷 可 供养 殖 ， 此 外 在 沿江 一 

HOFF KIA 300 多 万 震 深水 田 可 以 养 馆 。 这 是 未 省 发 展 淡水 光 业 的 良好 条 件 。 安 徽 澳 
业 牌 产 捕捞 与 养殖 均 很 发 达 。1957 年 全 省 水 产 总 产量 为 14.7 万 吨 ， 主 要 供应 省 内 需要 ， 
.部 分 销 往 省 外 。 天 然 捕捞 主要 在 长 江 \ 淮 河和 沿江 湖泊 的 广大 水 面 进行 ,每 年 八 月 至 再 征 
=AXACES, SEARS OR MA. BA. RAS. WAAR BRERA 

MVE OMEL HOHE OS FRA DAIS TT Hh KR IK, ME EAC , MEAL HK PARAL 
养 急 习惯 , 1952 HLUBHKAFBTRAEM, SEAZRABKADLWERA, UF 
Ft FS AE WI KA. RE RESO RA, KEK 
Ye fb Bes FEE G, SJE AT Fl FS EAT FEE TAD EBL HSE A AREA 
贯彻 以 养 为 主 的 方针 ,利用 各 种 水 面 发 展 养殖 业 , 提 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是 高 速度 发 展 本 省 
水 产 事业 的 可 靠 保 证 ， 搞 好 鱼苗 养殖 是 发 展 养殖 业 的 重要 前 提 。 本 省 在 鱼苗 养殖 方面 基 
条 蒂 好 ,沿江 各 地 均 产 急 苗 ， 其 中 以 安庆 专区 的 东 流 、 望 江 、 安 庆 市 和 划 湖 周围 的 无 为 . 肥 
西 \ 肥 东 等 地 为 主要 产地 。 Bi RBA BER i ROA REL KE, 

且 还 供应 江浙 等 省 的 需要 。 

oy 业 

要 短 原 有 的 工业 基 确 间 常 王强， 使 乏 大 型 的 现代 企业 。 重 工业 中 除 煤 内 开采 咯 有 其 

_ 础 处 ;好些 部 门 几乎 都 是 空白 。 食 品 工业 占 了 全 部 工业 总 产值 的 外 大 比重 ,但 多 是 二 些 很 ， 

， 简单 的 加 工厂 , 屋 备 差 ， 技 术 水 平 也 很 低 。 其 他 轻工业 部 门 如 棉 息 秩 .日用品 生 产 等 也 都 
很 落后 , 远 远 不 能 满足 省 内 的 需要 。 逻 过 解放 后 几 年 来 的 发 展 ,特别 晶 1958 年 开始 的 大 
跃进 ,本 省 的 工业 产值 有 了 百 大 的 增长 。1958 年 全 省 的 工业 总 产值 狗 为 1949 年 的 10 倍 。 

人 
其 中 发 展 最 快 的 是 钢铁 、 机 器 制造 ,化 学 等 重工 业 部 门 ,食品 、 鳃 织 等 轻工业 部 门 的 相 

对 比重 虽然 下 降 了 ， CRRA ILO, R= ea AN OTL 
PP AEAU HL, BAD RH ERIE HK, 
BRS AOR DE IL PURE a AL, BR RE 

省 内 需要 外 ,还 大 量 供应 上 海 . 江 苏 \ 浙 江 、\ 潮 北 ̀ \ 江 西 等 省 。 
境内 煤田 分 布 很 广 ， 目 前 开采 规模 最 大 的 是 淮南 煤矿 。 淮 南 煤矿 位 于 淮河 南岸 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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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 : 1950 年 与 1957 年 的 工业 产值 按 1952 年 的 不 变价 格 计算 ,1958 年 产值 按 1957 年 不 变价 格言 算 。- 

八路 的 起 点 淮南 市 。 附 近 煤 藏 丰富 ,主要 有 县 耕 山 \ 八 公 山 等 煤田 ,煤层 厚 而 集中 ,媒质 亦 
很 优良 ,多 数 是 气 煤 和 气 肥 煤 ,它们 的 火力 强 , 灰 分 中 等 ,含油 率 较 高 ， 也 是 较 好 的 动力 用 
煤 和 化 工 用 煤 。 

解放 前 淮南 煤矿 为 官僚 资本 的 企业 ;规模 小 ,发 备 善 ,全 部 生产 过 程 主要 使 用 和信 力 , 生 
产 效 率 很 低 。 轻 过 解放 后 几 年 来 的 不 断 扩建 和 新 建 ， 淮 南 煤 矿 已 成 为 规模 互 大 的 现代 化 
的 煤矿 企业 ,生产 矿 开 除 原来 的 思 龙 岗 \ 大 通 二 矿 以 外 ， 又 新 增 谢 家 集 一 、 二 、 三 矿 和 新 生 
和 孜 、 李 邮 子 等 矿 ,1958 年 的 煤 产 量 已 超过 解放 前 最 高 年 产量 的 6 倍 以 上 。 随 着 工业 生产 
的 大 跃进 ,炼焦 煤 和 其 他 工业 用 煤 的 消费 量 每 剧 增长 。 淮 南 煤矿 已 成 全 国 大 煤矿 之 一 ;而 
BREA BHM AD, 各 地 对 淮南 煤炭 的 需要 量 很 大 ， 因而 今后 的 生产 任务 很 大 , 将 
远 远 超 过 1958 年 的 生产 水 平 。 
ee te ae ee ee ee ae 

PER CNAME, KEMPS, ARSE, PRR MARI, 
Ti EE FS SE Se SE BR AOE SERS, SES RAR AY RR, I 
ma HES SE, BUAE MEAL ORE ee PLIE Ze EOS PF, FERRER AR RYE, IRAE 
1958 年 已 建立 一 些 新 矿井 ,在 1959 EEDA ARAMA. FPR MA OF 
建成 以 后 ,生产 能 力 将 仅 灵 于 淮南 矿 。 此 外 间 河 平原 的 附近 储量 较 大 的 新 煤田 ,还 在 陆 短 
发 现 ,将 来 淮北 煤矿 区 的 范围 还 可 以 进一步 扩大 。 

此 外, 在 本 省 沿江 和 了 皖南 丘陵 地 区 也 有 不 少 煤田 ,但 一 般 储量 较 少 ,分 布 雾 星 ,而 且 多 
数 是 无 烟煤 ， 只 在 长 江 右 岸 饥 陵 以 东 地 区 烟煤 较 多 。 过 去 对 这 些 资源 很 少 开 发 利用 。 在 
1958 年 全 民 炼 钢 , 全 民办 工业 的 高 潮 中 ,各 地 已 建立 起 许多 土 赛 ,发 展 了 “小 土 洗 "对 于 解 
决 当 地 的 燃料 供应 有 很 大 意义 。 今 后 将 在 “小 十 肆 ” 基 础 上 向 “人 小洋 醒 "方向 发 展 ， 装 置 提 
升 . 通 风 、 排 水 等 机 械 谢 备 ,产量 将 可 大 大 提高 。 其 中 东南 部 宣 域 广 德 一 带 的 矿区 ,煤田 下 
REP , 煤 质 也 较 优 良 , 而 且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靠近 太湖 流域 缺 煤 地 区 ,发展 前 途 很 天 ,还 可 以 
进一步 由 “小 洋 震 "发展 为 “天 洋 寿 ”, 成 为 江南 煤炭 新 基地 。 

本 省 不 仅 煤 次 资源 丰富 ,而且 在 大 别 山区 和 皖南 山区 还 有 水 力 凑 源 的 基 藏 ,这 是 发 展 
电力 工业 的 有 利 条 件 。 解 放 以 来 , 随 着 本 省 工业 的 迅速 发 展 ， 对 电力 的 需要 日 釜 增 长, 电 

se。 84 。， ‘ 



© 
O 
© 
® 
图 
Q 
) 
O 

图 21 “安徽 工业 分 布 图 

FONE AST LST BC BCE | 
ARCA A Ze FA Ae es — EME a ED AB OL), ERR BE eS BT AIL 

HEEB FRM IR SAN, JULES TY RAREST RED, EERE See 
了 新 电厂 。 淮 南 电厂 经 扩建 以 后 ,已 成 为 省 内 强大 的 火力 发 电 中 心 , 通 过 新 建 的 淮南 一 合 
肥 一 税 滩 口 ， 淮 南 一 昨 坟 等 高 压 输电 禾 向 各 地 输电 。 今 后 淮南 火电 厂 还 要 进行 更 大 规模 
的 扩建 。 ee | 

在 大别山 区 的 北部 ， 史 、 小 河 的 上 游 为 治 淮 而 修建 的 佛 子 岭 、 梅 山 \ 磨 子 潭 、 响 潍 甸 等 
水 良 , 均 可 利用 水 力 发 电 。 现 佛 子 岭 水 库 的 水 电站 已 经 建成 , 霸 已 架设 高 压 线 经 大 安 到 合 
肥 ， 与 淮南 火电 网 连 千 起 来 。 其 余 各 水 亩 的 水 电站 也 都 将 在 最 近 一 二 年 内 建成 ,向 六 安 、 
合肥 输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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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 别 山 区 的 南部 ， 长 江 支流 皖 河 的 上游 也 有 不 少 水 力 资源 可 以 开发 。 现 已 开 妇 在 

花 泳 训 、 相 公 唐 、 毛 尖 而 、 横 崇 等 地 修建 水 电站 。 "GAPE SER BE Te i eS 
Be BG FB, BE. | 

KA HEE 9 CL FA, , BT SEB SRO HBB a, PP CT A | A 
He EDGR HM RET, 19584 EL Zee RO MPR RT I, 
把 淮南 和 大 别 册 区 的 电源 先 到 江南 ,和 人工 开 始 在 皖南 青 飞 江上 游 修 建 陈 村 水 电站 , ERS 

内 最 天 的 水 力 发 电站 ,全 部 发 电容 量 将 和 30 万 证 ,可 成 为 江南 的 重要 电力 中 心 之 一 。 
今后 除了 积极 开发 院 南 山区 和 大 别 山区 的 水 力 资 源 外 ， 还 需要 在 淮南 铁路 沿 徐 和 沿 : 

江 的 主要 工业 城市 兴建 强大 的 火电 站 ， 使 水 火电 得 到 很 好 的 配售。 至 于 淮北 地 区 则 主要 
发 展 火电 。 此 外 ,在 各 地 广大 的 农村 可 利用 小 水 着 、 TA A SO IN 
立 小 电站 ;促使 安村 早日 实现 电气 化。 

， 冶金 工业 本 省 綦江 沿岸 的 铁 矿 石 资源 很 早 就 章 受 融 国 主义 的 护 夺 ， 但 到 解放 前 分 
省 内 却 没有 一 个 钢铁 厂 。 日 本 侵略 考 在 成 委 时 期 为 军事 掠夺 而 建立 的 局 鞍山 小 型 几 铁 厂 
已 和 遭 受 彻底 的 破坏 。 解 放 后 在 党 的 癸 导 下 新 建 了 局 较 山 炼 铁 厂 ,1953 年 开始 出 铁 ; 产量 
逐年 增长 。 所 产生 铁 萎 大 部 分 运往 上 海 炼 钢 。 自 从 公民 大 办 钢铁 以 后 ， 本 省 钢铁 工业 的 
面貌 发 生 了 更 大 的 变化 。1958 年 全 省 生铁 的 产量 超过 1957 年 三 们 以上, HEAR 
小 高 炉 双 和 中 小 型 钢铁 厂 已 在 省 内 许多 地 方 建立 起 来 ,原来 的 马 较 山 炼 铁 厂 [ 现 已 改名 为 
局 壕 山 钢铁 公司 ) 则 正在 向 钢铁 联合 企业 发 展 。 

局 较 山 附 近 铁 矿石 资源 极为 丰富 ;目前 开采 的 主要 矿区 是 马 较 山 的 南山 、 Mu, Se 
AOE SHAE AOR, LEH BT RON RIC BL AE 
GAARA HES. BGR VERT SK, MARLBARS 
Ee, (A AE AAR BS SEL. HE, ASE ARE 
条 件 。 | 

SB ASS RAR RSE EL EAE I A SESE 9 SE DOU BR 
TRRDK RMA LL, HATHA ISE, BU 铁合金 、 钱 管 等 供应 省 内 
的 需要 ,成 为 本 省 最 大 的 钢铁 供应 基地 。 

合肥 、 淮 南 、 车 湖 : 蚌 壕 等 地 都 在 1958 洗 才 开始 兴建 钢铁 厂 目前 生产 规模 较 天 的 是 

合肥 钢铁 厂 和 淮南 钢铁 厂 。 合 肥 位 置 适中 , 北 可 以 从 淮南 来 煤 , 南 可 以 从 沿江 地 区 来 铁 矿 
A, 运输 均 很 方便 ,同时 周围 的 梨 县 . 肥 东 等 县 也 有 铁 矿 可 供 开发 利用 。 淮 南 钢 铁 厂 的 有 
利 条 件 是 靠近 煤 焦 产地 ; 詹 矿 石 可 以 利用 淮南 铁路 的 回 肉 煤 车 从 沿江 的 繁昌 ̀、 当 涂 等 地 运 、 
来 ; BR RAM, HRA, IBRD, ADAH, PERAK 
TCS PEPE Ss EE SL ET IS RES ee IR AL | 

FEISS AWS  SELERT AB SPAS PRA SPDR, ER 

Fs TOW IT RAE. FERRE CMEBSAERILE - 
HAS SE AL RE SBE, SRSA IRR, ABE, HERS, — 
Hk, FES Bete ED Fee, DRE ME Teh. 
MAAN NEA ORRESES LOSE HHSRWRS, HFEPRA 

分 散 , 淘 洗 费 工 ， 含 铁 棕 较 低 ,高 蚁 治 炼 还 有 了 困难; 1S AR URE gh 
悠久 , 王 铁 质 量 也 很 好 ,用 土 铁 制 成 的 农具 、 铁 饥 深 受 农 村 欢迎 。 为 了 充分 利用 地 方 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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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面 发 展 钢 然 工业 ,大 别 山 区 的 土 铁 生 产 也 在 积极 发 展 , 淘 洗 然 砂 的 繁重 劳动 已 逐渐 为 机 . 

PURE. | 
安徽 的 有 色 侈 局 以 因为 最 重要 。 铜 矿区 分 布 在 区 江 沿岸 ， 其 中 储量 胶 天 的 除 著名 的 

钴 间 卫 铜 矿 外 ， 近 年 来 还 在 沿江 的 其 他 许多 地 区 发 现 了 很 多 处 类 似 铜 官 出 构造 的 矿 
tk. | 
ARAM ERE LS. TT ERE, ARR, BS 
SAR RAT AE. XB ON Bk LEE, Bea EY ay" 
ig 掠夺 和 破坏 ， 开 妥 方 式 很 落后 。 直 到 解放 以 后 , 铜 官 山 的 面貌 才 发 生 了 根本 的 变化 ，. 
茶 矿 和 选矿 已 至 部 实现 机 械 化 ， 同时 还 建立 了 炼 制 粗 铜 的 治 炼 厂 ,目前 铜 官 山 的 粗 铀 产量 

”在 全 国 也 很 重要 ,其 产品 全 部 运往 外 地 进行 电解 精炼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中 ， 沿 江 一 带 的 铀 矿产 地 也 沟 将 建 发 成 为 现代 化 的 矿山 企业 。 现 
都 在 进行 基本 建设 ;有 的 已 陆 态 投入 生产 。 为 配合 这 些 新 建 铜 矿山 的 生产 ,已 开始 在 省 内 
兴建 有 色 金 属 冶炼 厂 , 旋 不 仅 冶 炼 粗 铜 ,而 且 将 电解 精 钢 。 
er sam AEB LAL A RCE OLS, RO 2 Re SF Lal 

SL, APRA, 从 无 到 有 ， 建设 届 了 矿 古 机 械 、 船 舶 ,电机 等 制造 厂 ;得 产品 
种 类 还 不 多 ,生产 规模 还 不 大 。 Sik Abas Cd 
ARE PLES EA A PAG 1957 年 增长 三 倍 以 上 ;建立 起 许多 新 的 机 械 厂 , 制 造 
大 量 的 治 金 矿山 屋 备 、 BMA BLE 电动 机 、 船 舶 等 产品 ， seni Te wa 
产 的 大 跃进 。 

“本 省 现 有 的 灿 械 工业 以 矿山 机 械 制 造 的 基础 为 最 好 ， 主要 分 布 于 淮南 .合肥 二 地 。 淮 
。 南 矿 耳 机 械 厂 早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时 期 就 已 是 国内 较 天 的 矿山 机 械 厂 之 一 。 现 双 在 进行 
.天 规模 的 扩建 , 筷 除 了 生产 矢 扬 机 和 采掘 设备 以 外 还 制造 各 种 冶炼 屋 备 。 

合肥 矿 盏 机 械 三 以 生 产 皮 带 运 替 机 、 起 重 珊 备 等 为 主 。 原 厂 的 规模 较 小 ,正在 兴建 的 

矿山 机 械 厂 投 天 生产 以 后 ， 生产 能 力 将 比 原 厂 扩大 十 们 左右 ,成 为 全 国 过 大 的 矿山 运输 机 
_ 械 制造 厂 之 一 。 将 来 在 马 较 山 也 可 以 建设 以 生产 选矿 设备 为 主 的 天 型 矿山 机 械 厂 。 

“为 了 适应 省 内 电力 工业 迅速 发 展 的 需要 ,近年 来 电站 改 备 制造 方面 有 了 志 大 的 发 展 。 
除了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内 建立 的 合肥 电机 厂 以 外 ,1958 年 以 来 已 经 建立 或 即将 建立 的 
BALE A ANUP IFS SEES RT ET IG FLL eT, ne 
RHE SE. Ube) Se RLS Ae RA LA RN 
先入 下 省 电 站 设 和 的 向 中 心 。 此 外 ， 在 内 其他 的 几 个 主要 二 也 都 将 直立 
些 中 小 型 的 电机 厂 6 

“船舶 制造 现 集中 在 车 湖 、 昨 埠 二 地 。 其 中 以 燕 湖 造船 厂 规模 壕 天， 生产 大 批 的 海 输 、 
因 河 拖 输 和 货 输 。 昨 埠 造 船厂 则 以 生产 沪 水 拖 坦 与 习 输 为 主 ， 专 供 淮河 航运 之 用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证 划 中 除了 扩建 原 有 的 造船 厂 外 ,还 将 在 长 江淮 河 的 某 些 重要 港口 建立 新 的 千 
船厂 - 

机 床 制造 完全 是 1958 年 以 后 发 展 起 来 的 。1957 年 还 不 能 生产 一 台 机 床 ,1958 年 却 
制造 出 四 千 多 台 机 床 。 现 在 规模 较 天 的 机 床 厂 有 新 建 的 合肥 机 床 厂 和 原 有 铁 工 厂 基础 上 

扩建 而 成 的 蚌 起 与 车 湖 的 机 床 厂 。 新 建 的 为 机 械 工业 服务 的 工厂 ; 除 机 床 厂 外 ;还 有 合肥 
砂 输 厂 、 合 肥 怀 承 厂 和 车 湖 工 具 量 具 厂 等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内 还 将 建设 生产 重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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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RS HEL Ane 09 SESE 0 . 
ESR BA EREDI , BSR T BFS SE UL ESB LR APS BB ZE 7 0G BE 

备 、 化 工 发 备 \ 车 床 、 排 灌 机 械 、 农 具 机 械 等 许多 品种 。 现 在 全 省 的 机 械 工业 网 已 基本 形成， 
各 专区 :各 县 、 各 人 民 公 入 都 已 建立 了 中 心机 械 厂 和 王 承 厂 ， 为 发 展 农业 生产 和 小 型 工业 
制造 各 种 简易 设备 。 
化 学 工业 KG Ae RR CEL UAE BRT BERL EBL, a 

Se SEASON RSD TA GAH, SILAS, ALAR. ARH 
前 本 省 几乎 没有 化 学 工业 。 虽 然 马 鞍山 地 区 的 向 山 黄 铁 矿 的 开采 已 有 数 十 年 的 历史 ， 租 
所 和 采矿 石 全 部 运 到 南京 .大连 \ 上 海 等 地 去 制造 硫酸 或 化 肥 , 省 内 没有 一 家 化 工厂 。 1956 
年 从 上 海 、. 青 岛 二 地 迁 求 了 两 家 小 型 化 工厂 ,是 为 本 省 有 化 学 工业 之 冶 。 在 党 的 关怀 和 支 ， 
持 下 ,从 1957 年 冬 开始 ,全 省 出 现 了 化 学 工业 的 建 届 高 潮 。 ， 

化 学 肥料 是 安徽 化 学 工业 发 展 的 重点 。 淮 南 市 正在 建 设 一 个 规模 下 大 的 化 肥 厂 ， 写 
将 拥有 合成 氮 、 硫 酸 等 主要 车 间 ， 全 部 生产 过 程 机 械 化 自动 化 。 淮 南 是 理想 的 化 肥 生 产 
基地 。 煤 炭 可 就 地 取 和 给 ,供电 给 水 条 件 也 很 好 ， 黄 铁 矿 可 由 沿江 地 区 的 马 较 山 \ 铜 陵 等 地 
充分 供应 ,并 可 利用 淮南 铁路 的 回 罕 车 运输 ， aE Ae ee 
地 区 。 淮 南 肥 料 厂 的 兴建 对 于 发 展 本 省 农业 生产 有 重大 意义 。 

除了 淮南 肥料 厂 外 ,还 在 各 地 兴建 许多 中 小 型 的 化 肥 厂 ， eI ec RN 
RAL. BRUELRARLSIS) AAP EAA LAE att AG 
HABA UTE FT RAD, BPE Re T SSE IE, 将 来 还 可 在 沿江 地 区 的 硫酸 疡 地 
建立 过 磷酸 钙 厂 。 | ; 

破 酸 产地 目前 集 ‘SAE NBR SSDS — 3h. ATA FUSER, ECE RG eeRn eT LIN 
WAP RET HAE, HERVE REO ALAS OR RL, Ae I Aa 
FL UME SBE PER GR, = RDP REESE , 其 余 的 基础 还 很 涛 能 ;主要 依靠" 修士 
且 " 生 产 。 只 合肥 粽 合 化 工厂 规模 稍 大 ;生产 烧碱 和 盐酸 , 仿 RB AAT A. i 

Se SEUNG RAR AEC NA Be A Kn, SLE Es Be RAT 
沿岸 有 许多 地 方 都 已 建立 了 炼焦 厂 , 淮 南 、 获 湖 、 蚌 壕 等 地 还 在 建设 煤 炼 油 厂 ， 均 有 许多 副 : 
产品 可 以 回收 利用 ,将 来 应 逐步 发 展 以 煤炭 为 基础 的 有 机 合成 工业 。 

本 省 农产品 站 富 ,利用 农 、 副 产品 作为 原料 的 化 学 工业 也 很 有 前 途 。 可 与 公 竺 的 农 产 
蝇 加 工 工 业 和 结合 搞 一 些小 化 工厂 ,以 加 强 对 农产品 奉 源 的 综合 利用 。 现 各 地 都 在 搞 小 十 
芋 。 例 如 有 的 利用 稻 这 \ 棉 子 这 等 制 本 醛 ,再 由 际 醛 作 塑 料 ; 有 的 和 用 此 间作 国生 再 由 酒 
精 生 产 合成 橡胶 。 * 

食品 工业 安徽 食品 工业 忱 有 基础 ， 解 放 初 食品 工业 的 产值 便 占 全 省 工 业 总 产 信 的 
一 持 以 上 ,但 多 是 农产品 的 简单 加 工 ， 仍 米 ` 亚 粉 , 榨 油 、 制 茶 和 英 草 制造 为 本 省 食品 工业 
的 主要 部 门 。 近 年 来 ,由 于 省 内 其 他 工业 部 站 的 远 速 发 展 ,食品 工业 在 全 省 工业 中 所 占 的 
上 比重 已 大 为 下 降 , 然 而 艳 对 产量 仍 有 很 大 增长 。 特 别 是 大 跃进 以 来 ,由 于 农业 的 大 丰收 和 
人 民 公 入 的 大 办 工业 。 食 品 工业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1958 年 的 食品 工业 产值 比 1957 年 增 

长 一 们 以上。 同时 在 生产 布局 上 也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化 。 过 去 食品 工业 多 集中 在 过 大 的 城 
锁 里 ， 广 大 的 农村 候 米 、 麻 粉 、 榨 油 均 依 靠 繁重 的 手工 劳动 ; 劳动 力 的 浪费 很 大 。 公 寺 化 
后 ,为 了 解放 劳动 力 ,已 在 农村 中 普 逼 建立 起 小 型 的 类 食 加 工厂 和 榨 油 厂 ， 主 要 解决 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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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需要。 Hr A ERT Me SEM AE A 
AES ATH 

未 省 更 有 的 食品 工业 多 分 布 在 原料 产地 和 消费 地 。 FR TA ABER FTE. WK 

UWBEMEK ARS, AIRE E ARNOT I HER Oy ee, Be 
Bey AEE ACZE AE ER RIS ASE, BEF ES SEH I RSE ， 
WARRANT, PE ase Pt, DAP ASP th ABE TE 

RETA AE HERS BPR SRE BATA, ROL TE ER AA SH, HE 
HAAR RUS Ser AER ME A, ALERTS OH PS 
本 捧 烟 工业 主要 集中 在 蚌埠 ; DEP Ee HED ARE Fe ie ES ty 
BiH» 
”本 省 的 制 糖 . 酸 酒 .酒精 等 工业 今后 将 胶 大 的 用 展 。 SE TALS Re CAINE 

HES IR BRIT Fe FES 0 BEE AEFI, SO Ae ME AT ACAI TET 
业 现 多 用 二 法 生产 ;本 省 甘 矿 产量 大 ,酿酒 的 代用 品 也 多 ,有 条 件 发 展 酿酒 呈 , 酿 酒 后 的 酒 粮 
是 很 好 的 夕 猪 侗 料 , 酿 出 来 的 酒 又 可 以 进一步 发 展 酒精 工业 ,提供 化 工 原料 和 航空 燃料 。 

息 丢 工业 ”解放 前 安徽 的 纺 答 工 业 相当 落后 ， 全 省 只 在 车 湖 有 一 家 二 万 二 千 锭 的 炒 
， 厂 ,此 外 还 有 一些 手工 棉 积 业 ， 所 产 棉 布 远 远 不 能 满足 省 内 需要 ,造成 大 量 坟 出 棉花 大 量 
输 太 棉布 的 局 面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除 了 扩建 鞭 湖 入 秩 厂 外 ， 还 在 合肥 新 建 了 一 个 
SEH Hie), 1957 年 全 省 已 拥有 开 万 多 梳 纱 锭 , 锡 为 解放 前 的 四 倍 。1958 年 双 在 

合肥 新 建 了 第 二 个 纺 积 厂 , 苇 潮 熏 积 厂 也 得 到 进一步 的 扩建 ,此 外 还 利用 从 上 海 拆 迁 来 的 
Fl de PEPE SE SHARE TILE SEHR, SO SE RE He ti 

> ENTE SR OT RE, RT A HL SE 
RANE: teeta mami eter ta hea Ay PAR 

— LANE. KR ARLE RETROGRADE HR 
PRT AE EE A ee, TEMES HER FSR SED KAT BB 
， 可 起 至 重工 业 活 当 配 合 的 作用 。 现 有 的 合肥 、 将 湖 二 地 的 纺 众 厂 ,技术 基础 较 好 ,将 来 可 
深 渐 向 高 支 纱 、 高 档 布 方向 发 展 ,供应 省 内 各 地 对 高 级 棉 积 品 的 需要 。 其 他 各 地 新 建 的 乱 
积 厂 将 以 供应 当地 的 一 般 需要 为 主 ,矿区 还 可 偏重 于 生产 粗 支 秒 和 帆布 。 
REO A A SA, AMR PN, BE AI MA 

A), BWA LE R— PR RES), SAE TE HA. EK 
些 厂 规模 还 不 大 , BBE BESS OSL AR El , HOR GS ER FORE PSA RI, ARH 
$9 FI oT I NY RAS TSE: | 

Fifa My AE Se RCAC HE I AB PA FP LET ee EE, AT SRE A ， 
闻名 国内 。 机 制 纸 厂 现 以 淮南 、 昨 埠 二 地 规模 较 大 ， 机 
中 新 建 的 ;以 生产 挫 烟 纸 与 打字 纸 为 主 , 为 国内 最 大 的 千 烟 纸 产 地 , SSR 
产 新 闻 狐 。 ae pies tna Re pi hal 
BUI. LAER FAR SE LI LEE AE 0 

k 

ae ae ie 

随 着 工农 业 生 产 的 迅速 发 展 ,货物 运输 量 有 了 很 大 的 增长 ,1958 年 的 全 省 货物 总 运 量 
89 « 



就 比 1957 HK WL 上。 在 全 部 运 量 中 ， 水 运 负 担 40 久 以 上 ,铁路 负担 3I0OZUE,E 

余 旭 依 先 汽 车 和 民间 运输 工具。 | 
长江、 淮河 干 河流 贯 全 省 ， 是 两 条 东西 方向 的 运输 动脉 ;津浦 傣 路 和 淮南 刻 路 多 是 维 

向 耸 布 ， 为 南北 运输 的 天 干线 。 以 上 四 条 线路 是 本 省 运输 系统 的 骨架 】 公路 和 江河 支流 
则 为 它 个 的 辅助 线 。 在 皖南 和 皖 西 的 山区 由 于 交通 不 便 , 公 路 成 为 主要 的 交通 线 5 

本 省 原 有 的 交通 运力 基础 较 差 , 现 有 的 交通 线 已 远 远 不 能 适应 生产 发 展 的 需要 ,因此 
在 最 近 几 年 内 将 大 量 修建 新 铁路 、 新 从 路 ,开辟 新 航道 ， 水 渐 组 成 一 个 现代 化 的 四 通 双 达 
的 运输 网 。 

铁路 运输 ”安徽 省 内 现 有 铁路 全 长 703 公 里 。 平 均 每 百 平方 公里 面积 内 具有 铁路 0.52 
公里 ,分 布 癸 于 东部 。 干 线 共 有 三 条 ,江北 有 津浦 与 淮南 两 条 铁路 ,相交 于 蚌 坊 ,江南 真有 

一 条 较 短 的 鞠 宁 铁路 ,人 洁 未 与 江北 的 铁路 联结 。 在 最 近 几 年 内 安徽 省 将 大 修 铁 路 ,新 的 铁 

图 22 .安徽 交通 图 

本 



”路 网 正在 迅速 形成 。 
津浦 线 自 北 而 南 托 经 本 省 的 东北 部 地 区 。 写 是 我 国 南北 运输 的 大 干 缕 ， 也 是 本 省 对 

处 的 重要 联系 线 ， 通 过 运 量 的 比重 大 于 境内 装 钾 运 量 。 本 省 经 津 浦 绑 外 运 的 物资 目前 主 
”要 是 众 淮南 铁路 转 来 的 煤炭 和 淮河 流域 的 农产品 (其 食 \ 大 豆 、 油 料 烤 获 等 ), 多 数 南 运 上 
海 : 苏 南 地 区 。 运 大 省 境 的 物资 以 建筑 材料 、 机 器 屋 备 、 日 用 百货 等 工业 品 为 主 。 随 着 全 

| CARA Fe EEA AOR OAR, RMR SRK. Ae 
HRT HEAL AI FF BED» 庞大 的 煤炭 运 量 也 将 主要 依靠 津浦 铁路 承担 , 原 有 的 运输 能 

” 力 , 已 远 不 能 适应 需要 & 因此 现 已 开始 在 津浦 铁路 全 和 线 修建 复线 。 
淮南 铁路 从 淮南 市 往 南 轻 合肥 到 长 江 边 的 容 滩 口 ,与 苇 湖 市 稳 禾 相对 ; 另 在 淮南 市 南 

” 边 的 求 家 瀚 附近 分 出 一 线 向 东北 通 至 昨 坊 ， 与 津浦 铁路 相 接 。 淮 南 铁路 是 淮南 煤矿 的 主 “ 
要 运 驾 线 。 供 上 海 和 江南 地 区 的 淮南 煤 大 部 分 南 运 裕 汉口 ,再 由 水 路 转 往 各 地 ;一 部 分 从 
水 家 滑 转 津浦 铁路 南下 ,在 浦口 滤 江 ， 直 接 运 到 宁 沪 、 沪 杭 铁 路 沿线 。 淮 南 铁路 也 是 省 内 | 
SRA , 它 穿 过 本 省 的 腹部 , 划 连接 了 本 省 几 个 主要 的 城市 ， 因 此 其 他 各 种 物资 运 量 
也 很 多 。 近 年 来 随 着 淮南 煤矿 生产 规模 的 空前 扩大 和 合肥 等 地 工业 的 远 速 发 展 ， 詹 路 运 
SEO. 淮南 铁路 原来 的 工程 质量 很 差 ,通过 能 力 很 小 ; 净 过 解放 后 几 年 来 的 陆 乱 改 
建 ,已 达到 干线 标准 ,但 仍然 不 能 适应 运 量 增长 的 需要 ;现在 也 已 开始 修建 复线 。 

| 大 南京 到 某 湖 的 宁 药 铁路 因 与 长 江平 行 ;线路 标准 较 低 , 目前 运 量 不 大 。 由 本 省 东 运 
PAU TE IRR, ACES LRA BE. WRITE ROI GK 
BL MAB EBLE, TRAN ERELAKAES, RAEI 
GRAF RO RAD 
KW—-KBRRMEL TH Rew heBAR ML, RARE Hs 

城 . 短 县 一 段 已 开始 施工 。 为 了 配合 铜陵 铜 矿区 和 宣 广 煤矿 区 的 开发 ,车 湖 至 铜陵 和 宣 城 
至 广 德 的 铁路 萎 也 即将 修建 ,后 者 还 可 以 向 西 延伸 到 杭州 ,从 而 大 大 适 短 安徽 与 浙江 之 间 
的 运输 距离 。 

长 江 以 北 已 开 姑 修 建 的 新 铁路 有 浦口 一 合肥 一 _ 信阳 乱 和 符 离 集 二 覃 楼 线 。 清 信和 詹 路 
将 构 贯 本 省 东西 ,成 为 我 国 东西 大 干线 的 组 成 部 分 ,其 中 合肥 至 六 安 眉 已 首先 开工 。 符 攀 
铁路 是 一 条 支线 ,从 津浦 铁路 线 上 的 符 离 集 经 潍 汉 通 至 陈 海 铁路 线 上 的 杨 楼 ,主要 为 开发 
淮北 煤田 服务 。 为 了 便于 淮北 煤炭 的 南 运 , 将 来 还 要 修建 从 潍 滩 通 往 淮 南 的 铁路 。 此 外 ， 
在 今后 若干 年 内 ,还 将 修建 从 淮南 到 开封 ,从 合肥 到 九江 等 重要 省 际 干 线 。 现 在 彼此 分 隔 
的 江北 与 江南 的 铁路 ， 通 过 欧 湖 长 江 大 桥 回 接 成 整体 。 到 那 时 ， 省 内 的 铁路 网 将 基本 形 
成 。 
水 路 运输 随 着 本 省 水 利 建屋 的 开展 ,河道 通航 里 程 也 在 还 年 增长 。 至 1958 年 底 全 

省 除 400 公里 的 长 江 航 道 以 外 ， PY Tal ai rt ARIE 8,800 公里 ， 其 中 轮船 航道 为 2,300 余 

公里 , 占 全 部 通航 里 程 的 1/4 以 上 。 航 道 的 分 布 靠 中 在 治 江 地 区 和 淮河 流域 。 
奖 江 是 全 国 的 水 运 大 动脉 ， 也 是 本 省 与 长 江 流域 各 省 联系 的 主要 交通 线 。 本 省 长 江 

两 岸 矿产 资源 特别 丰富 ， 井 盛产 稻米 棉花、 茶叶 \、 木 材 ,众多 的 货源 均 依靠 长 江 运 壕 。 因 
此 发 展 长 江 航 运 对 本 省 经 济 的 发 展 有 重大 意义 。 长 江干 流 航 道 常 水 位 深度 在 6 一 10 米 之 
PA, 常年 可 以 通航 3,000—5,000 吨 的 江 输 , 洪水 期 可 通行 万 吨 海 输 。 两 岸 支流 比较 短小 ， 
大 部 分 只 能 季节 性 通航 ,其 中 通航 条 件 较 好 的 是 水 阳江 \ 青 飞 江 \ 容 滩 河 (漠河 ) 等 支流 ,多 

e Q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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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由 津浦 铁路 转运 各 地 ,这 不 仅 提高 了 运费 ,也 加 重 了 津浦 铁路 的 负担 。 为 了 改变 这 种 不 
合理 的 情况 ,从 1955 年 底 开 始 扩建 容光 口 港 ,现在 第 一 期 工程 已 全 部 完成 , 吞 呈 量 较 过 去 

增加 两 倍 以 上 ,外 装 成 本 可 降低 三 分 之 二 左右 ,已 成 为 我 国 新 建 的 第 二 个 现代 化 机 械 楷 的 
内 河 港口 。 但 随 着 淮南 煤矿 的 远 速 发 展 ， 今 后 还 必须 炎 续 扩建。 长 江 沿岸 新 兴 的 工矿 区 
马 蒋 由 和 铜陵 也 均 将 建立 现代 化 的 港口 ,其 中 特别 是 马鞍 山 , 因 为 区 将 成 为 本 省 最 大 的 钢 
铣工 业 基 地 ,进出 物 交 运 量 很 大 ;今后 可 能 成 为 本 省 最 大 的 港口 。 
淮河 流 贯 本 省 北部 ,于 支流 可 通航 的 河道 较 多 。 虽 然 航道 滩 多 水 小 ;通航 条 件 远 不 如 

KIL AFR ERARERS, 沿 淮 地 区 多 靠 淮 河水 运 , 因此 在 省 内 物资 交流 中 淮河 水 
运 节 占 有 重要 地 位 。 淮 河 干流 在 本 省 境内 均 可 通行 输 船 ,但 航道 多 浅滩 :而 奢 ; BATE, 
“最 碍 航行 。 正 阳 关 以 上 常 水 位 只 能 通 吃 水 0.75 米 的 输 船 , 枯水期 只 能 通行 木船 。 正 阳 关 . 
以 平 能 全 年 通行 输 船 ,但 在 枯水期 也 只 能 通航 吃水 1.3 一 1.65 米 的 输 船 。 淮 河 两 岸 的 支流 
可 以 通航 的 主要 有 上 颍 \ 渴 ̀ 洽 、 潍 、 小 、 池 等 河 , 其 中 颗 河 与 涡 河 水 流 较 长 ;水源 较 天 ,近年 来 
已 开始 通行 输 船 ,其 余 各 河 只 能 通行 木船 。 本 省 沿 淮河 一 带 外 导 的 类 食 、 油 料 、 棉 花 、 主 特 
产 多 是 由 支流 汇集 到 干流 ,内 于 流 集 中 到 蚌埠 和 淮南 田家 庵 二 港 , 然 后 再 转 铁 路 运 壤 。 河 
南 省 的 东部 和 南部 地 区 也 有 一 部 分 农产品 顺 颖 河 淮河 下 运 , 来 本 省 转 火 车 5 在 一 般 情 况 ， 
需 由 津浦 铁路 运往 省 外 的 物资 多 在 蚌埠 转运 ， 供 应 省 内 的 物资 多 在 田家 许 卸 运转 淮南 铁 ， 
路 运输 。 从 蚌 壕 、 田 家 询 发 往 沿 淮 各 地 的 货物 以 煤 、 盐 ,建筑 材料 化 肥 \ 布 正 \ 百 货 为 主 。 

伟大 的 根治 淮河 和 淮北 河 网 化 规划 实现 以 后 ,淮河 流域 的 水 运 面 瑶 将 根本 改观 。 大 有 
”的 航道 经 过 整理 疏 滩 和 修筑 船 半 以 后 ,淮河 干流 可 通行 2000 一 3;000 吨 的 翰 磋 ,重要 支流 
闫 、 涡 河 可 通行 500 一 2;000 吨 的 翰 磋 。 同 时 还 将 则 现 许多 条 新 开辟 的 重要 航道 。 甚 中 最 ， 

天 的 是 一 条 东西 横 黄 淮北 平原 ， 从 界 首 经 涡 阳 到 江苏 泗 洪 的 界 洪 新 河和 一 条 南北 方向 的 

“为 运输 淮北 煤炭 而 开辟 的 符 ( 离 集 ) 杯 ( 远 ) 新 河 ， 均 可 通行 1000 一 3,000 mA, UE 
还 有 阜 ( 阳 ) 蒙 ( 城 ) 新 河 可 通 500—1,000 ming ee, 其 他 无 数 条 新 河 与 淮河 原 有 的 支流 可 通 
500 吨 必 下 的 翰 磋 。 在 广 癌 的 淮北 平原 上 输 船 将 可 以 四 通 八 达 。 

皖南 的 新 安江 流域 因 河 流 多 系 上 源 , 通 航 条 件 较 差 。 新 安江 航道 内 多 礁石 , 现 只 能 通 
行 小 木船 。 目 前 由 于 皖南 地 区 对 外 交通 困难 ， 因 此 还 有 一 部 分 外 运 的 茶叶 \ 未 材 、 证 特产 
顺 新 安江 下 运 至 杭州 。 将 来 敬 湖 至 应 潭 的 铁路 通车 后 新 安江 的 长 途 货运 将 会 减少 ， 但 发 
展 和 利用 新 安江 水 运 在 区 内 物 责 交流 中 仍 有 重要 的 意义 。 今 后 千 合 水 订 的 修建 进行 到 
治 航道 ,大 部 分 也 可 以 通 小 输 。 

本 省 现 有 的 三 个 水 系 互 不 沟通 。 但 其 中 长 江 与 淮河 水 系 上 源 很 接近 ， 中 间 的 分 水 峰 
也 不 高 ,完全 有 条 件 开 通 。 根 据 初步 规划 ,从 裕 汉口 经 集 湖 、 合 肥 、 无 起 湖 到 寿 县 将 开辟 一 
条 沟通 江淮 的 江淮 运河 。 这 一 条 运河 开通 后 经 济 价值 很 大 ， 淮 北 淮南 的 大 量 煤炭 就 可 以 
释 水 路 直接 运 到 长 江 两 岸 ; 才 可 通过 未 来 的 燕 ( 湖 ) 太 ( 湖 ) 运 河 深信 江南 地 区 。 

公路 运输 ”解放 前 安徽 的 公路 运 考 很 落后 。 1949 年 解放 时 ， 全 省 公路 通车 里 程 只 
2,088 公里 ,而 且 契 大 部 分 是 土路 ， 时 通 时 阻 。 猎 过 解放 后 几 年 来 的 新 建 和 改建 , 到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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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Y 2 ESI TE LBL 3K 832828, THY 1958 ZENE NPI 10,785 AB, 为 解放 前 
RRR E BM, BRARDARAKS, RABRWH 00H SE, TO 
通车 。 目 前 全 省 各 县 市 已 全 部 可 以 通 汽车 ， 省 内 的 公路 干线 网 已 基本 形成 。 
ABCA EAR TES ROR PER, sani ga 合肥 一 天 安 、 合 肥 一 

| BR AO SE 
Pt Re 2 4 AT EE YL $2 BEET, 

客 货 运 量 均 大 。 YAR] LS HY 2 tee we LL A A EE EO RH 
RM LESH VR PSO MSE Dis, Lea ee el KS INOE BAB 
安江 可 通 ， 因此 宁国 以 下 的 物 痢 有 一 部 分 丢 杭 州 吸引 。 
AMET MARE TK Shee KLM RARE HRTF TR 

| ite, THRE, BREAKER, 沿线 外 运 的 木材 和 十 特产 太平 以 南 地 区 多 向 
伍 划 : 志 溪 集中 ， 然 后 转 新 安江 水 路 运 出 省 外 。 太平 以 北 地 区 多 运 至 长 江 沿岸 再 转运 各 
和 

| 了 蚌 境 一 蒙 城 一 阜阳 和 线 是 淮北 地 区 的 重要 公路 ， 从 蒙 域 往 东 北 还 可 通 至 涡 阳 、 毫 县 等 
Hs 客运 意义 较 大 。 货运 方面 笨重 的 物资 大 部 分 走 淮河 水 运 。 经 公路 东 运 昨 坊 的 以 毛 

HE, 棉花 、 士 特产 等 为 主 ; 从 蚌埠 西 运 的 多 是 一 些 比 较 贵 重 、 轻 便 或 急需 的 工业 品 。 
“合肥 二 天 安 公路 是 通 往 西部 大 别 山区 的 重要 交通 线 ， 从 六 安 向 西 有 数 条 公路 分 别 通 
至 佛 子 岭 、. 磨 子 潭 梅山、 响 洪 旬 等 水 库 ， 这 些 公路 对 于 支援 水 着 工程 和 繁 业 山区 径 济 艾 有 
重要 意义 。 从 合肥 西 运 的 主要 是 煤炭 、 水 泥 、 机 器 化 肥 \ 盐 日 用 百货 等 , 东 运 合肥 的 则 以 
生铁 、 未 材 ̀ 茶 叶 、 莱 材 \ 栓 皮 橡 等 为 主 。 此 和 线 来 往 旅 客 也 特别 多 ， 为 省 内 客运 最 繁忙 的 公 

路线。 | “gs : } 

， REE A IS RA ARSE. MAI PURE, ASE 
Khe Uas, TARE, PRK ORAAKKMRUBEPER, ABR DU Het 
肥 ; 所 需 的 工业 品 也 分 别 由 合肥 、 安 庆 二 地 运 去 。 

Ee 

”合肥 一 浦口 公路 是 一 条 省 际 路 线 ， 是 目前 从 合肥 通 往 南 京 的 最 便 措 的 交通 线 ,客运 意 
MBA. HSE RAAIB NBS BEX. 

, HS RA I fe STL OEE SB ARS HLS 
WA SRM WA MSS, 

SH ft 5 Bak BR das PSN HIRAI 6 SNR EBS 与 省 外 的 联系 
一 般 只 限于 个 别 靠近 省 界 的 县 份 。 

本 省 过 重 要 的 公路 干线 多 数 与 正在 修建 或 即将 修建 的 新 铁路 、 新 航道 车 行 。 公 路 的 
状 距 离 运 软 任 务 将 逐渐 减 少 ,微血管 的 作用 将 日 登 增 大 。 大 跃进 以 来 , 除 秋 续 加 强 和 改善 
公路 干线 网 外 ， 并 已 开始 大 量 修建 通 往 矿 区 山区、 码头 \ 车 站 .人 民 公 和 守 的 公路 支线 和 大 
车 道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本 省 将 新 建 10 万 公里 以 上 的 公路 和 大 襄 道 BIA Y Hitt 
通 汽车 ;村 村 通 大 车。 

(五 ) 经 济 地 理 分 区 

搂 照 各 地 不 同 的 经 济 特征 ,从 省 可 分 为 综 北 、 淮 南 、 沿 江 、 皖 南 四 个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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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H ENE Det RIF He LAO We A OR ee PRECEDE OL I Yh. FREER RR we 多 为 洲 青 褐色 士 和 冲积 士 ; 十 壤 肥 力 较 高 。 HEY 6 Ee De DE A I YE MRE ay eA PIR, EMI eh Da AL De oe A HET, MEAG AE RG Sh FP RARE, A Bae, ESL SRST aA ie, Pn RS BP oo, Be A fe HE 宫 北 地 区 本 是 物产 富 能 的 好 地 方 ， 但 由 于 历代 反动 芳 治 阶级 的 破坏 。 商 河 的 多 丈 寺 HE, 特别 是 1938 下 许 分 石 菲 帮 在 黄河 花园 口 决 提 , 黄 水 泛滥 于 整个 淮北 平原 ;用 综 北 人 民 带 来 了 深重 的 秋 难 。 黄 河 堵 口 后 ;淮河 于 支流 河道 多 已 洪 塞 , 宣 省 不 蝎 , 每 当 7 二 9 A 集中 季节 ,干支 流 站 水 同时 上 涨 ; 河 槽 容 秽 不 下 ， 轻 常 决 提 泛滥 。 广 大 平原 上 所 积 的 雨 丈 

也 常 苦 于 无 处 排 允 而 形成 内 小。 春秋 少雨 季节 , 河 槽 大 部 分 于 酒 , 缺乏 灌 泊 ， SUETE RAE BI. SRBC LF Se ERR SS “AAS, DRED IR, FORE SR”. FESR ALPE BEY AR Se PO RLS Tee DEFRA, Pet MAT BU By BL ELT BER RE fee | BAD KR Sb wb HE 

Sey tae 

PIE 5B SEE TR A048 ERR , CE RE HC EAL SEO REL PL, ARS eg SG EH Se 



ELJEAR EL, ca RA TIA HOE RTE IR, URES. TAY, A 1950 年 毛 主席 
“UR Te IMEI BB, 国家 作出 了 根治 淮河 的 决定 。1951 年 伟大 的 治 淮 

“工程 正式 开工 。 几 年 来 治 浴 已 取得 显著 的 成 就 ,在 皖 北 地 区 臣 浅 了 淮河 干支 流 , 培 修 了 两 
上岸 的 坦 坊 ,整理 了 排水 系 竹 ,兴办 了 湖泊 洼地 蔷 洪 工程 ;洪水 伙 嘎 已 基本 消除 , 游 炎 也 已 大 
Fw, 1957 年 冬 以 来 ， 进 一 步 开 展 了 规模 更 加 姿 伟 的 河 网 化 工程 。 按 规划 将 新 开 界 
张 \ 界 南 、 阜 蒙 、 频 淮 、 涡 盗 、 淮 涡 、\ 符 怀 、 洽 潍 、 淮 潍 等 九条 新 的 天河， 把 淮北 原 有 几 条 西 
北 一 东南 方向 的 互 不 相通 的 淮河 支流 信 部 连贯 起 来 成 为 河 网 的 骨干 。 在 大 河 之 问 还 将 开 
辟 许 多 狼 横 交错 的 中 小 河道 ,组 成 密集 的 基本 河 网 ; 为 了 使 各 河 之 问 能 互相 调剂 、 蓉 水 及 

”控制 ,将 天 量 修建 拦 河 节制 并 和 船 关 。 为 了 计 分 利用 地 下 水 源 , 将 根据 不 同 的 地 形 , PPE 
塘 着 \ 渠 道 ; 大 使 塘 、 井 互相 沟通 ,一 律 下 泉 , 以 达到 三 水 (河水 、 雨 水 ̀ . 地 下 水 ) 齐 用 的 目的 。 
公 部 工程 完成 后 , 除 渤 问 题 可 以 得 到 解决 , 汛期 暴雨 可 全 部 拦 鞋 起 来 发 展 灌 新 ,， 皖 北 的 全 
部 赫 地 将 变 为 水 田 或 水 湛 地 ， 此 外 还 为 发 展 航运 ,电力 ,水 产 和 称 化 创造 有 利 条 件 。 这 一 
规划 的 实现 将 根本 改变 皖 北 地 区 的 经济 面貌 ;多 伙 多 难 、 筑 穷 落后 的 淮北 发 村 将 变 成 象 其 
辽 三 角 洲 那样 物产 富 人 能 的 鱼 米 之 岁 。 

过 去 院 北 地 区 几乎 双 是 旱地 ， 很 少 水 田 ， SP Hk Se, AP EEG EL 
MAP DBA ABH. GAL DAA AA BS SB 1/2 以 上 。 近 年 来 
AAA AE, 大量 旱地 改 水 田 ， 水 舟 的 种 植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1958 7B 
500 SAH, 比 1957 年 增长 了 将 近 四 倍 。 在 今后 儿 年 内 水 稻 面 积 还 将 炎 续 扩大 ， 使 人 媒 北 

成 为 重要 的 水 稻 产 区 之 一 。 但 水 稻 的 发 展 并 不 排斥 小 麦 在 本 区 的 地 位 。 小 麦 是 本 区 主要 
的 夏收 作物 ， 钳 北 的 气候 、 土 壤 条 件 均 有 利于 小 麦 种 植 ,因此 在 新 发 展 的 水 稻 区 ， 多 实行 

~---- 新 河道 ”加 Hla 

sree 坦 Wal 

A 水 电站 
= 船 FW 

图 24 ”淮北 地 区 河 网 化 规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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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 TAL A KS EEE, RAAT Le BR, 种 植 一 部 分 早稻 
主要 是 为 了 便于 安排 劳力 。 由 于 早 舟 影 响 冬 小 麦 的 种 植 ， 早 稻 面 积 的 扩大 受到 一 定 的 限 
制 。 

甘草 也 是 皖 北 重要 的 类 食 作物 之 一 。 由 于 弛 的 产量 高 ， MEE TERR BIR - 
食 ,， HMMM PAR A, BA RAASEEMHCSCE, SSSR 3/4 
Pk ALM OHSS MBIA, Pe RI FE ENTE A , TOME A 
Eis RET PLE, SAMRAT SE ALA RAIS RASS 
HS 5 ASE TKR SEO 8 I AL HST BT RES 
ARMBBE ABRAM EPMRS, SESE NEE ey, TIA ， 

和 甘蓝 的 种 植 面积 迅速 扩大 ， AE SRR REA Hib, 但 目前 就 全 省 来 发 , 皖 北 仍 
是 大 豆 :` 高 猴 的 重要 产 区 。 

院 北 经 济 作物 种 类 很 多 ,是 省 内 猎 济 作物 比重 壕 大 的 地 区 ， 目前 以 棉花 与 油料 作物 为 
主 。 棉 蕙 过 去 种 植 很 雾 散 ,比较 集中 的 棉 产 区 是 萧 县 \ 友 山 、 潍 滩 等 地 ,多 分 布 在 地 势 较 高 
排水 和 良好 的 地 带 。 解 放 以 来 , 皖 北 地 区 的 葛 府 甜 生产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马 占 双 省 首位 5。 命 
BRAG RMEWREREDASREA, GLE TANKER OREAE HK 
Ee LS, SRR, BWEMURHRS,. RH ULLEA-eSM, TH. 

| DAR WAS. FaBSEAARERSE. ARLE Ke HT RR 
SCBA DUE HEATH ARERR. 

eA HEE 69 CM 5 Ae ALP Se ERR BCA A Re, RAE 
PM RE BIBS, MASE PEE. BER eae 
广泛 建立 起 来 ， 在 新 稻 区 还 发 展 了 急 米 工业 。 HR TBA REE ee TH 
发 展 。 在 本 区 现 有 的 工业 构成 中 食品 工业 占有 很 大 的 比重 。 

过 去 皖 北 地 区 虽 产 棉花 ,但 没有 一 家 息 烤 厂 。 大 跃进 以 来 已 开始 在 昕 坊 、 兰 阳 等 地 兴 
建 五 万 逛 以 上 的 棉纺 积 厂 ， 随 着 本 区 棉花 生产 的 迅速 增长 ， 棉 熏 徐 工业 的 发 展 前 途 也 很 
Fo - 

加 强 农 产品 综合 利用 ， 发 展 农 产 化 学 是 本 区 工业 发 展 的 重要 方向 之 一 。 在 甘 暮 酸 酒 
的 基础 上 ,发 展 酒精 工业 和 合成 橡胶 工业 ,利用 稻 糠 等 制 醚 醛 , 发 展 塑 料 工 业 ， 在 梭 油 工业 
的 基础 上 发 展 油脂 化 工 等 等 。 在 这 方面 发 展 的 天 地 极为 广 关 。 

为 了 支援 农业 生产 , 大 跃进 以 来 ,大 量 发 展 了 十 化肥, HES REAL A 
轴承 厂 , 制 造 出 各 种 新 式 农具 和 运转 工具 。 昨 埠 是 本 区 较 大 的 机 器 制造 中 心 ! 除 生产 农具 
外 ,还 制造 水 利 机 械 、 机 床 和 小 型 的 矿山 治 金 珊 备 。 

北部 潍 汉 一 带 新 发 现 的 淮北 大 煤田 为 本 区 最 主要 的 地 下 资源 。 现 已 开始 进行 大 规模 
的 基建 ,至 部 建成 后 ,淮北 煤矿 将 成 为 华东 互 大 的 煤矿 企业 之 一 。 煤 炭 工 业 的 发 展 还 将 为 
炼焦 、 钢 铁 、 化 学 电力 等 重工 业 部 门 的 发 展 创 造 有 利 条 件 。 

挠 北 地 区 的 区 内 外 经 济 联 系 主要 依靠 铁路 和 淮河 水 运 , 公 路 在 货运 中 所 占 比 重 不 天 
津浦 铁路 南北 穿 贯 本 区 ， 嵌 北向 外 输出 的 农 副 产品 大 部 分 由 淮河 或 公路 向 津浦 铁路 沿线 
集中 外 运 。 了 海 铁路 只 穿 过 北部 尖端 ， 对 本 区 的 运 壤 意义 不 很 大 。 为 了 配合 淮北 煤矿 的 
开发 , 现 已 修筑 了 从 津浦 线 上 的 符 离 集 通 往 潍 滩 的 铁路 支 和 线 , 今 后 淮北 的 煤 痰 将 天 量 经 津 
浦 线 南 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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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 LAK KHER MASE, KARA MRIS EEF RISK , Ta 
, 移交 运 量 较 多 。 目 前 通航 的 河道 除 淮河 干流 外 ,还 有 上 颖 、 涡 、 洽 ̀ 潍 \ 西 肥 等 河 , 航 道 滩 多 水 

” 波 , 目 前 能 通 翰 船 的 只 有 淮河 于 流 及 颖 河 \ 涡 河 ( 涡 阳 以 下 ) ,其余 只 能 通 木 船 , 由 于 各 支流 
”航道 租 互 平 行 ; 互 不 连贯 ,各 河 之 间 的 物资 交流 均 必 须 通过 干流。 运往 区 外 的 物资 除 洽 潍 

河 直 接 与 津浦 铁路 交接 中 转 外 ,其 余 各 河 均 必须 集中 干流 ,再 经 铁路 转运 。 涂 北河 网 化 规 

|“ 划 实 现 以 后 ;本 区 的 交通 面貌 将 根本 改变 。 到 那 时 航道 四 适 开 达 , 县 县 可 通 轮船 ， 乡 乡 可 
通 未 船 , 原 有 的 淮 \ 频 、 涡 等 河和 新 开 的 界 洪 、 符 怀 、 阜 蒙 等 河 均 将 通行 500 一 3)000 吨 的 输 
顾 船 。 水 运 在 皖 北 运 加 网 中 将 占有 突出 的 地 位 。 | | 

ies TS (SLT MEWAT GPE TAB O26 CAR, Me BER A I IS A Be, Po OR 
AMEE BHAA, 与 各 地 联系 均 很 方便 淮河 流域 运往 上 海 \ 京 津 等 地 的 安 副 
产品 大 部 分 集中 昨 埠 外 运 ， PAIRS FROST Me LAE Se BH; TOE 
的 物资 集散 中 心 。 

蚌 壕 原 为 凤 阳 县 所 属 的 一 个 小 锁 ， 1911 年 津浦 铁路 通车 以 后 ， FARR Bese, A 
解放 前 蚌 壕 主要 是 一 个 消费 性 的 商业 城市 ,工业 很 落后 ， 只 有 几 家 小 型 的 面粉 厂 、 手 工 答 

| 烟 厂 和 两 家 发 电能 力 不 到 1,000 陋 的 小 电厂 。 解 放 后 ， 首先 从 沿海 的 天 城市 迁 来 了 几 家 轻 
工业 工厂 ， 同 时 还 陆续 兴 建 了 大 批 新 工厂 。 目前 蚌 壕 过 重 要 的 工业 部 门 有 机 器 制造 (机 

” 床 .水 利 机 械 .农具 ,造船 等 ) 食品 (面粉 .会 米 . 知 烟 . 肉 类 加 工 等 )、 PARE RE EEE, 
”火柴 等 轻工业 部 门 。 原 有 的 发 电厂 已 进行 了 扩建 , 知 从 淮南 引 来 一 条 高 压 吾 电线 ;为 昕 坊 ， 
开业 发 展 提 供 充足 的 电源 。 蚌 埠 交 通 方便 ,接近 院 北 广大 农村 ,用 地 、 供 水 有 保证 ;电源 燃 
料 离 淮 南 很 近 ,完全 有 条 件 发 展 成 为 以 机 械 和 轻 息 工业 为 中 心 的 综合 性 工业 城市 。 

潍 滩 ”是 淮北 煤矿 的 扩 在 地 ， 今后 将 随 着 煤 痰 、 AZ 形成 以 煤炭 为 中 

心 的 皖 北 地 区 新 兴 的 工矿 业 城 市。 

地 区 

淮南 地 区 处 在 江淮 之 问 , 北 界 直 临 淮河 , 南 界 靠近 长 江 。 境 内 地 形 复杂 ,大 部 分 是 丘 
Be RMR ,西部 为 大 别 山区 ,中 南部 集 湖 周围 及 大别山 以 北 的 滨 淮 地 区 还 有 较 大 片 的 平原 和 
洼地 。 河 流 较 短小 ， 分 属 长 江 \ 淮 河 两 水 系 , 史 、 小 、 池 、 东 肥 等 河 向 北 流 大 淮河 ， 杭 起、 丰 
乐 . 南 肥 等 河 经 梨 湖 汇 注 长 江 , 气 温 雨 量 均 由 北向 南 递增 ， 为 长 江 流域 与 淮河 流域 不 同 气 
候 类 型 的 过 渡 地 带 。 自 然 条 件 的 以 上 特点 ,反映 在 农业 生产 上 表现 为 多 样 性 ,反映 在 引 作 
Wy Ti LBB SEES 

淮南 地 区 的 工业 生产 也 具有 多 样 性 的 特点 。 除了 受 本 区 农业 生产 多 样 性 的 影响 外 ， 
还 直 于 本 区 地 理 位 置 适中 , 北 距 淮北 农业 区 南 距 沿 江 的 矿产 地 都 很 近 , 南 北 交 通联 系 倚 称 
方便 ,区 内 动力 燃料 条 件 也 较 好 ,因此 有 条 件 发 展 各 种 各 样 的 工业 。 但 解放 前 淮南 地区 只 
有 煤炭 工业 稍 有 基础 ,其 他 工业 很 少 , 现 有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工业 部 门 , 差不多 都 是 解放 后 发 ， 
展 起 来 的 。 

淮南 煤矿 是 安徽 和 华东 各 省 的 煤炭 供应 地 。 1959 年 的 生产 规模 将 比 解放 前 提高 十 
多 倍 。 强 大 的 淮南 火电 站 建立 在 丰富 的 煤炭 资源 的 基础 上 ， 陛 与 史 泊 河 上 游 新 建 的 华 子 
有 岭 、 梅 山 、 响 洪 甸 、 麻 子 潭 等 水 电站 联结 成 葬 一 的 高 压 电网 ,除了 供应 本 区 的 重要 工业 城市 
ASHE HERS NEHGS FAS, eK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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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 RAR, LB ARCA OPS — HERS A LL Lb 

HSBK, AASB. SM RIERS LAM HS, DEAL. 今后 合肥 ， 

TEES BN EL HSE (Fe, AK SRR a AOL ALR ES TAR SS LS 

#ro 
FAK LV Fe eA, MER ERAT RAR, RAD ME SA BRE 

合肥 周围 地 区 生产 一 部 分 外 ; SEA ABS BIH EK BER, 以 淮南 煤炭 与 马鞍 罩 、 2 

” 徐 等 地 的 铁 矿 石 相互 调换 ,生产 出 来 的 钢铁 和 钢材 可 就 近 供 应 当地 机 械 工 业 的 需要 ;机械 
工业 的 大 量 废钢 铁 也 可 以 利用 炼 钢 。 大 跃进 以 来 已 在 合肥 、 淮 南 二 地 兴建 了 钢铁 厂 西 

部 大 别 山区 藉 藏 着 丰富 的 铁 砂 , 这 些 铁 砂 经 流水 冲刷 ,沉积 于 小 河 、 史 河 、 梅 河 等 河床 内 ， 
詹 砂 平均 含 铁 50% Wb ae eee eee 所 产生 铁 和 熟 铁 

供应 省 内 各 地 作 农 具 、 铁 锅 等 生产 和 生活 资料 。 

”淮南 煤 央 是 很 好 的 化 工 用 煤 ， 离 沿江 的 黄 铁 矿产 地 也 不 远 , 现 已 在 淮南 市 兴建 了 闹 模 
BAM DAF RBA. HET I ARAL ATC 

PBIB ARPES Di, KBR RSAC LWT Heo eo: 

轻工业 中 以 纺 炽 与 造纸 工业 在 全 省 占 较 重要 地 位 。 解放 前 区 内 没有 现代 和 芒 积 企业 ， 

现在 合肥 已 拥有 10 万 锭 的 和 纺 积 厂 ,淮南 在 兴建 5 SENN , Ae Ee 
立 1 一 3 万 锭 的 息 积 厂 。 在 合肥 和 淮南 兴建 息 积 厂 主 要 考虑 接近 消费 地 和 轻重 工业 的 配 
pS, 原 棉 从 需 由 淮北 和 沿江 地 区 供应 一 部 分 。1954 SEER) ZEBRA 

| AATF ANB LS, REBAR SAR, ARDEA 
HEME . KINNEAR EECOT RS, ARTES A— BoA 
4, OL EK PSE, EMT We, 与 区 内 家 作物 生产 的 关系 
GRIST] 

eR SUECTKEL SS MIURA Ac AR, (EO RCERBIOIM, AS 
水 田 多 是 冬季 涯 水 ， 一 年 一 熟 。 解 放 后 推 厂 了 称 麦 两 训 和 双 季 稍 的 种 植 。 现 现在 水 田地 区 ns 

fete 2 AREA Hh AE RAGEIE AERA SHEE MIRA, A BSE FOR 
SEA FMT He, COMA Perk DURFEE, SLICE ASE, FORSHEE | 
重 小 于 淮北 地 区 但 却 大 于 沿江 和 崇 南 地 区 。 主 要 杂 销 昔 类 有 大 考 \ 高 骏 、 玉 米 \ 甘 昔 等 陈 
KEI, AALS AIR. KAA hs OR A Ss, SLAP 
AA SOP PAPO RAMA PKA REA RAM EA ETH 

PLU POM MARS, RBA AER AM, REE ES. RRS 
麻 不 论 是 种 植 面积 和 产量 均 居 省 内 各 区 第 一 位 。 烤 获 集 中 分 布 在 东北 部 的 凤 阳 、 定 远 等 
地 ， 为 全 国 重要 烤 获 产 区 之 一 。 所 产 堵 获 多 集中 在 凤 阳 门 台子 复 烤 后 外 运 。 天 麻 主 要 产 
FUR, SOTA SPAS RE PE, 所 产 大 麻 除 一 部 分 供应 淮南 造纸 厂 作 敌 获 纸 原 料 外 ， 还， 

”销售 省 内 外 各 地 。 油 荣 和 花生 是 本 区 主要 的 油料 作物 ,种 植 面积 和 产量 均 居 省 内 各 区 的 第 
fh, WRAY ELDAR EHS. WR PPE te AEE 
大 部 分 外 运 。 大 麻 和 油料 目前 均 不 能 满足 各 方面 的 需要 ， 今 后 将 进一步 扩大 种 补 面 积 。 
棉花 过 去 种 植 不 多 ,只 在 肥 东 \ 肥 西 \ 公 椒 、 六 安 等 县 有 雪 星 种 植 , 主要 供 架 棉 。 近 年 来 随 
着 合肥 熏 秩 厂 的 建成 , 隘 近 各 县 的 棉田 面积 迅速 扩大 , HUBRIS T MRR, 新 兴 的 
棉 区 正在 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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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LAS KX AY , ATED BULL VEL, SE A eR, ET 
GEE USA. TEETER BTA BRE , BISA ALA, BU EAL” AF 
RRB SiC REET AHO BA 在 茶叶 集散 地 舒 域 、 太 安 等 县 已 建立 了 好 
化 和 企 机 概 化 的 制 藉 三 * 
是 西 者 大 别 出 区 还 有 油茶 、 栓 皮 检 等 经 济 林 ， 其 中 栓 皮 棕 为 国内 主要 产 区 之 一 ,合肥 建 
i oak cect , ENTS JOTER. ASE GREER ARATE KH ， 

， 围 山 区 稚 后 还 将 在 淮南 丘陵 地 大 量 营造 矿 柱 用 材 和 毛竹 林 , 扩 大 竹 木 的 生产 基地 。 

区 内 农业 生产 的 条 件 和 特点 各 地 差异 较 大 。 大 致 可 分 为 以 下 几 个 农业 地 带 :(1) 中 南 
部 沿 策 湖 一 带 ; 主 要 是 圩 田 区 , 士 质 肥沃 ,耕作 精 粗 ,为 水 稻 种 植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2) 大 别 册 
Dac AMEE ,大 部 分 是 平原 和 湖泊 洼地 ; 易 受 夏 渤 。 作物 以 冬 作 小 麦 为 主 , 夏 作 过 去 
允 为 高 梁 , 大 豆 , 近 年 来 由 于 洼地 改 水 田 ， 水 稻 比 重 增长 ;(3) 西 部 大 别 山区 ,是 茶叶 、 径 济 
灯 和 用 材 林 的 主要 产 区 ， 作 物 以 小 麦 、 玉 米 大麻 、\ 甘 募 等 旱 作为 主 。 A 
重 ,近年 来 大 量 修建 水 闫 、 梯 田 和 营造 水 源 林 ;(4) 丘 陵 岗 啤 地 区 所 占 面 积 最 大 ,包括 天 安 
下 东 3; 先 湖 以 北 的 天 部 分 地 区 。 稻 去 两 数 和 水 稻 油 荣 换 荐 较为 普 逼 。 BREAKS 

“是 一 熟 单 季 稻 ,近年 来 双 季 舟 的 种 植 逐 渐 增 多 。 地 势 较 高 的 丘陵 旱地 多 种 植 小 麦 \ 大 麦 、 
EK SESE AA SS HIS ESS ei. 淮南 丘陵 地 区 由 于 河流 
短小 ;地 下 水 位 很 低 , 水 源 缺 乏 ,春秋 早 炎 威胁 较 天 。 塘 堰 灌 浙 是 丘陵 地 区 的 主要 灌 浙 方 
式 :过 去 由 于 长 期 反动 葬 治 , 塘 霸 失修 ,大 都 存在 水 浅 多 漏 等 缺点 , 灌 浙 效率 很 低 。 经 过 解 
放 以 来 的 大 力 整修 和 新 建 扩建 , 塘 卉 灌 浙 面 积 已 扩大 很 多 ,对 于 抗旱 和 提高 作物 产量 起 了 

”二 定 的 作用 ， 但 由 于 水 源 小 , 谷 未 能 彻底 消除 旱 从 。 现 正在 进行 史 . 小 、 杭 航 灌 工程 ,要 把 

FCB KP BSE HAAN ARK, FRESE ARIA 
区 AA — HUE AEE FSR, ATT EE A AEF BRE 

淮南 地 区 的 区 内 处 经 济 联系 主要 依靠 陆路 运 办 ， 淮 南 铁路 和 津浦 铁路 大 致 成 西 
， 碍 一 东南 方向 插 过 境内 ,本 区 输出 的 物资 匈 大 部 分 经 以 上 两 条 铁路 南下 , 往 北 略 出 的 物 关 
不 多 5 淮南 铁路 的 地 出 量 最 大 ,主要 是 煤炭 。 津浦 沿线 外 运 物 次 以 糊 食 、 油 料 , 烤 蒸 等 农 

产品 为 主 。 从 淮南 与 津浦 铁路 沿线 向 东西 两 侧 的 联系 目前 多 由 公路 色 担 ， 较 重要 的 公路 
终 有 合肥 一 大安 一 梅山 线 、 合 肥 一 浦口 线 、 合 肥 一 安庆 线 , 其 中 运 量 最 大 的 是 合肥 一 梅 出 ， 
楚 ; 天 别 山 区 的 土 特 产 多 经 此 线 运 出 来 。 浦口 一 信阳 铁路 和 合肥 一 九江 铁路 建成 以后 将 
基本 上 上 接替 以 上 几 条 主要 惨 路 线 的 长 途 运 办 任务 。 区 内 铁路 将 可 以 全 部 连贯 起 来 。 

目前 淮南 地 区 河道 通航 情况 较 差 ,只 划 湖 附近 的 策 县 、 肥 西 等 地 有 -一 部 分 类 食 、 研 火 
材料 和 三石 经 烛 湖 和 裕 滩 河 运往 合肥 或 沿江 地 区 ,天 别 山 区 有 一 部 分 竹 木 . 十 特产 经 史 沂 
河 下 运 大 淮 : HEH HRS, 将 来 结合 水 利 建设 ,开辟 沟通 长 江 、 淮 河 的 江淮 运 
河 , 水 运 条 件 也 将 大 大 改善 。 
合肥 市 ”合肥 是 疼 徽 省 的 省 会 ;是 全 省 政治 , 轻 济 文化 的 中 心 。 写 的 地 理 位 于 也 正 

好 在 鸡 省 的 中 心 ;距离 省 内 各 重要 城市 :蚌埠 、 淮 南车 湖 、 安 庆 ̀ 马 鞠 山 等 地 都 不 远 ， 与 省 
两 各 地 联系 很 方便 。 

| 合肥 在 解放 前 是 一 座 吉 老 而 破旧 的 消费 城市 。 市 内 没有 -家 现代 化 的 工厂 ,只 有 -- 
些小 商店 和 打铁 、 织 布 等 小 手工 作坊 ,房屋 低 姥 破 烂 ,人 口 不 到 四 万 。 ,解放 后 城市 面貌 马 
发 生根 本 的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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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KBE, YF Sa TE BA ESE 3 同时 还 兴 
建 了 纺织 \ 矿 山 机 械 、 电 机 、 机 床 、 农 具 、 砂 输 、 坎 木 \ 从 米 ;面粉 、 蛋 品 等 厂 。1958 年 以 后 合 
肥 工 业 有 了 更 天 的 发 展现 已 成 为 全 省 最 大 的 工业 中 心 之 一 。 由 于 合肥 位 置 舌 中 ; 吊 源 充 
足 ,科学 技术 条 件 较 好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将 兴建 大 批 机 械 厂 以 及 为 机 械 工 业 服务 的 
钢 然 厂 ,发 展 成 为 全 省 最 无 的 机 械 工业 基地 。 在 恩 奢 工业 a ee 
FEU E AT SS Rea PT io 

随 着 生产 事业 的 发 展 , 对 外 交通 也 日 趋 便利 。 淮 南 铁路 经 过 这 里 ， 有 七 条 肥 路 通 向 他 
省 各 地 ,小 输 、 木 船 经 水 路 可 通 至 全 县 车 湖 、 南 京 等 地 。 民 用 航空 除 通 省 外 的 南京 \ 上 海 、 
北京 ,武汉 等 地 外 ,还 可 通 往 省 内 的 阜阳 、 安 庆 等 地 。 今 后 淮南 铁路 将 铺 虱 复生 ; 浦 信 伏 路 
将 与 淮南 铁路 交 于 合肥 ,合肥 一 九江 詹 路 将 以 这 里 为 起 点 ， TT Hes wa A 合肥 . 
Hew BAM AERA. 

由 于 合肥 是 全 省 的 政治 中 心 和 新 兴工 业 基 地 ， 解放 后 安生 省 新 建 的 高 等 学 校 和 科学 
研究 机 构 也 多 集中 在 这 里 。 现 为 全 省 最 天 的 科学 文化 中 心 。 

至 1958 年 合肥 市 的 人 口 已 发 展 到 30 多 万 ,市 区 内 已 铺设 了 许多 条 实 广 的 柏 酒 马 路 ， 
两 旁 尽 是 新 建 的 高 大 建筑 物 。 在 东部、 东北 郊 和 东南 郊 工厂 林立 ,西南 郊 马 成 为 高 等 学 校 ” 
集中 的 文教 区 。 合 肥 市 昔 FASE Te RELA EERE 22 — Tae 

REA BL hk SS a AT Ro / 

淮南 市 “位 于 淮河 南岸 , 浴 南 铁路 的 起 点 ,是 在 淮南 煤矿 的 基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工矿 业 
城市 。 市 区 中 心 在 田家 许 , 此 外 还 包括 大 通 、 九 龙岗 ee Fea AL 望 岸 岗 \ 作 公 山 等 工人 ， 

， 锁 ,多 分 布 在 矿井 和 铁路 车 站 的 附近 。 
田家 庵 原 是 一 个 淮河 岸 边 的 小 渡口 ， 自 1929 年 淮南 煤矿 开始 开采 和 1936 年 淮 青 铁 

. 路 通车 以 后 ,田家 庵 才 逐 潮 发 展 起 来 ,成 为 供应 淮河 流域 各 县 的 煤炭 畔 出 港 ， 淮 河流 域 的 
“一 部 分 农产品 和 士 特产 也 榴 淮河 水 运 来 田家 放 精 铁路 。 解 放 后 在 这 里 兴 什 了 规模 较 大 的 
火电 厂 和 造纸 ,面粉 . 研 米 \ 榨 泪 、 稚 烟 等 轻工业 工厂 。 
PRG HT ATO HELA AEM, MELAS 

GT Fr HES SE IE A TR BRET 
FcH” LAURE), SE eT EB BEE HE o 

淮南 市 现 已 成 为 我 国 重 要 的 煤炭 基地 之 一 。 在 丰富 的 煤炭 资源 的 基础 上 ,正在 兴建 
锅 铁 联合 企业 和 巨 大 的 化 学 肥料 厂 ， 将 来 还 可 以 利用 副产品 发 展 有 机 合成 化 学 ;使 本 市 成 
为 重要 的 化 学 工业 产地 。 

3. 治 江 地 区 

沿江 地 区 矿产 资源 丰富 农业 自 然 条 件 优越 ， 长 江 横 贯 境内 ,区 内 外 经 济 联 系 方 便 , 为 * 

省 内 轻 济 发 展 水 平 较 高 的 地 区 。 

沿江 地 区 集中 了 疼 徽 省 稳 天 部 分 的 金属 矿藏 和 化 学 工业 矿藏 ， 其 中 较 重 要 的 有 RR, 

GI, BD PAWL AS. FR KARR RRS, 本 区 矿产 开采 的 历史 已 较 入 ;但 

过 去 主要 彼 帝 国 主义 所 掠夺 ,区 内 重工 业 基础 很 薄 戏 ， 直 到 解放 以 后 ,冶金 机械、 化 学 学 

重工 业 部 门 才 开 始 发 展 起 来 。 

铁 矿 石 产地 主要 分 布 在 马 坑 山 及 其 周围 的 当 涂 、 繁昌 等 地 ， 经 解放 后 探 明 ,储量 很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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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已 在 马 较 山 建立 了 炼 铁 厂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中 将 进一步 发 展 成 为 
坟 大 钢铁 联合 企业 , 铜 矿产 地 主要 分 布 在 铜陵 市 及 其 附近 地 区 。 过 去 主要 开采 铜陵 ` 铜 官 
山 的 铜 矿 ,解放 后 已 在 铀 官 山 建立 了 冶炼 厂 , 炼 制 粗 铜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中 ,境内 各 较 
大 的 铜 矿 将 广泛 开采, 所 产 矿石 将 大 部 分 运往 省 内 新 建 的 治 炼 厂 炼 制 粗 钢 和 精 铜 。 机 械 
工业 目前 以 造船 机床 和 仪表 生产 占 较 重 要 地 位 ,多 集 引 在 苇 湖 。 今 后 在 冶金 工业 的 基础 
凸 还 有 条 件 发 展 冶金 矿山 发 备 和 重型 机 械 的 制造 。 了 

，， 马 壕 山 . 当 涂 等 地 所 产 的 黄 铁 矿 过 去 全 部 外 运 ， 供 应 南京 .上 海 , 大连 等 地 的 化 工厂 。 
现 马 有 少量 用 在 区 内 制 硫酸 , 马 较 山 建 立 了 大 酸 车 间 。 庐 江 的 明 矶 石 储 量 很 丰富 ,产量 仅 
交 于 浙江 平阳 。 明 矶 合 甸 较 多 , 马 蒋 山 将 兴建 肥料 厂 ,利用 庐江 明 矶 和 焦 婉 煤气 制造 氮 钾 

” 混 谷 肥料 。 全 省 最 天 的 和 宿 松 磷 矿 也 已 开始 开采 利用 。 

BUS SHARE A Bie ORS EB SRL, RRB FR, 

‘SR OC ES, ， 现 均 为 小 密 开 采 ， 对 于 解决 地 方 燃料 供应 有 重要 意义 。， 
将 来 广 德 、 宣 城 地 区 将 建设 较 大 的 矿井 。 目前 区 内 工业 用 电 主要 依靠 南京 供应 ， 高 压 过 
WTS SRA EWE DISA, FIRMA RIL LAER 30 WMA 

ERT HRM EES. ATLA ATS eR ep he 
TCHS EAP Ee OR Se eB, He PY DAE UL RBS STL By IES, 

ATH A LG ET LS, MARK 
| 沿江 地 区 的 自然 条 件 对 农业 生产 相当 有 利 。 地 形 大 部 分 为 海拔 7 一 20 米 的 近代 冲积 
平原 和 100 米 以 下 的 丘陵 地 。 气候 温 湿 , 无 霜 期 长 狗 230 一 250 天 ， 雨 量 在 1000 毫米 以 

- 正 ,土质 肥沃 ;河流 密布 。 经 过 劳动 人 民 长 时 期 的 辛勤 经 营 , 本 区 水 利 发 达 , 灌 浙 面 积 已 占 
耕地 面积 90% 以 上 ,在 灌 浙 面 积 中 80%% 以 上 是 水 田 。 沿 江 地 势 较 低 的 平原 地 带 , 圩 田 很 

”多 ; 赫 作 和 集 狗 ,为 水 稻 的 高 产地 区 。 为 了 消除 低洼 圩 田 的 水 洲 伙 害 ,解放 以 来 在 圩 田地 区 
拓 方 发 展 了 机 械 排 灌 ,建立 了 许多 电力 排灌 站 , 现 包 成 为 全 省 机 械 排 治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 

治 江 地 区 克 产 舟 米 ,稻米 产量 占 全 省 总 产量 一 牛 以 上 ,每 年 都 有 余 瓶 外 调 ， 除 供应 省 
两 的 淮南 ̀ 皖 北 地 区 外 ， 还 支 授 上 海 .大 连 、 青 岛 等 沿海 大 城市 ， 是 安徽 稻米 的 生产 基地 。 

”区 内 各 县 水 租 的 种 古 面 积 一 般 都 占 作物 总 面积 40% 以 上 ,在 青 飞 江 流域 和 长 江 沿岸 的 圩 

困 地 区 水 稻 种 植 比 重 则 高 达 50% 以上。 本 区 大 部 分 水 田 以 种 单 季 中 夭 为 主 , 解 放 后 双 季 

舟 的 种 植 开 始 水 渐 推 广 。 西部 沿江 地 区 因 有 大 别 由 阻挡 北方 来 的 寒潮 ,气候 比 东 部 沿江 
“更 温暖 ,所 以 双 季 称 的 种 植 也 最 多 , 现 已 占 水 田 面积 1/4 以 上 。 区 内 候 米 工业 相当 发 达 ， 

各 地 所 产 的 称 谷 多 是 就 地 加 工 ; 调 往 省 外 的 稻米 有 相当 大 的 一 部 分 集中 鞠 湖 加 工 后 外 运 。 

” 示 麦 多 种 植 在 地 势 较 高 , 灌 浙 排 水 两 便 的 水 田 ,与 水 舟 换 茬 ,实行 舟 麦 两 熟 。 此 外 在 

少数 丘陵 旱地 和 沿江 新 沉积 地 区 也 有 种 植 ,多 与 旱 作 换 伏 。 但 在 低洼 圩 田地 区 小 麦 种 植 
较 少 。 因 此 沿江 地 区 小 考 在 钴 食 作物 中 所 占 的 比重 低 于 皖 北 和 淮南 地 区 。 所 产 小 麦 主要 
供 区 内 消费 ,在 车 湖 、 安 庆 等 城市 屋 有 面粉 厂 。 

和 经济 作物 现 以 油 人 ̀  棉 花 为 主 。 油 某 的 种 植 面积 占 轻 济 作物 总 面积 的 一 牛 以 上 ,各 地 
区 有 种 植 ,为 水 稻 的 良好 前 茬 。 本 区 油 荣 籽 产 量 占 全 省 一 定 以 上 。 散布 区 内 各 地 的 榨 油 
工业 主要 生产 荣 籽 油 ;, 其 次 是 棉籽 油 5， 本 区 棉花 的 种 植 面积 虽 不 很 大 ,但 植 棉 历史 赤 办 ，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于 省 内 其 他 地 区 ;为 省 内 重要 的 产 棉 地 区 之 一 。 棉 田 主要 分 布 在 宿 松 、 东 

荡 、 至 德 , 怀 宁 、 户 江 \ 檐 阳 、 和 县 、 合 山 \ 无 为 等 县 的 沿江 和 江 心 新 沉积 的 沙洲 地 上 ,多 与 小 

“OU 



KAGE RAP, AK ATMEL AR EM UA AEBS Oh, PERI HE 
Hit)” Ba TLRS HF SLEREK CRUSHER , BRAGA 
将 随 之 适当 扩大 。 

AER ATH EA RAH AD A> RREMR A, ARERR Ee 
HAS RE, SBE TH RE eee) HEBER SAS, Bie RE 
TAT HEE) RK VRE AE LER ER, 今后 甘蔗 面积 还 
可 以 天 夫 扩 大 5 

区 内 丘陵 地 带 评 产 茶叶 ,， 占 全 省 茶叶 产量 的 也 4 以- 茶园 分 布 凌 零散 ， 产量 较 天 的 
有 宣 城 , 池 县 ,至 德 ,庐江 等 县 ,以 生产 各 茶 为 主 ,销售 国内 各 地 。 车 湖 、 安 庆 等 地 均 有 较 天 
的 制 茶 厂 。 西 部 丘陵 山地 还 出 产 木材 和 油茶 、 油 桐 等 径 济 林 , 东 部 丘陵 地 区 委 桑 生产 较 有 
Jt A SR BREAKS RR. CA Re 
Hib bat Ds BPS > 5 BH RT AE DEE HE CAERACLAGANDR. 宣 
纸 最 适合 于 画 国画 》 为 特种 艺术 用 纸 。 

KA KGS A, 江河 湖 塘 面积 估计 鸥 有 2;000 多 万 雷 , 水 产 丰富 Moe, A 
专业 和 副业 的 渔民 十 余 万 人 ,是 安徽 省 的 水 产 基地 ; 素 有 刍 米 之 少 的 称誉 。 淡 水 养殖 亚 已 
有 悠久 历史 : 急 苗 生产 占有 特殊 地 位 ,沿江 一 带 所 产 扫 苗 除 供 本 省 养殖 外 ;还 运销 江苏 : 浙 、 
江 、\ 韦 建 \ 江 西 等 省 。 近年 来 由 于 大 力 改进 养殖 技术 ;改良 渔具 ,发 展 深 水 养殖 和 捕 迭 ;全 
区 永 产 总 产量 已 远 远 超过 历史 上 最 高 水 平 。 所 产 包 类 销售 省 内 各 地 ， 并 有 部 分 供应 外 省 。 

在 沿江 地 区 的 运输 业 中 水 运 占 有 突出 地 位 。 长 江 为 本 区 最 重要 的 交通 于 攻 ! 未 区 重 
要 的 城市 和 厂矿 企业 均 分 布 在 长 江岸 边 ,区 内 外 的 物资 运输 稳 大 部 分 需要 通过 长 江 。 其 
江 的 支流 也 有 不 少 可 以 通航 ;其 中 较 重 要 的 有 右岸 的 水 阳江 与 青 飞 江 ,左岸 的 裕 次 河 。 HH 
WS, Bi BIO AL SI REREAD. 沿江 于 区 苏 运 的 

” 秆 食 士 特产 一 般 均 由 小 输 和 木船 华中 药 湖 、 安 庆 二 地 ,再 转 长 江 大 翰 运 出 。 外 运 的 矿石 和 
金属 多 在 临近 矿产 地 的 码头 直接 启运 。 > 

: 铁路 有 淮南 与 宁 菩 二线 ,在 本 区 境内 里 程 很 短 。 淮 南 铁路 为 本 区 SEM FeRAM 
主要 联系 线 。 淮南 地 区 供应 本 区 的 煤炭 ,多 经 淮南 铁路 运 来 ,在 容 滩 口外 车 , 转 长 江 运往 

各 地 。 本 区 供应 淮南 、 皖 北 的 适 食 .矿石 也 多 经 长 江 集中 到 裕 滩 口 ， 转 淮南 然 路 运 出 。 宁 
HM SUPT BERK, ARABS BRL AST ABE Rb. Sere 
凶 区 的 联系 目前 主要 依靠 公路 ,交通 不 便 , 现 正在 修建 铁路 。 pe 
RT ET RAK LR BRM SKUMS AA, ARATE ， 
物资 集散地。 自从 19 ERAS i SY A AE ECT, HEI BRE SS EE, 
源 发 展 成 为 长 江 沿岸 的 重要 商业 城市 。 Pa EARL 7k Pa eR To AR 
大 量 在 此 集散 售 彼 称 为 全 国 四 天 米 市 之 一 。 宁 车 淮南 二 条 铁路 的 通车 ,进一步 加 强 了 药 
湖 的 商业 和 交通 的 地 位 。 解放 后 由 于 对 私 商 进行 了 社会 主义 改造 ,物资 流转 攻 大 国家 言 
划 , 中 间 环 节 沽 少 , 芍 湖 的 商业 已 不 如 过 去 的 畸形 繁荣 ' 米 市 "已 不 存在 了 。 但 敬 湖 仍 是 
沿江 地 区 重要 的 物资 转运 港口 , 原 有 的 车 湖 码 头 已 扩大 ;, 江 对 岸 的 裕 滩 口 港 还 进行 了 天 规 
模 的 改建 , 现 已 成 为 现代 化 的 淮南 煤炭 转运 港 。 将 来 连接 淮南 铁路 和 宁 芍 铁路 的 鞠 湖 长 
江 大 桥 建 成 ,从 车 湖 通 往 江西 鹿 漂 、 浙 江 杭 州 和 省 内 铜陵 市 的 几 条 铁路 线 修 通 以 后 ， 车 莉 
将 成 为 长 江 沿岸 最 重要 的 水 陆 交 通 枢 组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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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 BCR Hie i SEAS LL — 7 PER Pa eT, TOI RS, RA TD OE 
RP BIB RARE. PRB TRI BRR, HB 1958 EHRMERMSAHNTS . 

增加 4 倍 以 上 ,食品 和 日 用 品 等 轻工业 部 门 也 都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此 外 还 建立 了 造船 .机 

床 、 仪 表 等 机 械 工业 。 车 湖 交 通 位 置 优越 ,距离 沿江 各 重要 矿产 地 都 很 近 , 具备 发 展 机 械 、 
褒 金 等 重工 业 的 条 件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中 将 由 目前 以 轻工业 为 主 的 城市 发 展 成 为 以 重 

tN 工业 为 主 的 综合 PERS TO RTE 

SRG 位 于 嵌 河 与 长 江 的 会 合 处 ， 是 长 江 航运 的 港口 ， 西部 沿江 地 区 的 物资 集散 中 ， 

- tro 

安庆 市 原 是 一 座 古 城 ， Lo RECT NR NRL IF EDU ata 发 展 。 mY ER 

和 近 黄 山 和 天 别 山 的 产 茶 区 , 便 一 度 发 展 成 为 国内 重要 的 茶 市 之 一 。 
现代 化 工业 过 去 没有 基础 ,解放 前 只 有 少数 手工 业 性 质 的 食品 工厂 。 现在 全 市 已 有 

BPR RT BK PE EE RSE SL, EL 
pik PEE, 安庆 周围 地 区 农产品 非常 丰富 ,今后 主要 发 展 以 农产品 为 原料 的 轻工业 
和 为 农村 服务 的 机 械 、 化 肥 、 农 攻 等 工业 。 ， 
BR MPLA RED, ee Hekate 这 里 的 然 矿石 和 黄 铁 矿 

入 长 期 遭受 帝国 主义 的 掠夺 。 抗战 期 间 日 本 侵略 者 售 在 此 建立 小 型 炼 铁 厂 ,但 在 抗战 是 

| AY CARO, RRA, MURR ACER TSAR, 至 
ABO ET SRAM RHR. PAROS AE RE SHE, FE 1953 年 就 已 炼 出 了 
BOP ETRE FR RT SAMAR A, AO 

从 数 远 速 增加 ， 1957 SE TES eer BRT RAPA LT Wes. 
根据 几 年 来 地 质 勘 探 的 结果 , 查 明 马 较 山 及 其 周围 地 区 的 矿藏 壮 源 相当 丰富 , 铁 矿 石 

储量 多 有 数 亿 吨 , 思 山 、 南 山 是 市 内 最 大 的 铁 矿 石 产地 ,向 出 的 黄 铁 矿 储量 也 很 大 ,矿石 品 
”位 都 很 高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中 马 较 山 将 建 悦 较 大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 机 械 、 化 学 .电力 等 

工业 部 门 也 将 随 之 发 展 起 来 。 将 来 马 坊 山 的 进出 物资 运 量 十 分 庞大 , 现 有 的 港口 和 车 着 
远 不 能 适应 需要 ,必须 进行 大 大 的 扩建 或 新 建 。 马 较 山 市 将 有 可 能 成 为 本 省 沿江 地 区 最 
大 的 香 吐 港口 。 
铜陵 市 ”位 于 药 湖 、 安 庆 二 市 的 中 间 , 长 江 的 右岸 ,也 是 一 个 新 兴 的 工矿 业 城 市 ;1957 

年 才 正 式 避 市 2。 对 外 交通 目前 主要 依靠 长 江 航 运 , 将 来 还 有 铁路 通 往 燕 湖 。 
人 铜陵 市 铜 官 山 铜 矿 的 开采 历史 已 久 ;在 唐 ̀ 抄 、 清 代 都 鲁 经 开采 过 。 允 片 战 委 后 , 英 希 

。 国 主 义 鲁 企图 霸占 这 一 矿山 , 因 遭 到 人 民 的 强烈 反抗 而 未 能 得 到。 日 本 帝国 主义 在 军事 
侵略 时 期 依从 这 里 规 走 大 批 铜 矿石 , 运 到 东北 冶炼 。 过 去 铜 官 山 铜 矿 开 采 方 式 落后 , 乱 采 
乱 控 ; 矿 山 破烂 不 霸 。 解 放 后 在 铜 官 山 兴 建 了 现代 化 的 露天 矿 \ 井 下 矿 和 选矿 车 间 ， 从 开 ， 
采 到 麻 选 已 全 部 实现 机 械 化 ,同时 还 建立 了 冶炼 厂 , 把 磨 选 出 来 的 铜 精 砂 炼 制 成 舍 铜 量 达 
95% 左右 的 粗 铜 ,再 运往 外 地 电解 精 铜 。 MR LEE, HE LU PR 

比 过 去 增加 了 好 多 倍 , 同 时 近年 来 附近 双 有 新 矿 体 发 现 。 现 除了 悉 乱 扩大 铜 官 山 令 矿 的 
生产 处, 还 在 发 现 新 矿 体 的 地 方 建屋 新 的 矿山 基地 。 

铜 官 山 的 铀 矿石 品位 较 高 并 伴生 有 大 量 的 其 他 金属 矿 ， 加 强 铜 官 山 对 矿石 资源 的 综 

1) 最 和 届 立 时 叫 铀 官 山 市 ,1958 年 钢 官 山 市 与 铜陵 县 合 俐 ,改称 钢 陵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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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利 用 具有 重大 经 济 价值 。1958 年 大 跃进 以 后 ,已 开始 向 综合 利用 的 方向 发 展 。 新 建 的 “ 

硫酸 车 间 可 以 将 破 精 砂 和 冶炼 粗 铜 中 产生 的 含 破 气 体 加 工 成 硫酸 等 产品 ， 新 建 的 选 铁 车 ， 

间 可 磁 选 出 大 量 的 合 铁 品 位 高 达 60% 左右 的 铁 精 砂 ,为 建立 钢铁 厂 创 造 有 利 条 件 。 

4. 皖南 地 .区 

皖南 地 区 位 于 新 安江 \ 青 飞 江上 游 。 区 内 除 沿 江 有 狭 宕 的 河谷 平原 和 小 型 的 山 间 贫 
地 外 , 竹 大 部 分 是 地 势 崎 虐 的 丘陵 和 山地 。 炉 互 于 部 门 \ 太 平 \ 守 国之 间 的 黄山 , 主 岩 高 达 
1800 米 ,一 般 山 地 拔 海 都 在 600 一 900 米 之 间 , 只 有 耳 南 部 丘陵 比较 低 和 组 ,大 狗 在 300 一 400 

ici EASE, TURES, AA IRR ES ME AAT ie 
极为 丰富 ,在 经 济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皖南 地 区 篇 度 较 低 , 气 候 温 暧 ,雨量 丰 瀛 , 士 壤 酸度 适中 ,矿物 盾 含 量 夺 富 ， eer 
HEK SE ARAAA SEMBAM ATH RSS BK AH60% A EGE BIAIOM), 

oni 208A, ANTEWEZE 总 产量 二 分 之 一 和 全 周 总 产量 的 十 分 之 一 左右 。 
全 国 著名 的 产 茶 区 。 
AKA UMAR, SARAH ARM -PUE, bee amieO HB”, | 

BULA FA ee, SAREE GA RO ERT RAAT ARSR, BPW 
A SAAN lt LHR REE A REESE, FAT PR EAR 
BHAT RES, KKESAPAA EK RRAVAMY MANKTSS WHSEPR 
MHLALH, SARAH AMEETCA GE MASEL, 解放 后 已 
在 上 述 地 点 新 建 了 数 座机 械 制 茶 厂 。 KPA BRERDASRARAK, RS 
新 的 现代 化 制 茶 厂 ,每 年 加 工 精制 茶叶 在 30,000 担 以 上 。 

。 林业 生产 在 本 区 轻 济 收 金 中 的 地 位 与 茶叶 生产 不 相 上 下 。 综 南山 区 是 安徽 森林 间 源 
较 丰富 的 地 区 , 休 区 木材 年 产量 占 休 省 2/3 以 上 ;主要 树种 是 杉 松 ， 其 中 杉木 狗 占 未 材 总 ， 
产量 的 3/5, DRA AT BRASRAT RS. 毛竹 产量 也 很 大 , 占 全 省 70% FE 
次 等 县 生产 较 多 。 所 产 木 材 、 毛 竹 大 部 分 经 新 安江 、 SS 二 和 
州 \、 上 海 一 带 。 本 区 杉 松木 质 优 良 , 成 材 较 快 ,农民 栽植 经 验 丰 富 , 今 RT 
SASL, CHERAB EEE, RH A A RE 

Me ur ee ee eee > 
%. SATA BURY OWEN, KAGE STOR 
前 国内 油脂 需要 量 很 大 ,发 展 木 本 油料 有 重要 意义 。 本 区 的 油茶 林 解 放 前 售 遭 严重 破坏 
今后 除 积极 星 复 外 ,还 将 大 力 营造 新 油茶 林 。 油 桐 种 植 方便 ,发 展 较 易 ; 区 内 各 地 到 处 可 | 
以 种 植 。 在 新 开辟 的 杉木 林地 ;多 与 油 桐 混 灶 , 在 杉木 未 成 材 以 前 , 油 桐 成 为 主要 收入 

RM MMO DES ,近年 来 养 委 业 有 了 很 大 发 展 ; 已 在 绩 滩 新 建 了 和 炉 移 厂 引 他 后 
为 了 大 力 发 展 委 秋 生产 ,将 在 区 内 各 地 推广 桑树 的 种 植 。 

过 去 区 内 丰富 的 林产 套 源 未 能 充分 利用 ， 只 有 一 些 烧 炭 、 制 墨 (以 微 墨 著名 入 和 耸 林 器 
制造 等 手工 业 。 人 民有 公 入 的 成 立 已 为 广泛 发 展 小 型 的 林产 加 工 和 林产 化 学 工业 创造 有 利 
条 件 。 | : 

7K LK SES, RBS RRR, ORS, AREA. ARP 
积 只 占 士 地 面积 1/10 弱 。 是 省 内 耕地 比率 最 低 的 地 区 。 KERR DO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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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R EPIRA SRSA A, HEAR, AA 
MEL DRBEE , ABS BR AWB LFS a BEA REE Cs EL 
BP Lo “ake 

ALKA ELUATE. ASHE SEMS ier aee 70% 以 上 。 其 他 较 重 
要 的 省 仿 作物 有 小 麦 .大 麦 . 甘 募 、 玉 米 等 。 轻 济 作物 比重 不 大 ,以 油 革 种植 为 最 普 逼 。 赫 

_ 和 帮 制 度 二 般 都 是 一 年 两 熟 ,冬季 种 植 小 麦 , 大 才 、 油 荣 等 作物 ， 夏 季 种 植 水 稻 ( 在 水 田 )、 甘 
募 ̀ 玉 米 (在 旱地 ) 等 作物 ， 也 有 在 水 稻 收 割 后 再 种 一 季 养 麦 、 晚 玉米 等 晚秋 作物 而 成 为 一 
年 三 熟 的 。 近 年 来 双 季 稻 的 种 植 面积 也 已 水 渐 扩 大 。 

过 去 戏 南 地 区 的 耕作 相当 粗放 ， 虽 然 每 一 农业 人 口 平均 耕地 只 1.6 亩 ,但 由 于 主要 力 
量 从 事 茶 叶 、 秋 业 生 产 , 用 于 耕作 业 的 劳力 仍 嫌 不 够 。 在 旧制 度 的 时 代 ， 一 般 耕 地 施肥 不 ， 
是 , 灌 浙 无 充分 保证 ,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低 , 糊 食 不 能 自 输 。 解 放 以 来 在 农民 和 组织 起 来 的 基 
础 主 , 合 理 安排 劳力 ;大 力 改进 埋 作 技术 ,兴修 水 利 , 发展 灌 浙 ;生产 水 平 已 有 很 大 提高 ,从 
而 基本 解决 了 本 区 关 食 不 足 的 问题 。 AMR ORS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仍 低 于 沿江 地 区 ， 
SEABIRD 
TMK A PRR ARR SER LP $6035 80 CIS LSE SOO 

RT OEM TH RABHARM ST AT SHAK, RET 
B,C SRLS BR. WMA RMR HI RSE A 
重要 原料 。 可 以 预料 , 随 着 今后 地 盾 项 探 工作 的 进一步 开展 ;新 的 矿藏 将 有 更 多 的 发 现 ， 
夫 区 有 可 能 成 为 拥有 丰富 地 下 查 源 的 地 区 。 区 内 河流 多 穿行 于 山地 ,水 力克 源 的 苦 茂 也 
丰富 。 将 来 交通 条 御 改 善 以 后 ,本 区 工矿 业 的 发 展 前 途 很 大 。 

,目前 本 区 交通 不 便 , 区 内 外 联系 光 靠 内 河和 公路 ,而 且 河流 多 属 上 游 , 滩 多 水 急 ,通航 
条 件 较 差 。 新 安江 是 区 内 最 主要 的 通航 河道 , 屯 滩 、 委 县 以 下 均 可 通行 木船 。 此 外 ,在 划 
江 和 青 飞 江 的 上 游 也 有 小 段 可 以 通航 。 本 区 所 产 的 未 材 ̀  茶 叶 彻 大 部 分 经 水 路 运 出 。 其 

”至 供应 省 内 的 木材 也 多 轻 水 路 绑 道 外 省 ,一 路 经 新 安江 至 浙江 杭州 转 铁 路 ,一 路 经 昌江 至 
江西 和 郡 阳 转 长 江 。 

RBZ OCB, EEF AARC) EN), Rh) CRS 
AMZERAMWEZKRAIMME. RHNSHLE BRAVASHHAH TA, 
较 太 的 以 百货 、 建 筑 器 材 等 为 主 , 由 于 公路 的 运 价 较 高 ,因此 长 涂 货运 量 远 不 及 水 运 。 

EEE RDI BOARS ES SR 
线 建 成 以 后 ;本 区 的 交通 情况 将 大 大 改善 ,为 山区 轻 济 的 全 面 开 发 创造 有 利 条 件 。 

` 赴 泡 :位 于 皖南 最 南部 休 宁 县 境内 最 大 的 盆地 上 ， 某 安江 上 源 的 许多 小 支流 来 此 相 
会 ,为 皖南 各 重要 公路 干线 与 新 安江 航道 的 交接 点 ,是 周围 地 区 的 物资 集散 中 心 。 附 近 各 
BT MRS KILLA CAME, CARH, “HE WES MAS, 
解放 后 在 这 里 兴建 了 制 茶 、 面粉 急 米 \ 染 杨 、 机 械 等 工矿， 并 佛 一 度 成 为 徽州 专署 的 所 在 
地 Do 
铁路 大 于 和 线 修 通 以 后 ， 位 于 铁路 与 新 安江 相交 处 的 才 县 县 城 (徽州 老 城 ) 可 能 发 展 成 

Jy ies HK BEA HY LETH 
‘ 

1) 徽州 专署 现 已 撤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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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省 中 偏 于 南部 。 全 省 士 地 总 面积 10 GREGE 
区 之 一 。 

浙江 省 位 于 我 国 东 南 沿海 ,在 华东 各 

的 省 人 小 微 . 江 苏 , 是 全 国 面积 较 By bP 

TF Goa, A eS 

RG ARA MAE EB ALU, 平原 面积 只 占 

分 为 东南 丘陵 山地 \ 西 部 丘陵 盆地 和 北部 平原 

形 相当 复杂 , REAR 地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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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 南 山地 与 浙 东 丘陵 区 “为 我 国 东南 沿 海 乒 陵 的 一 部 分 。 出 脉 都 作 东 北 一 西南 
走向 ; RATHER, 略 与 海岸 平行 。 地 势 起 伏 较 大 ， 西南 高 而 东北 低 。 全 区 以 中 生 代 火 山 兰 
Epi sBes Ta AT APP H A 
iW EMI, KI at 45 4s Le OMAN eet LL, 

本 区 地 势 高 峻 陡峭 。 在 龙泉 、 泰 顺 , RT, BASRA, Bs 1,800 RH UERARR, 
龙泉 境内 的 披 云 尖 高 狗 2,000 K, APLAR ES 1,000 KA LWAZESR RAR 

Ais 相对 高 度 在 700 米 以 上 ， 地 面 坡度 在 30” 以 上 。 全 区 大 小 河流 给 烈 下 切 ， 岂 乎 全 
成 峡谷 状 。 区 内 平原 码 少 ,只 在 丽水 、 泛 昌 、 BR. 仙 居 等 县 有 少数 分 散 而 狭小 的 构造 贫 
地 ， 为 山区 进行 行 农耕 的 主要 地 区 。 

浙 东 丘陵 区 包括 灵 江 以 北 、 清 阳 江 以 东 的 会 穆 山 、 IARI, AAW, Kee 
地 。 地 面 高 度 一 般 在 200—1,000 KI, Ay Bi ly BR SF 1000 2K, ARH BEL 400 KA 

ADR. HGR EAE 20 一 30" 之 间 。 区 内 无 较 大 河流 , AD RE A REIL 
的 小 河 为 数 不 少 。 由 于 河流 的 侵 鲁 , 地 面 分 割 亦 碟 s 但 谷底 时 见笑 锤 的 平原 ,这 在 浙 南 四 
区 是 契 少 见 到 的 。 与 浙 南山 区 相 较 , 本 区 构造 盆地 为 数 较 多 ,规模 也 较 大 。 

在 浙 南 山地 与 浙 东 丘陵 以 东 的 沿海 地 带 具 有 里 亚 斯 型 海岸 的 特征 。 海 岸 线 方 向 及 岛 
目的 分 布 情况 大 致 与 构造 方向 相同 ,出 丘 起 伏 直 台海 岸 ,海岸 线 曲 折 , 饲 由 众多 ,河流 与 海 

. 些 徐 方向 直 交 。 下 庆 谷 地 形成 里 亚 斯 型 港湾 ;湾内 并 有 河 漫 滩 。 沿 海平 原 一 般 都 很 狭小 ， 
n/a «hail li ea is iil canna diate 
ARSE A, ‘ 

(2) 西部 丘陵 盆地 区 ， dain SRiRiE pct kanb- ue « PY lek REe Fie 
南部 丘陵 山区 ， 而 且 在 内 陆 盆地 及 河谷 地 带 有 相当 袖 广 的 平原 和 组 坡地 。 

1000 米 以 上 的 山崖 在 本 区 整 片 连续 的 不 多 ， 主要 分 布 在 浙 皖 边境 一 带 ,, 只 sis KA 

tl Hee Bs HE 1,500. KELE. © 
_ 浙 西 丘陵 地 的 一 般 海拔 高 度 都 在 200 一 1,006 沙 之 间 , 相 对 高 度 在 500 ROLE, 地 面 坡 

度 在 25" 以 下 。 丘 陵 地 区 的 构造 多 系 重 兴 的 大 致 作 东 北 一 西南 走向 的 福 氏 和 断裂 , 并 具 
有 多 样 的 地 层 , 除 火 卫 岩 及 花岗岩 处 ,古生代 沉积 层 的 分 布 相当 辽 关 。 岩 性 及 构造 对 地 势 
起 伏 影 响 很 大 ,坚硬 的 地 层 都 沿 东北 一 西南 构造 方向 延 绪 成 为 一 定 的 脉 状 , 松 弱 的 地 层 稚 
RHE, 并 沿 地 层 走向 发 育 河谷 。 因 此 本 区 带 状 帆 丘 与 谷地 交错 不 契 。 整 个 水 系 ， 
旦 格 状 。 在 较 大 河流 的 谷底 , 如 常山 港 、 新 安江 \ 分 水 江 * 新 登 漆 等 均 有 第 四 所 下 松 沉积 物 
拓 丰 成 的 内 兴 形 阶地 。 沿 河 居民 的 农耕 地 大 多 在 此 沉积 阶地 上 s 

金华 -衢州 盆地 关 致 作 东 北 东 、\ 西 南西 方向 。 长 凡 220A, WH 15 一 30 公里 不 等 。 
盆地 一 般 海拔 高 度 在 50 一 250 米 ; 相对 高 度 都 不 到 100 米 , 以 30 一 50 米 最 为 常见 ;地面 坡 
BESO, 呈 浅 丘 起 伏 形 状 。 地 面 复 盖 层 以 第 三 所 衢 江 竹 砂 内 分 布 最 广 , 在 常山 .江山 
一 带 则 以 中 生 代 火山 岩 为 主 。 贫 地 内 有 朴 松 的 沉积 晨 掩盖, 但 条 有 不 少 地 方 红 砂岩 直接 
暴露 地 表 ， 稚 地 边 称 的 红 砂 岩 往往 形成 低 矮 的 岗 丘 。 盆 地 内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适 宜 于 从 事 农 
, 

(3) 北部 平原 区 .包括 太湖 流域 及 杭州 湾 南 北 沿岸 的 平原 ,地势 低 平 。 稻 大 部 分 在 
海拔 20 米 以 下 ,地 面 坡度 一 般 不 到 2"。 地 卖 为 疏松 的 沉积 层 所 复 盖 。 沉 积 层 的 厚度 各 地 
不 同 , 大 臻 是 意向 东北 沉积 层 管 厚 。 如 在 杭州 附近 朴 松 沉积 层 的 厚度 移 40 一 50 米 ; 嘉兴 

“LI97。 



附近 则 趣 过 110 2K, | 

在 靠近 丘陵 地 区 的 平原 内 围 , 由 于 河流 自 丘 陵 区 下 注 平原 后 , 流速 减少 , RAR EA 
积 ,形成 肥沃 的 河 漫 滩 。 但 各 河 温 滩 分 别 散 处 ;并 未 运 和 绪 成 带 。 河 刘 滩 区 的 河流 有 微弱 的 
坡 降 , 沿 河 有 小 规模 的 天 然 提 , BRE RMSE, 以 保护 农田 。 TERE OR AR 
PYRE . 

杭州 湾 南 北 沿海 地 带 为 滨海 平原 ,主要 由 潮汐 和 波浪 直接 堆积 而 成 ,组 成 物 盾 天 部 分 
是 海流 所 带 来 的 长 江 泥 沙 ,地 面 呈 均 与 的 级 城 微微 向 海 借 料 。 在 历史 时 期 中 ,海滨 平原 已 
烃 历 很 大 的 变化 。 杭 州 湾 南 岸 天 部 分 地 区 有 水 渐 向 北 伸展 的 趋势 ， 杭 州 湾 北 岸 由 于 受 乱 
潮 的 冲击 而 使 海岸 场 陷 , 逐渐 向 北 后 退 ,唐宁 以 来 , 主要 依靠 修 筑 海 塘 ,抗御 海 潮 ， PRP 
田 。 | te | 

FEM EDA, BRERKZ A, WARMER, SER EAI Be. 
IN GG) ARE , ES ERE ASPB TAR, LS ， 
FAL, ERIE 10 米 久 下, 低 于 杭州 湾 大 潮 的 高 潮 面 。 区 内 湖沼 很 多 , WARE, 
i ci iienhaalihis Meesihccaaibiniopmecees 
PERE BET A, A HEIR AE LACE T RTE os 
ULAR, 地 处 北 继 27 一 51" 之 间 , 纺 度 较 低 ， 属 于 亚热带 性 季风 气候 区 。 所 温 
一 般 较 高 ,南部 过 北 部 更 为 温暖 ;冬季 无 严寒 , 但 也 常见 霜 雪 , 特别 是 在 北部 地 区 , 有 时 还 
遭受 北方 塞 流 的 侵 效 。 各 地 降水 量 比 较 充 沛 元 以 西南 部 山区 为 最 多 。 本 省 气候 分 的 
”特点 主要 决定 于 南部 \ 北 部 综 度 之 高 低 和 办 陆 、 沿 海地 势 之 不 同 。 ai 

浙江 各 地 年 平均 气温 一 般 都 在 16 一 19%C 之 间 , 由 北向 南 、 由 西向 东 递 增 。 eA, Fe 

陆 部 分 多 在 一 月 份 , 海 岛 痢 分 多 在 二 月 份 。 -月份 平均 气温 杭州 为 41ac , UE 43°C, 1B 
州 为 7.7%c ,南北 相差 3 以 上 ,温州 地 区 不 但 炉 度 较 低 , Tg A LS BE 
及 侵 , 为 本 省 冬季 最 暖和 的 地 区 。 夏 季 各 地 气温 相差 不 大 。 最 热 月 .大 致 东阳 以 北 在 藩 月 
份 ,东阳 攻 南 和 沿海 地 区 则 在 八 月 份 。 最 热 月 平均 气温 ,杭州 为 28.3"C(7 月 ) 温州 为 29" ie 

(8A). 4ERERE PO HIRE EME, ONT 25°C ZA. MELE 20°C. 

公 省 无 霜 期 一 般 和 都 在 八 个 月 以 上 ， 南 部 风 有 无 个 多 月 。 日 平 沟 气 温 在 : 10°CDL LAS 
数 ， 自 北 而 南 为 255 一 300 K, SEAM ARKH, FLAN ERS AAA PBS 
10% 以 下 邹 出 现 早 霜 ， 春 季 在 日 温 已 达到 10%C 时 还 有 晚霜 ， 会 给 生长 活跃 的 作物 带 求 壕 

大 的 损害 。 日 温 在 45% 以 上 的 日 数 , 除 西北 隅 天 目 册 只 有 142 KA, 全 省 各 地 都 在 200 天 
以 上 ,南部 的 温州 达 232 天 。 所 以 从 气温 条 件 来 看 , 喜 温 的 水 稻 作 物 在 全 省 天 痢 牙 地 区 都 ”， 
可 进行 双 季 栽培 。 

浙江 雨量 丰富 , 稳 大 部 分 地 区 年 降水 量 都 在 1,500 毫米 左右 ， 西南 部 地 区 高 达 2 

毫米 以 上 ,东北 部 沿海 岛屿 雨量 丈 少 ,但 也 在 1,000 毫米 左右 。 

各 地 年 南 量 的 分 配 , 一 般 以 4 一 9 ARS, 占 年 雨量 的 65 一 73 9%。 en TERR 
(DEK IKE , 有 利于 农业 生产 。 特 别 是 56 ART AOMERE HY, TRIE PSE, WK PAE 
长 十 分 有 利 。 但 自 7 月 出 梅 以 后 , 雨量 较 少 , 有 时 长 期 不 雨 , 容易 造成 旱 炎 。8、9 FS 
HABE , EEE REAM, 在 狂风 暴雨 之 下 , 容易 造成 洪 小 与 风 炎 。 因 此 必须 大 力 兴 
修 水 利 、 防 治 旱 洲 、 加 强 天 气 预报 。 

钱塘 江 为 本 省 第 一 大 河 , 流 贯 于 全 省 的 西 牢 部 ， 自 西 南 向 东北 流 大 闹 州 湾 ， 全 长 393 

* 108 = 



FH PAT SAE RIT AIL NAMIE SHREK RMA HSAS LOA 
#8) 40%。 硕 江 为 本 省 第 二 大 河 , HATAAHSR, 自 西向 东 流 不 温州 湾 ; 支流 亦 多 ， 

流域 面积 狗 占 全 省 士 地 总 面积 的 20% UES, WAL, IL, SI, ERIE MTS, 
都 是 独立 大 海 的 短小 河流 。 

由 于 未 省 雨量 充沛 ;各 河 的 流量 二 般 都 较 大 。 例 如 钞 塘 江 的 长 度 只 及 黄河 的 /yin， 而 
其 从 年 总 流量 却 达 348 亿 公 方 ， 相 当 于 黄河 的 和 以 上 ， 其 平均 流量 在 中 游 的 芦 欧 壕 是 
847 秒 肥 方 ,也 相当 于 黄河 中 游 陕 县 平均 流量 的 竹 。 

河流 的 含 沙 量 较 小 是 本 省 河流 的 另 一 特点 。 例如 钱塘 江 在 杭州 段 的 合 沙 量 是 
0.079%o ie anata 如 果 与 安徽 蚌埠 的 淮河 含 沙 量 相 比 , KAA 6 

倍 。 
本 省 河流 的 上 、 hips SAT FAM Bh, 不 公 水 量 大 ， Tit BARRA VES Flin AIA 

Mh KAARMAMAYES. HPAES, ESATA BC, 这 对 于 水 力 
间 源 的 开发 利用 也 是 “个 有 利 条 件 。 
MA AAO, AAW, RIA, 特别 是 太 潮 流域 ， AF 

SATIN SMR, BRAT WE BRA, 
PR WGIRA A TEAL ERE, ko NA eH SE BE 
TUM MSE, PSE SAME. MPA SUR A, 水 面 特别 广 闫 , 它 
在 行政 区 蓝 上 昌 不 属于 本 省 , (EME SAE AME. BWIA, WE, 7k 
为 数 极 多 5 这 些 湖 党 \ 池 塘 \ 水 产 , 不 但 锥 本 省 淡水 养殖 业 的 发 展 提供 了 和 良好 的 条 件 ,也 是 
分 。 有 些 湖泊 , 由 于 反 景 特别 秀丽 ,还 成 为 人 民 游 息 的 所 在 。 
本 省 广大 的 丘陵 而 区 为 山地 黄 壤 和 红壤 的 分 布地 区 ， 北部 及 沿海 的 平原 地 区 划 以 水 

me. 
BRE MGA, 多 发 育 于 无 石灰 性 冲积 士 , 呈 中 性 和 微 酸性 反应 4 ,就 质地 来 说 ， 
和 二 和 本 水 条， 杭州 湾 沿 岸 一 带 (特别 
是 南岸 ) 粉 沙土 较 多 透水 性 赤 强 , 除 种 植 水 称 处 ;还 适宜 于 秘 植 棉花 和 黄麻 。 ee 
WR, 在 地 势 较 高 , 森林 复 盖 尚好 的 山地 , 表层 含有 丰富 的 有 视 质 。 在 

低 处 耳 坡 森林 丢 砍 伐 或 已 经 星 耕 的 地 区 , 因 受 雨水 冲刷 ;表土 的 有 机 盾 很 快 消失 , pH 值 小 
手 匈 晤 酸性 反应 。 在 沿 河谷 地 和 低 矮 丘陵 区 有 和 壤 分 布 ;其 中 所 含 矿物 质 以 铁 、 铝 较 多 ， 

-大 类 蕊 天 量 淋 失 ;, 酸性 反应 显著 。 除 了 部 分 已 发 育成 为 水 称 士 处 , 一 般 适 于 种 植 谷类 、 辟 
类 、 昔 类 等 日 作 物 以 及 茶叶 、 油 茶 、 油 桐 、 山 核桃 等 经 济 作 物 。 

[本 省 天 部 分 地 区 属于 亚热带 常 条 林带 , 在 偏 于 本 省 北部 的 杭州 , 仍 可 见 到 楼 、 楠 等 亚 

热带 树种 ， 南 部 温州 一 带 则 有 少数 榕树 (华南 重要 树种 ) 分 布 。 本 省 广大 低 耳 丘陵 所 最 常 
贞 的 林木 是 马尾 松 、 杉 、 樟 、 苦 术 、 枫 香 \ 油 桐 、 扁 柏 、 柑 桔 等 。 竹 类 以 毛竹 为 最 多 、 肖 布 各 
地 。 在 南部 1,000 米 以 上 的 山地 和 浙 西 小 都 分 丘陵 山地 属于 蚂 温 带 混 交 林 带 。 省 内 现 有 较 

。 夫 片 的 松 杉 林 区 主要 集中 在 南部 项 江 流域 的 玩 高 山地 。 
本 省 过 去 的 地 质 勘 察 基础 很 差 , He PRAIA AS PR KE EA RDS 

HTH. REMAN KE AAV TMS, MORAD (EDA) WIL RE 
ma, ARASHARAREHES, RAV MOPBRAD 50S SB HEL RE 
HibRA, LAARRMSR, MAMMA MBRSES 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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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主要 分 布 在 中 部 浦江 、 永 康 等 县 ; POL SPE ATES, He, AAR 
乏 煤 铁 的 省 份 , 近 年 来 在 矿产 资源 平衡 表 上 , 煤 : 铁 资源 的 储量 已 有 较 大 的 增长 ,对 于 发 展 
地 方 的 冶金, 燃料 有 一 定 意义 。 但 本 省 已 知 煤田 分 布 均 很 雳 散 ， 储 量 不 集中 、 现 以 北部 长 
兴 的 煤田 侯 量 较 大 ,为 本 省 主要 煤矿 区 。 其 他 小 煤田 多 数 分 布 在 西部 的 盆地 边 炉 地 带 , 包 
IO GER RSE, STANT ARS, DR, BKSRAM 
BUS PRB, PRA EAA 7 He BAER A PINEAL Ph ARE 
HA, B.S. BESHHAS RSMAS ET RR, A—EMREME. AB 
BOM ES LEABAMIRT KDHE MR RS PRE 
情况 。 这 对 于 本 省 经 济 的 发 展 具 有 重大 意义 。 

ta ) se He BE HE ae 

iV MORAY FF RAAT ACT OR, 江苏 二 省 。 春 秋 时 代 ( 距 今 2000 余年 以 前 ) 
浙江 北部 靠近 丘陵 的 平原 地 带 已 从 事 简单 的 农业 活动 ， 史 称 “ 火 耕 水 熔 ”耕作 何 极 原始 ; 
会 生 ( 今 绍兴 ) 是 当时 径 济 活动 的 中 心 。 而 在 沿海 的 平原 还 常 受 海潮 的 侵 区 ,中 部 ,南部 的 
山区 还 是 草 菜 未 辟 的 地 区 , HTT AR. MDE, 中 原 人 民 来 浙江 避 乱 者 渐 多 ,因而 人 
口 渐 增 , 士 地 开辟 渐 广 。 特 别 是 在 公元 4 一 6 A, 由 于 北方 各 民族 和 封建 翘 治 阶级 相互 

”之 间 的 大 混战 ,北方 人 民 大 批 南 迁 江南 ,这 就 促使 浙 西 钱塘 江 流域 和 浙 东 沿海 地 区 的 土地 
远 速 开发 ,北部 太湖 流域 和 轨 兴 一 带 的 经 济 、 文 化 也 渐 趣 繁荣。 到 了 12 世纪 ,我 国 北方 受 
女 芙 族 的 侵扰 , 北方 人 民 双 一 软 大 南 迁 , 江浙 一 带 农 业 有 更 大 发 展 , 当时 江浙 与 淮南 马 并 

_ 称 全 国 两 大 农业 中 心 区 域 。 南 所 建 都 于 临安 ( 今 杭州 为 成 为 当时 全 国 最 富 廉 繁华 的 地 方 。 ， 
早 在 2 世纪 (东汉 ) 劳 动人 民 就 在 绍兴 修建 了 狂 湖 灌 源 区 BAKRBATRA, KER: 

国 江 南 最 早 的 灌 新 工程 之 一 。 唐 代为 防御 海潮 、 保 护 农田 ,在 钱塘 江 ( 今 杭州 湾 ) 两 岸 修筑 
了 海塘 。 划 在 杭州 开辟 了 钱塘 湖 ( 今 西湖), KATA TREAT EUR, 
农田 数 千 项 。10 世 志 时 (五 代 十 国 时 代 ) 北 部 地 区 大 兴 农 田 水 利 ， 一 河 一 浦 都 修 开 关 ， 使 

.沿海 之 地 成 为 “ 蔷 泪 有 时 , 旱 涛 无 虞 ” 的 沃野 。 玉 代 除 疏 滩 了 钥 讲 等 昌 有 的 灌 浙 发 施 外 ,并 
在 潮 沼 沉积 的 低洼 地 区 开辟 了 大 量 圩 田 ,扩大 了 水 稻 的 种 植 。 ‘ACHR AL 
北部 平原 成 为 富 能 地 区 的 重要 保证 。 

浙江 的 委 桑 和 秋 网 业 的 发 展 历史 悠久 ,但 在 第 一 次 人 口 大 迁移 以 前 ， RRA A 
GDA AT EET EI. BT AT, WALLA BAA DEIR TIER AL, ACL 
KEL RMI), REI BAER IA, BT FAM”, BES See 
, PRE, 以 是 养 委 之 法 莫 勤 于 湖 民 ”5 LEP RA MME: “HINA ， 
代 。 和 传 唐 名 臣 褚 涂 良 九 世 孙 载 居 广陵 , BR, 归 而 教 其 里 人 , 于 是 杭州 之 机 户 甲 天 ， 
下 ”这 些 都 是 很 好 的 证 明 。 隋 唐 时 ,浙江 丘陵 地 区 的 植 茶 业 也 已 相当 兴盛 ， BRA 
“ 茶 径 "所 载 , 当 时 浙 茶 以 天 目 茶 、 若 淆 茶 为 最 著名 ;湖州 和 明 州 ( 今 宁波 ) 为 主要 产 茶 地 5 

运输 条 件 的 改善 对 本 省 商品 经 济 的 发 展 有 重大 影响 s' 隋 宁 开 溺 从 杭州 到 钱 江 的 江南 
运河 ; 便利 了 本 省 与 北方 的 联系 。 南 泉 时 双开 溺 了 浙 东 运 河 ( 自 杭州 西 兴 至 宁波 ), 改 善 了 

BRA LEO AEE, BUNA 
sy Re SESE MLSE REET, J By AE, os Sake, BAT, 波斯、 my Ae LM 
易 往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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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 LCRA FP LA ROE RE APM NBD KE 
FUE. BACAR ANTE RAE REE EERIE, HUI EA RRP HA 
Wit PEERED REA F DBA RE. TDs ESSER A PAE 
兴 超 ,从 此 以 后 ,平阳 就 成 为 全 国 重要 的 明 砚 产地 。 

了 蓝 片 成 午后 ,本 省 的 宁波 和 邻 省 的 上 海 彼 开 放 为 通商 口岸 ,帝国 主义 的 翰 船 开始 进出 
WO. 从此， 浙江 和 逐步 变 成 帝国 主义 掠夺 原料 、 销 售 商品 或 直接 投资 进行 奴役 的 全 殖民 
Fh . . 

BBE MARS, RAW MEWS IAENR, 据 往 计 ， 仅 宁波 一 港 从 
1900—1933 年 的 对 外 叶 易 的 损失 序 达 白银 三 万 万 余 关 平 两 。 帝 国 主义 所 掠夺 的 物资 对 
REREREGRABLOGK, EXAM SAM, AARCRAET EIB REE 
SEPA TBA EE. PAE Hi SE MEATS OR AOR AEE, ARTA 
定 。 

在 洋务 运动 的 浪 削 下 ,1885 年 官僚 资本 在 杭州 创办 了 专门 生产 子弹 、 火 项、 枪支 等 香 
丈 工业 品 的 浙江 机 器 局 。 这 是 本 省 近代 工业 的 噶 矢 , 也 是 本 省 机 器 制造 工业 的 十 芽 。 以 
后 ;从 1897 年 到 1906 年 , 在 杭州 宁波、 莆 山 相 秋 发 立 了 近代 化 的 棉纺 拖 厂 , 其 中 以 杭州 

BAA ANT RAE) RUA, BREAD EE 20,704 枚 和 布 机 370 A, 后 者 
PIAS RE 26,000 枚 。 此 外 ,在 杭州 .宁波 、 温州 等 地 还 设立 了 不 少 小 型 的 帮 布 厂 。 随 着 棉 
RIM NAS, SE IE LA A ETE Bl EEG RR IH BE 
SEA FWA ASG, CE 19 HAC ARPT RE SUA AC AR LAS LE Pe A 
BRERA RAT WIE. 1896 年 从 日 本 传 入 新 式 提花 机 和 手 拉 铁 木 机 后 ， 杭 州 和 

- 灾 州 都 出 现 了 新 式 的 入 网 工厂 。 
在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期 间 和 以 后 的 若干 年 内 ， 浙江 民族 工业 有 了 上 比较 显著 的 发 展 ， 新 发 

OSL DAHA, OR, SSS OW AY, ATE RRREE 
重 来 ,发 展 速 度 仍 受 到 较 大 限制 。 

在 息 禾 工业 方面 : 自 大 战 以 后 ,在 杭州 萧山、 湖州 \ 嘉 兴 、 po On AE IG eT 
PLESREGRT. 1936 EAA PLASM TW I BY KES BIA 8,597 4, 
产 厂 和 7.347 48 “by BR es SEH, 1912 SERINE RRA A SUP FD A LA. 
1926 年 全 省 开动 缕 竺 机 24,180 CLE: VAL 11,480 B),4ETe RARER 4,450 万 米 ;为 历 
和 更 上 生产 水 平 最 高 的 一 年 。 但 由 于 帝国 主义 的 排挤 与 竞 等 ， 颖 网 工 业 不 久 就 误 落 了 。 到 

“ .1936 年 碎 笛 机 只 剩 11,034 4, 年 产 炎 粮 品 只 有 3,346 Ta Ko Hii RTL ES 7 EAR 
‘ER ARETE. 

PERE TOW Fy ALS OK OF 1912 年 首先 在 宁波 设立 ,1921 年 后 ; 因 各 地 电 

入 的 发 立 和 国内 已 可 自 产 研 米 机 ,沿海 的 杭州 \ 余 姚 , 慈 奸 、. 临 海 、 平 湖 及 内 地 的 永康 、 兰 深 
等 地 也 先后 建 厂 。 从 1921 年 到 1926 年 ,为 浙江 机 器 研 米 业 大 发 展 的 时 期 。 浙 江 的 机 器 
面粉 工业 是 在 第 -- 砍 世界 大 战 以 后 国际 市 场面 粉 价格 上 涨 的 情况 下 , 与 上 海 、 苏 南 等 地 的 
面粉 工业 同时 兴起 的 。1922 年 以 后 ， 在 宁波 、 帮 兴 等 地 都 建立 了 机 器 面粉 厂 。 但 本 省 小 
麦 产 量 很 少 ,原料 多 自 上 海 采购 ; 故 面粉 厂 的 规模 都 不 大 。 

在 机 器 造 猎 工业 方面 : 1923 年 在 杭州 建立 武林 造纸 厂 ( 今 华 丰 纸 厂 的 前 身 ),， 1925 年 
REBNMAW IRE. KB PERE RA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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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 机 械 工业 的 发 展 特 点 是 主要 为 轻工业 服务 。1912 年 在 杭州 ,宁波 开 姑 发 立 小 规 
模 的 息 积 机 械 修理 厂 。 其 后 , 随 着 民族 天 本 所 经 营 的 小 型 的 近代 入 缕 、 制 共和 籽 人 加工 工 
业 的 发 展 , 于 1929 一 1934 年 间 本 省 机 械 工 业 开 始 制造 各 种 比较 简单 的 称 移 机 械 、 制 茶 机 
械 和 猜 食 加 工 机 械 。 守 波 和 温州 由 于 海运 发 展 的 需要 ,船舶 修造 工业 也 略 有 发展 。- 

近代 工业 的 发 展 主要 集中 在 北部 平原 和 沿海 的 较 大 城市 , 旋 们 分 别 经 铁路 (杭州 、 嘉 
兴 ) 和 海运 (宁波 、 温 州 ) 直 接 与 上 海 发 生 关 系 , 而 在 省 内 各 城市 之 问 很 少 径 济 联系 。 沪 杭 
甬 铁 路 上 海 一 杭州 段 早 于 1909 年 建成 通车 , 1914 年 从 宁波 到 曹娥江 边 一 段 亦 已 销 喜 洁 
成 ,但 后 来 由 于 再 金 缺 乏 ,工程 中 缀 ,直到 抗战 前 夕 ,杭州 宁波 之 间 傈 未 通车 。 西 部 \ 南 部 
的 丘陵 山区 交通 非常 不 便 ,各 济 于 塞 ,近代 工业 无 法 发 展 。 1929 BAIR, 
1933 年 浙 束 铁路 在 本 省 境内 段 建成 通车 , SR TES 与 沪 杭 甬 铁 路 的 钱塘 江 大 桥 直 
到 ,1937 年 9 月 才 全 部 落成 。 

在 近代 的 工业 交通 略 有 发 展 的 同时 ,农业 生产 却 在 帝国 主义 、 封 建 主义 、 ee 
RMA ESBM BERIT, Fis, SARA ER, 洋 米 大 量 进口 ; 据 海关 
Het, 1920 年 仅 宁波 一 港 输 太 的 洋 米 序 达 236 TRH, EE KMEE TD AEGR ER 
RRA, BR SAHA A 30 年 代 初 以 后 , 也 由 于 国际 市 场 的 剧烈 竞 等 , Fie 
下 坡 路。 a i 

$5 AREY Fe AE ER ET PI, 2 Se AF FLA FB TB 
其 中 以 甜 桑 秋 网 和 茶叶 生产 扩 受 损 趾 最 大 。 抗战 前 全 省 共有 和 桑 园 面积 260 万 亩 , 年 产 委 
蔓 100 多 万 担 , 经 过 战 等 时 期 的 摧 玖 ,至 解放 前 夕 ; 桑 园 面积 仅 及 战 前 的 一 和 全, 委 划 产量 隆 
METAB YA—M.T PIE 1946 年 仅 为 战 前 1936 年 的 27 % ,抗战 胜利 后 , 虽 在 大 量 利用 

进口 人 造 炉 的 基础 上 , 炎 织 工业 略 有 恢复 , 但 到 解放 前 夕 , PAT EE EAR IA TK 
平 。 茶 叶 生产 的 训 落 同样 显著 ,1949 年 全 省 毛茶 产量 仅 及 抗战 前 1933 年 最 高 产量 49 万 
HA, 其 他 如 棉花 、 黄 麻 \ 柑 桔 等 经 济 作物 都 遭 到 不 同 程度 的 损失 。 RRS eee 
Ik DoT Swe BLS DEE, HR, 食品 等 工业 部 门 多 为 投机 商业 服务 ,原来 就 很 可 怜 的 
一 些 重工 业 工 厂 都 粉 纷 停业 倒闭 。 久 杭州 为 例 ， 解 放 前 夕 停工 倒 于 的 机 械 厂 和 铁 工 厂 达 
90 狗 以 上 。 因 此 ,可 以 这 样 说 ,浙江 省 在 反动 极 治 时 期 所 留 下 来 的 元 济 和 遗产 是 一 个 破败 不 
堪 的 烂 握 子 。 

© B 民 
浙江 共有 人 口 2500 佘 万 人 ,平均 每 方 公里 为 248 人 ， 是 我 国人 口 密度 较 天 的 省 份 : 

之 一 ,与 华东 各 省 比较 ,小 于 江苏 而 略 大 于 安徽 。 本 省 城 鱼 人 口 狗 占 全 省 总 人 口 的 14.3 为 ， 
与 江苏 省 不 相 上 下 。 杭 州 为 全 省 政治 、 经 济 、\ 妇 化 中 心 , 也 是 全 省 最 大 的 城市 ;1957 年 有 人 
口 78 万 。 守 波 和 温州 是 沿海 的 两 个 重要 港口 城市 ,人 口 均 在 27 FOL, PRES. 
兴 \ 嘉 兴 \ 湖 州 \ 金 华 四 市 规模 略 小 ,人 口 均 在 5 一 15 万 之 间 , 现 均 为 专区 辖 市 。 ，.， 

本 省 七 个 主要 城市 多 分 布 在 北部 和 沿海 的 平原 上 ,只 有 金华 位 于 西南 部 的 盆地 。' 世 合 
都 是 在 封建 径 阐 的 基础 上 发 生 和 发 展 起 来 的 ， 历 史 已 相当 悠久 (以 络 兴 为 最 十 老 )。, 允 片 
战 等 以 后 才 开 姑 水 渐 走 向 近代 化 的 战 市 (以 杭州 ,宁波 、 温 州 较 为 显著 )。 

1) ADEA Zeit 1957 年 的 和 统计, 下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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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上 述 城 市 外 ,全 省 还 有 160 SPH IRB, HDA EARLE SOA YS, 
3 万 人 了 芭 上 的 城 钱 有 兰 滩 、 衢 县 ̀  建 德 ,临海 .黄岩 . 髓 山 \ 余 姚 \ 丽 水 、 瑞 安海 宁 、 平 湖 等 县 
AAR BH ASP STU AERP, | 这 些 城 钙 , 也 多 数 分 布 在 平原 .河谷 盆地 农业 
发 达 和 交通 便利 的 地 区 。 已 们 一 般 都 是 本 县 县 内 或 邻近 少数 县 的 物资 交流 中 心 , 并 有 -一 

二 些小 型 地 方 工业 。 解放 以 来 , 随 着 社会 主义 建设 的 发 展 , 本 省 城 钱 人 口 逐 渐 增 长 ,新 的 城 
使 不 断 出 现 ;有 些 资源 ;交通 条 件 较 好 的 城 镶 则 正在 向 近代 化 的 较 大 城市 迈进 。 

本 省 乡村 大 口 的 分 布 密度 ,各 地 相差 很 基 殊 。 平 原 地 区 的 人 口 非常 密集 ,由 区 大 口 却 
ASRS, 在 杭州 湾 南 北 这 一 甘 面 积 不 很 大 的 平原 上 ， 秆 集中 了 全 省 总 人 口 的 ?让 左右 。 
这 里 ,河渠 湖 塘 密布 ; 陡 陌 相连 ,村 舍 桥 比 , 不 但 是 本 省 人 口 密度 最 大 的 地 区 , 也 是 全 国人 
口 最 才 梨 的 地 区 之 一 : 浙 赣 铁路 两 侧 的 盆地 和 东南 部 沿海 地 区 的 感 江 \ 灵 江 族 河 下 游 平 原 
也 都 是 本 省 重要 的 农业 地 区 ,人 口 密度 也 很 大 。 上 述 各 地 区 光村 大 日 平均 每 方 公里 为 400 
三 600 A, HRHKA DBE), 在 东部 和 中 部 的 低 山 丘陵 区 大 抵 每 平方 从 里 在 100 
一 200 ALM, 在 西 都 和 南部 的 较 高 山区 是 全 省 人 口 最 稀少 的 地 方 ， 平 均 每 平方 公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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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ALL, 局 部 地 区 县 低 于 50 人 。 丘陵 山区 信 口 之 所 以 稀少 ; 一 方面 固然 是 由 于 受到 
ie Snel 但 更 重要 的 是 由 于 过 去 落后 的 社会 制度 不 能 提供 开发 广大 山区 的 条 御 ， 
能 很 好 的 利用 自然 所 致 。 解放 以 来 ,在 党 的 什 导 下 AW REAP RE 

wa ARM IFR AAD PK ROU MRE RE, 都 需要 大 量 的 劳动 力 ， 目前 还 必须 依靠 平 
原 地 区 的 劳力 支援 。 

AVE OLA 50. 万 人 ， 盐 业 人 口 14 万 人 。 she Key DUR ae Ze 
部 近 的 大 陆 沿 岸 地 区 为 最 多 。 盐 业 人 口 主要 分 布 在 庵 东 SW ERSTE, 

解放 前 ,本 省 有 不 少 人 去 上 海 做 工 、 经 商 , 以 北部 平原 宁 胡 \ 杭 嘉 湖 一带 为 较 多 此 让 ， 
东南 沿海 温州 地 区 还 有 少量 居民 移 往 南 洋 等 地 。 解 放 后 ,省 外 移民 很 少 , 依 有 数 万 人 从 上 
海 移 归 省 内 。 随 着 省 内 新 安江 等 大 型 水 库 的 兴建 ， 估 计 水 康 淹 没 区 需 移民 数 十 万 人 8 但 
这 些 移民 将 主要 在 省 内 安置 。 

除 汉 族 以 外 还 有 舍 、 回 、 满 等 少数 民族 8 DAA, 其 中 以 舍 族 信 数 较 多 ， 分 布 较 集 中 。 
本 省 会 族 均 分 布 在 浙 南山 区 ,而 以 平阳 ' 泰 顺 、 景 宁 、 途 昌 等 县 为 最 多 。 MRR BEE 
广东 和 福建 ,到 明 朝 末年 才 移 来 浙江 。 合 族 有 自己 的 证言 ,多 数 人 并 通 汉语 。 他 们 从 事 于 
农业 生产 ,以 种 稻谷 为 主 ;男女 都 参加 主要 劳动 ,耕作 技术 和 附近 汉族 大 和 致 相同 ,但 多 在 高 
出 陡 坡 赫 种 梯田 ,化 费 劳力 很 大 。 解 放 前 由 于 自然 条 件 差 ,封建 全 创 重 ; 背 捐 杂 税 多 , 轻 济 
SUE ATPASE, 解放 以 来 ,在 党 和 人 民政 府 的 正确 俩 导 下 及 汉 、 舍 之 间 的 亲密 
团结 互助 下 ,会 族 的 烃 济 、 文 化 已 有 了 较 大 的 发 展 ,人 民 的 生活 也 已 得 到 显著 的 改善 

(四 ) 逻 UF 

浙江 自然 条 件 优越 , PHAGES. FAK, -BAARREEMMEK, wR 
位 置 先 近 上 海 , 自 上 海 发 展 成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工商 业 城市 以 后 ,本 省 与 上 海 的 经济 关系 极为 
黎 切 ; 轰 济 发 展 水 平 高 于 内 地 各 省 。 但 解放 前 本 省 的 工业 生产 还 很 落后 ,重工 业 几 乎 没有 ， 
什么 基础 ,轻工业 多 是 一 些 为 农产品 加 工 的 食品 、 息 碘 等 部 门 。 基 本 上 是 二 个 为 上 海 和 帝 
国 主义 国 家 提供 农产品 的 农业 区 。 农业 生产 虽 较 集 狗 ;但 发 展 很 不 平衡 ， AM AR 
Hi A 却 严重 不 足 ,生产 受 国际 市 场 价格 影响 很 大 。 
”解放 后 本 省 个 殖民 地 的 克 济 面貌 迅速 改变 ， 工 农业 生产 均 有 很 大 发 展 。 至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最 后 一 年 ,全 省 狂 食 总 产量 已 达 150 多 亿 斤 比 1949 HK T 88%, PIMRM 
位 面积 产量 跃 居 全 国 各 省 的 第 一 位 , 多 年 来 缺 短 情况 已 经 根本 扭转 , PRR, 
而 且 示 有 余 猴 支援 外 省 。 本 省 主要 的 经 济 作物 和 特产 如 黄麻 棉花、 委 蔓 、 茶 叶 、 柑 格 等 也 
都 全 面 发 展 ,以 1957 年 与 1950 年 相 比 ,十 们 的 产量 都 增长 了 1 一 3 倍 。 工业 的 发 展 更 为 
还 速 ,1957 年 的 工业 产值 狗 比 1949 年 增长 4.5 倍 D。 在 轻工业 释 乱 增长 的 同时 ,重工 业 的 ， 

SCH T BA MUEB IG, i 1949 年 全 省 生产 资料 与 消费 资料 的 比重 为 16.9:83.1;1952 ae BI 
为 29.5:70.5。1958 年 大 跃进 以 后 ;本 省 进 太 了 经 济 蓬勃 高 涨 的 新 时 期 。 全 省 实现 了 公 入 
化 , 汰 食 产量 增长 迅速 ,并 出 现 了 大 办 工业 的 高 潮 , 新 兴 的 钢铁 工业 部 门 迅 速 建 立 和 上 发展， 
机 械 、 燃 料 \ 电 力 \ 化 学 、 德 秘 ,食品 等 工业 部 门 也 都 取得 互 大 的 成 秆 。 省 内 各 部 站 之 间 的 
AEF RIFE A IM, 

1) 工业 产 亿 中 包括 现代 工业 和 工场 手工 业 。 

orL14* 



SERNA, SII AIT RK, SKERRY ARE 
ABA AAKEMERER, MUU, KHER AER , LSE 2 
通 的 改善 、 AAA ALL H AR A RI, ABE OE LS 
PARMAR, HRS MN, WEE SER eR LIE 
MAREE ELBE AAS LP Ay aT EA EO i AA TEX 

iTS RODE OSHA PS SLT IE BS ED, AR Pa SH 7 DAE 
Bib ARIE AE BG RT AK IL SE ES, VEAL SRB 
力 机 械 、 建 筑 材料 等 少数 重工 业 产品 也 已 开始 外 调 。 ERA i BE DURE 7 
材 、 机 器 设备 日 用 百货 等 为 大 宗 , 这 些 都 是 进行 经 济 建 届 所 必需 的 。 因 此 ,为 了 保证 本 省 
沟 济 的 高 速度 发 展 ， 必 须根 据 全 国 一 盘 棋 的 精神 加 强 与 外 省 (特别 是 上 海 ) 的 生产 协作 和 
WHA. 

a a 于 

浙江 丘陵 和 山区 面积 占 全 省 70% LL EBD, BLT PERO LAWN 2G 
BUA PME BR 3,300 万 雷 ,只 占 土地 总 面积 的 21.4 儿 ; 晨 殖 指数 远 低 于 江苏 、 安 徽 二 省 。 赫 
地 分 布 以 杭州 湾 南 北 的 北部 平原 为 最 密集 ， 旦 殖 指数 多 在 50 多 以 上 , 杭嘉湖 一 带 旭 高 达 
60% UA, 全 省 将 近 ?/, 的 耕地 集中 在 北部 平原 。 其 次 是 东部 滨海 平原 、 金 衢 盆 地 及 其 他 
狭小 平原 ,耕作 密度 也 过 大 , 合 占 全 省 耕地 面积 的 /4 左右 ， 显 殖 指 数 多 在 30—50% ZH. 

”省 内 面积 广大 的 低 出 丘陵 地 区 只 拥有 全 省 耕地 面积 的 V; 左右 , 晨 殖 指数 一 般 都 低 于 全 省 
平均 数 。 南 部 与 西部 的 较 高 山区 耕地 更 少 , 占 土地 面积 的 比重 还 不 到 10 狗 。 

按 目 前 情况 杰 省 平原 地 区 可 用土 地 一 般 多 已 利用 ,增加 耕地 面积 的 可 能 性 已 不 大 。 丘 
陵 山 区 为 了 保持 水 士 也 不 适宜 青天 量 开辟 耕地 , 现 有 落 山 落 坡 的 利用 以 发 展 林 、 牧 业 更 为 
有 利 ,耕作 业 的 发 展 主要 依靠 提高 现 有 耕地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杰 省 耕地 总 面积 中 水 田 占 78 多 ;旱地 只 十 22 彼 。 TORE BABS ET, 
水 田 占 耕 地 面积 的 比重 都 超过 80 Jo 5 只 在 杭州 湾 沿 岸 和 西部 丘陵 山地 的 局 部 地 带 由 于 十 
壕 沙 性 坟 天 或 灌 浙 永源 不 足 , 有 不 少 旱地 分 布 ,水 田 比重 略 小 。 2H 2,500 SA ARIE 
PARAM HE 700 多 万 雷 旱地 中 有 灌 浙 融 施 可 以 将 水 的 也 占 一 中 左右 。 | 

BAG LA FE AAEM (EAS KE SABLE, 
ie 2668 10% DEMS RENEE RE, ERE Reis 
岛屿 地 区 , AG SEs is ARRIGO, ML , US PE A 
Ph, WEA Meh MEENA BERR, TERRE, ORR , 
河流 比 降 极 微 ,水 流 不 惕 ,当天 湖水 位 升 高 时 河流 泪水 受 顶 托 ,往往 造成 大 面积 的 内 小 .在 
东部 滨海 平原 地 区 ; 潍 水 时 期 河流 常 因 宣 泪 不 蝎 或 受潮 水 顶 托 而 发 年 渤 炎 , 风 风 获 境 时 也 
往往 暴雨 成 炎 , 入 晴 丰 十 时 旭 又 苦于 无 水 灌 新 。 因此 兴 敌 水 利 ; 防 旱 治 小 , 仍 是 发 展 本 省 

“多 业 生产 的 关键 性 措施 5 “解放 以 来 ,在 党 的 倾 导 下 ;广泛 发 动 三 众 兴修 水 利 ,已 取得 伟大 
成 就 。 在 防洪 方面 :除了 巩固 钱塘 江海 塘 确 保 900 余 万 亩 农田 不 受 山 风 海 潮 的 危害 外 ,并 
DLV AIL IT ` 若 滩 河 为 重点 ; 乎 修 了 江 堤 ,修建 了 滞洪 分 洪 工 程 。 在 
治 涝 抗旱 方面 :东部 滨海 平原 开辟 了 新 河道 , 疏 滩 了 老 河床 ,修建 了 大 量 的 挡 镭 天 ;太湖 流 
域 普 逼 整修 了 十 坦 , 朴 滩 了 河道 , 划 天 力 发 展 机 械 排 灌 ; EL EE TSA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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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渐 江 耕 地 占 土地 面积 百分比 图 vee ma 
HIP ARE FE LL STR BAS, RK a A Bk PE ES , ER LE EEE 
BE. BEE, FR EO RE TT BO BAR LY PUP, 解放 以 前 本 
省 境内 出 谷 水 库 很 少 ,从 解放 后 至 1957 4 BME J HPAES, 而 到 天 跃进 的 1958 
年 ， 却 在 短 时 期 内 修建 起 三 万 多 个 水 库 。 今 后 本 省 水 利 建 届 的 规模 将 更 为 雄伟 。 除 了 杀 
夭 修 筑 大 中 小 型 水 库 外 ,还 将 在 山区 大 开盘 山 引 水 渠道 , TARA, SL 

| TL AL CL TL ET BE A EK, GET, 
灌 浙 便利 。 平 原 地 区 还 将 天 挖 河道 ;扩大 河 网 密度 ,增加 鞋 河 能 力 。 以 上 这 些 水 利 措施 实 
现 以 后 ,将 彻底 消除 旱 洲 作品, 提高 耕地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本 省 耕地 过 少 ,但 农业 人 口 众 多 ,平均 每 人 只 有 耕地 1.6 ET EFS WAAR 
ENP PARR AS PBT RE, BE eA, 
黄麻 等 主要 作物 的 平均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于 全 国 各 省 。 充 分 利用 本 省 丰富 的 劳动 资产 和 相 
越 的 气候 条 件 ,提高 现 有 耕地 的 利用 达 ;, 对 于 本 省 的 农业 增产 有 重大 意义 。 解 放 以 来 复种 
面积 扩大 很 多 ,至 1957 年 全 省 平均 复种 指数 已 高 达 202.8 狗 ;超过 广东 而 跃 居 全 国 各 省 的 
首位 。 

全 省 作物 种 植 总 面积 中 糊 食 作物 占 652 Se ;元 济 作物 占 8.4 Io, ACH 3.2% 5 RABAT 
16.8 匈 ,其 他 作物 ( 蔬 荣 ̀ \ 蚀 料 等 ) 占 5.99。 
AES ARERR PP DOA hE AE ORR EE A 

° 116% 



So <a 120° 

图 28 ”浙江 农作物 符合 分 布 图 

ge * fh OR Roe Se 
的 

万 亩 、 | 沾 作 肠 总 面积 和-| 占 类 食 作物 面积 2| 7 担 REED % 
本 
HE AVE St 4,089  : 65.7 100.0 15,586 100.0 

xk 86 2,443 39.2 59.7 11,945 76.6 
小 交 468 7.5 11.4 513 3.3 
er: Sa 304 4.9 7.4 i) 392 2.4 

玉 米 239 3.8 5.8 514 3.3 
= 豆 165 2.6 ，4.0 175 1.1 

甘 g 266 ok 6.5 1,650 10.6 
甚 他 204 ,3.4 5.2 412 | 237 

ALA SMA OES ARR ED, DEREARMSBAR, 因此 发 

展 水 稻 生 产 是 解决 本 省 猴 食 问题 的 重要 关键 ， 解 放 以 来 稻谷 增产 幅度 很 天 , 1957 #28 
稻谷 产量 相当 于 解放 初 的 两 倍 左 右 ,已 根本 改变 了 过 去 严重 缺 钴 的 局 面 。 
ABI A, 在 品种 止 可 分 为 和 稻 和 粳稻 两 大 类 ,目前 仍 以 和 稻 所 占 比 重 较 大 ;在 耕作 

iE LL A MEA rh REE SEER, 1957 年 单 季 稻 与 双 季 舟 的 面积 之 
HATA 3.2, 

BEADRASPRMIERAK, BER MAELA A AER A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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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一 带 的 低洼 圩 田地 区 ;这 里 永源 充足 , 王 层 深厚 , 土质 肥沃 , 适合 于 晚 粳 扎根 深 \ 需 水 量 
大 生长 期 长 \ 吸 肥力 强 的 特点 。 单 季 晚 粳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于 早 中 稻 , 1957 年 全 省 单 季 
晚稻 平均 雷 产 达 430 多 斤 。 中 秘 稍 主 要 分 布 在 西部 ,西南 部 和 中 部 ;这 里 多 为 乒 陵 山区 ， 
水 利 灌 浙 条 件 不 及 平原 ， 易 受 于 旱 威胁 。 由 于 中 和 稻 所 需 水 量 较 小 , MA EME ， 
ES6S 5, VERE HP ARS, (PAO MOL Rr ee OS 
FA FEE TETRA IE, OAH P ALTA A ES 7 

双 季 夭 的 种 植 在 过 去 几 年 中 发 展 较 快 , 1953 HA EWE PER SKM 
左右 ， 1957 年 已 超过 区 ,1958 年 则 达 1/2 左 右 。 解 放 前 本 省 的 双 季 舟 全 部 是 间作 稻 , 解 放 
后 才 开 始 大 量 推广 连作 稻 。 1953 年 连作 夭 的 面积 还 只 占 双 季 夭 总 面积 的 4 狼 左 右 ; 1957 
年 却 占 40% Db, MEM AMT ARM STREAM, MERE ERETE 
作 短 ABER RR IOS SRE Bh, REREAD ERIC 
宁波 、E 钼 一 带 和 东南 部 温州 ,临海 一 带 的 平原 地 区 。 | ELE MEER ARE a 
A SAG RICE, 种 植 双 季 稻 已 有 -一 定 的 历史 基础 , 为 解放 后 推广 双 季 稻 的 重点 地 区 。 
沿海 一 带 7 一 8 月 间 常 有 山 风 登 陆 , 这 时 中 舟 正 在 抽穗 扬花 ; 受 损 第 特别 大 ,如 改 种 双 季 称 
则 早 舟 已 经 收割 ,可 以 避 过 珊 风 炎 第 ;这 也 是 上 述 地 区 双 季 夭 发 展 较 多 的 原因 之 一 。 按 本 
省 无 霜 期 长 ̀  气 温 高 ̀\ 雨 量 丰沛 的 气候 条 件 ; 全 省 各 地 都 可 以 种 植 双 季 舟 ,但 目前 双 季 衔 的 
发 展 主要 是 受 劳 力 \ 肥 料 和 水 源 的 限制 ,人 民 公社 化 和 大 规模 的 水 利 兴修 为 今后 进一步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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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A T Ato | | | 
本 省 水 稻田 的 冬 作 面 积 狗 有 守 数 种 植 系 肥 (主要 是 紫 云 英 ) s EZ FU HE 

地 区 种 植 最 多 ,这 对 于 增强 士 壤 肥力 ,保证 水 稻 高 产 起 重大 作用 。 
| PPR ARI RR BER PH FIL RBH BH, RAB, 

EGBA PEARL, PADRES ATTE AMAA MEEK , DRA AAI MRS , SEAT 
Sob BE) — RP AA SSA, ALS AT A AE SATA SE 
PGR AD, RACES AAR A MAE A DE MAS ,AE REA 
Lehi, HER SHE- TREASPARMH ME, RUINS MOE Ft 
植 最 多 ;对 恢复 地 力 有 一 定 作用 。 

未 省 秋收 大 但 除 水 和 寿 外 还 有 王 米 、 甘 墓 等 高 产 作物 ,玉米 主要 分 布 在 丘陵 地 区 ,以 中 
西部 为 最 多， 为 了 实行 三 熟 制 增加 复种 面积 , 多 在 中 和 稍 收 制 以 后 进行 播种 ,因此 晚 玉米 
比重 较 大 。 甘 墓 分 布 很 广 ,以 东南 部 的 平阳 \ 永 嘉 \ 瑞 安 等 县 种 植 最 多 。 

， 释 济 作物 ”解放 以 求 在 钴 食 增 产 和 自 欠 的 基础 上 ,和 经 济 作物 的 种 植 面积 不 断 扩 大 。 本 
省 经 济 作物 以 棉花 黄麻 和 油菜 季 为 最 重要 ,此 外 消 有 花生、 芝麻 、 糖 蓄 、 获 叶 、 萤 麻 、 莉 材 
等 多 种 作物 。 现 将 1957 年 全 省 主要 经 济 作物 的 播种 面积 构成 列表 如 下 : 

tt Hh 种 类 。 播种 面积 (万 亩 ) ， 占 全 部 作物 面积 2 ARSE W HR % 

puso it eee 523.2 mY, 8.4 100.0 

i i 112.9 . 1.8 21.5 

Key ee: 77.0 1.2 14.7 

wm oS OR, 245.6 3.9 46.9 

区 ih 25.0 0.4 4.8 
8 i 12.9 0.2 8 2.4 
其 ka 49.8 aba 9.7 

S/H BD i CES Fs AL EE EEL RR ER EI 
6 BBA PUR 2 ARE A SAB 90% DLE, SEER BME MAES 
BEBO HES 秒 猴 。 这 里 的 土壤 为 粉 沙 士 和 沙 质 壤 士 , 透水 性 较 强 , 适宜 于 种 植 棉 ， 
76 ,棉田 耕作 精 钥 ,为 全 国 棉花 单位 面积 产量 较 高 的 地 区 。 

PAAR AEA, HEM RES, KERRE, WRERICIED. 
Aina Fedde WE , EAE IRIE AD HE Pe A Se ER ED: 棉花 一 大 小 麦 或 春 
JE fet — i Eth EE RIE ARE, DIL RAPE OR ea 
AOA POE BY, BL a7 BYP AAG TO AEE o 

解放 以 来 , AS BARBIE A 7" BRR, 1957 年 棉花 的 单位 面积 放量 和 总 产量 都 比 
1952 年 增长 一 倍 以 :上 。 棉 花 质 量 也 有 很 大 改进 ,解放 前 都 是 粗 颖 棉 现 在 狠 大 部 分 已 改 为 

ETHEL MA 
AB RTH, BRB BLE Pa ARM SE, ECA, sis LMR, 

Bie ARATE RMR, + 后 还 可 以 进一步 扩大 棉田 面积 。 除 了 老 
棉 区 外 ,西部 丘陵 盆地 的 一 部 分 水 洲 旱 地 , 港 食 产 量 低 , 适 宜 于 植 棉 ; 可 开辟 为 新 棉 区 as I 
部 治 海 一 带 也 有 一 些 沙土 地 可 以 适当 推广 植 棉 。 

浙江 是 我 国 最 主要 的 黄麻 产 区 之 一 , 黄 麻 产 量 在 公国 占有 重要 地 位 。 本 省 在 解放 前 

6119+ 



FE hii AED , Oa ra FA FE RE RS RRS 
种 植 黄麻》 黄麻 种 植 才 开 始 大 发 展 。 1957 年 与 1949 年 作 比 BR, 黄麻 面积 扩 天 了 7.7 倍 ， 
产量 增加 了 14.9 倍 。 本 省 黄麻 主要 分 布 在 杭州 湾 南 北 两 岸 的 平原 上 , 以 萧山 和 海 字 三 其 
PALS, 狗 占 公 省 黄麻 种 精 面 积 的 50%。 产量 占 全 省 总 产量 的 一 个 以 上 。 东南 部 温 、 
瑞 \ 平 地 区 和 中 部 金华 地 区 黄麻 的 种 植 亦 较 多 。 

黄麻 是 一 种 吸 肥 力 极 强 的 作物 ,为 了 使 地 力 得 到 恢复 , 输 作 是 黄麻 增产 的 有 效 方法 之 
一 ,近年 来 黄麻 轮作 已 逐渐 推广 。 本 省 输 作 麻 田 多 为 黄 扩 与 春花 换 茬 ， 即 黄 庶 前 作为 沟 边 
春花 或 沟 中 稼 肥 ( 紫 云 英 )。 

本 省 所 产 黄麻 除 供 省 内 麻 熏 粹 工业 需要 外 ， 还 大量 调 出 省 外 ,和 今后 的 发 展 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为 主 。 机 

“本 省 丘陵 山区 面积 广大 , 土 层 深 厚 : 气 候 温暖 多 雨 , 旺 适 于 发 展 幸 麻 。 桓 目前 未 省 幸 订 
PH MARK, MEARS AIRS ES, HREM EKG Ree eS 
KWAK, ERA, ARH TLR RR eR, RBS, Ee RS 
HE, FRR IE MOURA. ARATE LBB, WFR RMR, HE 
iB 2 Ye Pe BRIS AE ES D7 A, 而 且 随 着 渔业 生产 的 发 展 , A A Se 
kK. AKL. FERERBKAE R= Ar ORBREBUE ARERR 
REA a Pe TT BUR 大 , 分 布 最 普通 的 一 种 作物 。 主要 产 区 是 北部 
杭嘉湖 和 辐 兴 地 区 ,这 里 的 油 某 和 籽 种 植 面积 占 全 省 的 40% DL, 产量 占 允 省 二 牢 以 上 ,多 
与 晚 粳 换 荐 。 此 外 ,在 东南 部 瑞安 \ 平 阳 \ 永 嘉 等 县 种 植 也 较 多 ,以 本 地 的 早熟 油 某 与 双 季 
稻 换 茬 。 油 菜 籽 为 本 省 主要 油料 , RHC RSA eR 70%. RETR 
用 油 目 前 消 不 足 自给 ,每 年 需 从 省 处 调 入 一 部 分 。 今 后 ; 随 着 人 口 的 不 断 增 加 和 大 民生 活 
水 平 的 不 断 提高 ,食油 的 需要 量 还 要 大 大 增加 。 因 此 ,大 力 发 展 油 某 生产 ;增产 酒 料 , 是 本 “ 
省 当前 的 重要 任务 。 本 省 油菜 籽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还 很 低 (1957 年 平均 只 -54:5 5 厅 ) 增产 湾 
力 还 很 大 。 

花生 和 芝麻 也 是 本 省 比较 重要 的 油料 作 牺 , 主 BES TE SB BI 围 丘陵 的 金 

华 , 兰 滩 、 龙 游 、 衢 县, 义 饥 .江山 等 县 。 东 部 沿海 的 象山 临海 、 ee 
AY SHS we. PSEA SE PH RB Kk 

糖 芒 2 的 播种 面积 目前 占 全 省 经 济 作物 的 比重 不 大 , 但 在 华东 各 省 中 却 居 第 一 位 , 在 
公国 也 仅 次 于 广东 \ 四 川 \ 广 西 、 福 建 四 省 区 。 本 省 糖 芒 主 要 分 布 在 东南 部 沿海 的 永嘉 、 瑞 
安平 阳 地 区 和 中 西部 的 义 饲 金 华 \ 东 阳 一 带 。 前 者 锡 占 全 省 糖 蔗 田 的 30 多 ;后 者 锡 占 全 
省 糖 蔗 田 的 60 匈 。 东 南部 沿海 地 区 的 自然 条 件 最 适 于 栽培 糖 蔗 。 因 为 这 里 是 全 省 气温 最 
高 .无 霜 期 最 长 ,雨量 丰富 的 地 区 ,而 糖 藤田 双 多 为 海 涂 地 ,土质 极为 肥沃 。 这 里 的 糖 芒 品 
种 也 很 优良 ， 有 名 的 东 爪 哇 品 种 狗 占 玉田 的 60 一 70%。 所 以 , 这 一 地 区 糖 蔗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较 其 他 地 区 为 高 。 义 饥 、 金 华东 阳 一 带 的 糖 蔗 田 多 集中 在 金华 江 沿岸 的 沙土 地上， 
治 浙 相 当 便 利 。 这 里 是 浙江 的 老 糖 蔗 作 物 区 ,种植 历史 已 很 入。 但 品种 契 大 部 分 为 竹 芯 ， 
产量 较 低 。 本 省 所 产 糖 蔗 均 供 当 地 制造 主 糖 之 用 ， on ME, 一 向 即 为 有 名 的 产品 。 
目前 国内 竹 糖 供应 也 还 不 能 满足 需要 , 今 后 将 以 东南 沿海 地 区 为 重点 , 扩大 糖 蔗 种 植 面 

1) 浙江 所 称 糖 蔗 即 指 制 糖 用 的 甘 上 蔗 ,以 区 别 于 果 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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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RRA PLA WR GRA RIA, 1957 年 全 省 有 桑 园 面 积 173 万 
WBE 9 万 担 , 占 公国 第 一 位 。 

， 本 省 的 自然 条 件 很 适宜 于 栽 又 育 委 。 委 桑 产 区 一 般 年 平均 气温 以 10—20°C 为 最 好 ， 
年 雨量 以 900 一 1600 毫米 为 最 适宜 。 而 浙江 地 区 年 证 均 气 温 在 16 一 19%C 之 间 , 年 雨量 在 
1000 一 1800 毫米 之 间 , IEE SR ALF EAR AIH 
. BRERA ABT SE A, 最 主 要 的 产 区 旭 为 太湖 流域 各 县 ， 即 杭嘉湖 平原 地 
区 。 这 里 的 桑 园 面积 占 全 省 58%, 委 茧 产量 占 全 省 86%. WE, WRAL RB 

谨 等 县 和 浙 西 北 的 临安 .富阳 、 昌 化 等 县 委 桑 生产 也 略 有 基础 。 以 上 这 些 地 区 , ae 又 生产 
历 喝 悠久 , 每 雷 桑 园 的 出 叶 量 和 每 张 委 种 的 产 茧 量 都 较 高 , 而 且 茧 质 优良 。 浙 西南 的 东 
(AB IL Se Ok IER, Wy TEAC TEENA RIAL 9 AM Fe BEIM 
Ik. FBRABRAFPHOUEBIEKSREBA 

REAP EAE ARN ERO AS — BRIA LS AR RM EMA iti HEAL 
Bw ARO, WAM \ 德 清二 县 为 例 , BHA RW BAM 25-30% 0 

(A FRR EWR EPS AULA OY RI LPR TR 
靠 田 "的 话 来 襄 明 委 桑 生产 对 于 他 们 径 济 生活 的 重要 意义 。 

ABRBEVAH HK KO DRED SSE, 产 茧 量 占 全 年 总 产量 的 15% 0A 

100 公 里 

图 30 BUCA 



“bo RERAMUK BSME SERRA GR RE OE 
上 与 耕作 业 奴 无 矛盾 ,因此 委 迪 对 春香 极为 重视 , 产 蔓 量 最 高 。 夏 委 和 秋 乔 的 个 育 时 期 正 
是 夏收 夏 种 和 秋收 秋 种 的 农忙 季节 BERK, NS RMB Ae AM 
黄 产 量 也 很 少 。 近 年 来 为 了 充分 利用 现 有 桑 园 ,提高 委 蔓 产量 ,在 合作 化 和 人 民 公 直 化 的 
基础 上 合理 安排 劳力 ,发 展 夏秋 香 的 个 育 , 同 时 还 开始 推广 晚秋 委 。 

和 种 的 优 劣 与 青 委 技术 的 高 低 ,对 于 番 蔓 的 产量 和 质量 影响 至 五 。 解 放下 年 来 ,本 省 
矢 种 已 业 一 改换 为 优良 品种 , 青 香 技 术 也 有 很 大 的 改进 ,其 中 最 主要 的 环节 一 一 催 青 现 已 
完全 由 技术 干部 掌握 ， 催 青 后 才 发 欠 委 安 铀 养 。 最 近 又 实行 了 快速 养 委 法 。 直 于 采取 了 
以 上 这 些 措 施 , 促 使 本 省 委 茧 的 产量 和 质量 不 断 提 高 。 

解放 以 来 本 省 乔 蔓 生产 迅速 恢复 发 展 ;1957 年 产量 为 1950 年 的 2.1 倍 。 但 由 于 战 等 
期 间 本 省 又 园 破坏 很 厉害 , 一 时 不 易 完 全 恢复 ; 桑 叶 生产 赶不上 香 划 生产 天 发 展 的 需要 ， 

1957 年 售 发 生 缺 叶 倒 委 现象 。 为 了 解决 又 叶 不 足 的 问题 , 近年 来 本 省 已 采取 了 许多 具体 
措施 。 在 老 桑 园 内 大 量 补 植 缺 株 、 中 赫 锅 草 ,防治 病 虫 圳 加强 管理 , 井 提 倡 在 桑 园 内 间 种 “ 
各 肥 以 提高 土壤 肥力 。 通 过 以 上 这 些 措施 ,本 省 老 桑 园 的 单位 面积 出 叶 量 正在 远 速 提高 ， ， 

有 些 先进 单位 已 出 现 了 亩 产 “ 千 斤 叶 、 百 斤 昔 " 的 丰产 事 足 。 与 此 同时 ,还 在 本 省 广大 的 丘 
陵 山 区 大 量 开辟 新 桑 园 ， 西 南部 丘陵 地 区 新 兴 的 委 桑 生产 基地 正在 远 速 成 长 。 预 计 在 最 
ILA SSA TARE ROE AE, | 

茶叶 生产 ”浙江 为 我 国 主要 的 产 茶 区 之 一 。 全 省 1957 年 产 毛茶 狗 465 万 担 ATs 
SBRFTRMEOL—, SEBS Aor: 

”浙江 无 霜 期 长 ,气温 高 , 雨量 多 ,湿度 大 ; 丘陵 和 山区 面积 广大 , 士 层 深厚 , 适 于 茶树 
生长 。 全 省 现 有 茶园 面积 100 余 万 雷 (1958 年 ), 广泛 分 布 于 丘陵 和 山区 。 茶园 比较 集 
中 的 有 以 下 四 个 茶 区 : (1) 杭州 茶 区 ,以 杭州 为 中 心 , 包括 临安 、 富阳 等 县 。(2) Br 
区 ;以 嵊 县 为 中 心 , 包 括 诸 却 、 和 大兴 、 上 虞 等 县 。(3) 建 德 茶 区 以 淳 娄 为 由 心包 括 建 德 、 开 、 
化 等 县 。(4) 温州 茶 区 ,以 平阳 为 中 心 ; 包括 瑞安 ,永嘉 \, 泰 顺 等 县 。 ULBAAE SS 
省 茶叶 总 产量 314 左右 。 其 中 杭州 茶 区 裁 培 管理 最 精 革 ,单位 面积 产量 最 高 ,为 著名 的 
高 产 茶 区 ,其 他 茶 区 管理 粗放 ,茶园 间作 糊 食 作物 , 茶叶 单位 面积 产量 较 低 。 但 就 茶园 的 ， 
面积 和 茶叶 的 总 产量 来 旭 , 四 大 茶 区 的 规模 以 平水 茶 区 为 最 大 , MR EKS , HUN Sie 

INI BE, pat | 
ARG EAE TA SE RE IE SE PI EE EL 

改 产 红 毛茶 。 

ACH IRM ALP EMPORIA LOHR 人 HES, ween, 
7 RL, RGA BIER , HE AA BET A NUT EA, me 
Fi BBE, AER AR SER EIB 1957 年 为 1850 年 的 1.9 fH, 1958 年 已 超 

过 战 前 的 最 高 水 平 。 本 省 丘陵 山区 淋 有 不 少 莫 地 可 以 开辟 为 新 茶园 , 估 HES RAL 
HARMS 200 多 万 雷 , 大 于 现 有 茶园 面积 ,因此 今后 本 省 茶叶 生产 还 有 很 大 发 展 前 途 。 

果 类 生产 “本 省 亚热带 和 温带 的 果 类 很 多 , 主 BOATS ACEO BLA, AE, 
SK RARE ERE BRA, EERE DUST BB 

浙江 是 我 国 著名 的 柑 桔 产 区 之 二 。1957 <2 RAN OSH, 年 产 柑 桔 80 余 万 
担 , 除 供应 国内 主要 城市 外 , 大 量 出 口 国 外 。 本 省 梢 桔 园 主要 分 布 在 三 个 地 区 : (1) R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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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浙江 茶叶 六 量 分 布 图 | 

下 游 的 黄岩 \ 临 海地 区 ,其 柑 桔 园 面积 占 全 省 一 中 以 上 ,产量 仅 黄岩 一 县 就 点 全 省 定数 , 黄 
. 间 密 桔 品种 非常 优良 ,为 全 国名 产 。(2) 苑 江 下 游 的 温州 永嘉, 瑞安 地 区 为 温 柑 产 区 , 树 
桔 园 面积 亦 天 ,但 产量 仅 占 公 省 柑 桔 产量 的 20 多 左右 。(3) 西南 部 的 衢 县 ,常山 地 区 , 为 
iy Kk , 柑 桔 园 面 积 比 温 柑 产 区 要 小 得 多 , 衢 桔 的 产量 却 大 于 温 柑 。 这 三 个 地 区 的 柑 桔 
园 面积 合计 占 公 省 柑 桔 砚 总 面积 的 98 多 以 上 。 本 省 模 桔 园 的 特点 是 分 布 集中 ，, 便于 生产 “ 
管理 。 治 海地 区 的 柑 村 园 多 在 平原 上 ,由 于 地 下 水 位 高 , 树 下 多 筑 土 墩 防水 , 树 形 矮小 。 而 
西南 部 衢 县 常山 地 区 的 柑 桔 园 多 在 常山 港 两 岸 的 丘陵 坡地 上 ,十 层 深厚 ,加 以 阳光 充足 ， 
病 虫 嘎 少 ,所 以 树 形 高 大 ， 每 株 产 量 上 比 海 院 再 原 地 区 要 大 得 多 。 作 今后 本省 模 桔 栽培 将 主 村 
向 丘陵 出 区 发 展 。 
BRAY DE ete AED 东山 、 上 虞 等 地 的 杨梅 ,杭州 的 枇杷 ,也 都 是 水 果 

名 产 。 (AFL BIE LS, SEHR BAMA IE. 
| 未 省 干果 以 山 核桃 和 香 楼 为 最 重要 ,是 国内 稀有 的 特产 。 山 核桃 主要 集中 于 昌 化 临 
i, RES i te WL, DIS MTL OK IES. AN 
HELE LL iA GE RSE PR EH BIER OO Dh, PAR 
展 。 

林业 和 林产 本 省 是 我 国 森 林 资 源 比 较 丰 富 的 一 个 地 区 ,根据 1958 年 的 调查 坎 料 全 
省 狗 有 森林 面积 5,700 多 万 雷 ， i eB EHUB 37 匈 ,但 其 中 有 相当 大 的 一 部 分 为 解放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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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造 的 幼林 ( 仅 1958 年 就 造林 1,000 A). HFS RR KEE RUS, 
只 有 6,000 多 万 立方 米 。 但 今后 随 着 幼林 的 成 长 和 造林 面积 的 不 断 扩大 ， 可 以 成 为 重要 
的 森林 基地 。 

| 本 省 现 有 森林 均 分 布 在 山区 和 丘 陵 , 而 以 南部 三 江 流域 的 龙泉 丽水、 洽 昌 、 景 宁 四 县 
和 西部 钱塘 江上 游 的 淳 安 、 昌 化 、 开化 三 县 森林 的 分 布 为 最 集中 。 这 七 个 县 的 木材 蔷 积 量 
合计 占 全 省 总 蔷 积 量 的 70 多 以 上 。 

本 省 用 材 林 的 主要 树种 有 松 、 杉 2 MER ee, SH DUNG FLAN HEC 在 各 主要 
PERS ERS AAW, KKEA, 以 南部 山区 分 布 过 多 。 竹 子 刻 是 工业 原料 三 
是 建筑 用 材 , 全 省 狗 有 竹林 500 SHH, PAT SH, 以 西北 部 天 自 山 区 的 安 吾 、 昌 化 、 
临安 、 富 阳 , 东 北部 的 奉化, 西南 部 的 龙 游 . 衢 县 , 南部 的 龙泉 等 县 为 最 多 。 本 省 所 产 未 村 
和 毛竹 除 供 省 内 需要 外 ,还 大 量 供应 上 海江 苏 地 区 。 es 

(ht hi BA EZASRRM MAK, 籽 实 均 可 榨 油 。 油茶 籽 是 良好 的 但 用 未 未 
油料 ,省 内 油茶 林 分 布 广 达 40 余 县 ;以 西南 部 的 衢 县 .开化 及 南部 的 青田 、 丽 水 \ 芽 云 等 县 
为 最 多 。 解 放 前 , A WAAC RO 70% , 严重 地 影响 了 食用 渔 料 的 来 源 。 解 放 以 来 陈 

恢复 原 有 的 油茶 林 外 ,还 大量 开辟 了 新 油茶 林 , 现 全 省 新 老 油茶 林 面 积 已 达 1000 多 万 亩 ， 

超过 解放 初 的 十 多 倍 。 全 部 长 大 以 后 , EBSA EN RRA. 

是 重要 的 工业 用 油料 , 桐油 为 本 省 重要 的 出 口 物资 之 一 。 全 省 现 有 油 桐 面积 78 万 亩 , = 

”要 分 布 在 南部 山区 。 由 于 旧 有 的 油 桐 林 多 已 衰老 ,新 栽 的 油 桐 林 兴 未 长 大 ,所 以 目前 酒 桐 
籽 产 量 还 不 大 。 岛 柏 籽 也 是 重要 的 工业 用 油料 , SHS, 现 主要 用 于 制 肥 皇 。 
AS RS EE AS AE ee Bb OR PK. 分 布 较 多 的 是 杭嘉湖 平原 
地 区 和 南部 丘陵 由 区 ;1957 HAS Bi 70 SHH, 今 后 将 大 力 发 展 ， 以 满足 肥 昌 工业 
的 油脂 需要 ;并 可 和 节省 大 量 食用 油脂 以 改善 人 民 的 食油 供应 和 扩大 出 口 。 

”本 省 幕 出 面积 很 大 ,二 层 深 订 , 气 候 温暖, 雨量 充足 ,自然 条 件 宜 于 造林 。 根 据 未 省 林 、 
业 上 发 展 规划 ;今后 将 在 金华 江 SRI APL, BRL RRA MUL SM LR 

倒 营 造 水 源 林 , 在 金华 ̀\ 温 州 二 专区 营造 杉木 、 马 尾 松 、 麻 笠 、 柏 、 樟 木 等 用 材 林 和 油茶 ` 油 

桐 ̀  饲 柏 等 经 济 林 ,在 天 目 册 和 四 明山 区 营造 竹林 ,在 沿海 地 区 营造 防护 林 ， 在 域 市 近郊 党 

造 薪 炎 林 。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内 郎 可 实现 全 省 各 化 。 

HG ”本 省 养 冀 业 主要 为 耕作 业 提供 畜 力 和 肥料 ,同时 亦 为 人 民 提供 肉 但 和 皮毛 。 
由 于 原 有 的 基础 很 差 , 虽 猎 解放 后 几 年 来 的 发 展 , 仍 远 远 不 能 满足 各 考 面 的 需要 。 7 

1958 年 本 省 多 有 大 家 瘟 108 万 头 , LFSRAME. HH, RE 76%, 水牛 占 

24 儿 。 赫 畜 的 分 布 情况 ,一 般 是 丘陵 山区 较 多 , FRED, 纸 济 作物 区 严重 不 足 。 杭 ， 
嘉 湖 平原 是 全 省 耕 冀 最 缺乏 的 地 区 ,平均 每 头 耕 瘟 负 担 耕 地 80 余 亩 。 本 省 黄牛 质量 不 高 ， 

多 系 小 黄牛 ,体重 仅 300 一 500 斤 , 今 后 将 用 秦 川 千 或 答 ete tare 改 恨 品 种 ， 达 

FA) BFL A 

ARGARE OBARS , MAWES, PE HLUL SHINY TOS KIER, 1958 年 全 

省 养 猪 头 数 已 达 500 多 万 头 , 在 今后 几 年 内 还 将 成 倍 地 增长 。 省 内 各 地 农村 均 有 养 猪 习 

惯 , 尤 乌 中 部 和 西南 部 的 诸 绩 .东阳 、 义 饲 ̀ \ 浦 江 \ 金 华 ̀, 兰 滩 、 焰 云 \ 衢 县 等 县 养 猪 较 发 达 。 

全 省 狗 有 85 多 的 牧羊 分 布 在 太湖 流域 的 杭嘉湖 平原 地 区 , 这 里 的 牧羊 有 湖 羊 ”之 称 , 以 

AST RMSE AMR, WMERAER, BARN, SRB, 4 FEA Se 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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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产 为 主要 方向 。 省 内 其 他 地 区 的 牧羊 则 将 进行 杂交 改良 , MEARE UESRRE 
BA URS ERS Re RAW EK, 山坡 草地 不 少 , 山羊 发 展 湾 力 也 

" 很 天 。 

水 产 ”本 省 东 濒 东 海 , 海 岸 线 长 达 762 愤 , 沿 岸 当 西 太平 洋 塞 暧 流 交 汇 处 , LHS 
| 河流 撕 带 丰富 的 有 机 质 俩 料 入 海 , 所 以 各 种 鱼 类 在 这 里 游 息 和 繁殖 的 很 多 。 沿 海 省 场面 
积极 为 广 半 , WAS DEEDBCRE 123° 以 东 的 远海 渔场 何不 包括 在 内 )。 沿海 岛屿 

, 罗列 ,港湾 众多 ;海底 平坦 多 沙 ， UA PPE aS LAE RAL 这 些 都 是 本 省 发 展 海洋 
省 业 的 有 利 条 件 。 
ASSESS, SALT AROS TEPER eae BE 

os, SEH DAS IF he YE EK, 海鱼 产量 占 全 省 急 类 总 产量 的 一 个 以 上 ， 也 是 全 国 最 著 
名 的 渔场。 
本 省 海洋 渔业 ， 解放 前 章 到 帝国 主义 和 国民 党 的 严重 摧 正 ， 到 1950 年 沿海 解放 时 ， 
2/8 BAB 1700022, 其 中 可 以 出 海 捕 渔 的 只 占 三 分 之 一 。 1950 年 海水 急 产 量 仅 
有 172.5 Fil AWK 3.7 万 担 在 外 ) ,上 比 抗战 前 减少 了 五 分 之 三 以 上 8 
解放 后 ,由 于 党 和 人 民政 府 作 导 和 帮助 渔民 修 治 渔具 , PRR PRAT, 本 省 渔业 

生产 力 已 还 速 恢复 发 展 。 现 在 全 省 共有 渔船 3 SR; 比 1950 年 增加 了 将 近 一 倍 , 而 且 
ATPASE. ,渔场 的 利用 面积 也 比 过 却 大 为 扩大 。 1957 年 全 省 海水 急 产 

. 章 已 达到 983 Wi, Wy 1952 Se 329 万 担 的 2.9 倍 ， 超 过 1937 年 历史 上 的 最 高 水 平 近 一 

>. 

-本 省 所 产 海 刍 种 类 繁多 ,不 下 100 Ft, PU KHA DRAB. HRA 
fi OR MESHES, FREAKMWLARA RA BAMA 4 种 。 大 小 黄 急 主要 产 
FUSE, 其 他 各 渔场 也 都 有 生产 。 墨鱼 和 带鱼 主要 产 于 嵊泗 至 饲 、 上 下 大 陈 饲 、 
pe aL BE aS KRESS. 

A LAR EH, 全 年 都 可 生产 ， 而 以 夏 读 (立夏 到 夏至 ) 和 冬 讯 (小 雪 到 
立春 ) 时 期 的 产量 为 最 大 ,合计 占 年 产量 的 70 多 左右 。 

本 省 泪 船 大 部 分 是 小 渔船 ?2, IAMS, 生产 极 不 安全 。 因 此 ,- 增 造 大 型 渔船 并 
逐步 以 机 机 毅 省 坦 代 替 木 帆船 ;是 本 省 发 展 海洋 渔 业 , 提 高 渔 获 量 的 关键 . 由 于 目前 对 海 
产 痪 源 还 缺乏 系统 的 调查 ， 对 鱼 替 过 游 的 规律 还 不 能 很 好 地 掌握 ， 致 使 单位 产量 极 不 平 
衡 ;往往 同样 大 小 的 渔船 的 渔 获 量 可 以 相差 2,3 倍 甚至 5 LE. SPL, RHA EET 
资源 和 掌握 刍 类 的 角 游 规律 ,也 是 增产 的 重要 环节 。 

_ 本 省 可 供养 殖 的 海水 面积 有 240 ADH, 其 中 有 100 Opes Tt eee ae 
具 ( 淡 荣 )。 有 港湾 面积 100 余 万 雷 , MBS AAS, AT DPRRM fA. BRA. IR, tr 
等 。 还 有 海 涂 面 积 44 DAH, SAR a ea SE, POR AR AA KSE 

， 殖 事业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1957 年 海 涂 养殖 面积 已 利用 5 万 余 亩 。 内 藻类 产量 逐年 增高 ， 
1957 年 产量 31.4 Ath, 1950 年 的 8.3.45, FER MAD , RSRARE. OH. ROO ELBE 

oh, 4 REA BA OE SRST RARER. REA 
+E , 洲 力 很 大 ,今后 还 大 有 可 为 。 

1) HARB 1937 年 最 高 年 产量 为 500 多 方 担 。 
2) RM 100 担 愉 下 的 小 渔船 占 全 省 渔船 总 数 的 8096 以 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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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省 可 供养 殖 的 淡水 水 面 有 260 多 万 雷 (包括 水 库 ) , 1958 年 已 利用 的 有 102 万 亩 ， 
占 可 养 水 面 的 39,2 钨 。 其 中 :内 塘 38 万 亩 ,人 外藩 57 万 亩 ,水 库 7 万 亩 。 解 放 后 ,本 省 淡水 
鱼 的 年 产量 也 是 逐年 增高 。1957 年 产量 161.3 万 担 ,为 1950 年 的 7 RE, HE IK 
水 殷 的 主要 产 区 , 年 产量 78.9 万 担 , 占 全 省 总 产量 的 一 中 左右 。 BRUKER 
也 大 。 BBO ACO BISA RE TERE BASH ii MS DRS HAD 
布 最 普 逼 ,产量 也 最 多 。 

本 省 所 产 急 类 ,一般 都 是 鲜 销 ， 但 由 于 运 糖 工具 不 足 ， 部 分 在 产地 进行 简单 加 工 ， 然后 “ 
运销 全 国 各 地 。 海 鲜 刍 ( 冰 鲜 ) 多 运销 上 海 \ 杭 州 \ 巴 州 等 地 , 供 城市 人 民生 活 的 需要 。 淡 
水 鲜 氨 还 远 销 至 东北 和 内 蒙 地 区 。 

2. wb 

Ae Cab DUS aE, ON AER. UAE TY ARB 
COV SACKLER, Ble OVA SRR AED, Kis MRSS 
门 主要 依靠 农业 提供 原料 ， 农 业 收 成 的 好 坏 对 全 省 工业 生产 的 发 展 有 直接 的 影响 ;省 天 
地 下 资源 的 情况 目前 告 未 查 清 , 正在 大 力 进行 勤 察 , 但 就 现 有 的 资源 条 件 来 看 , 电力 .机 
RS, HES ORS REE, FSR MEA RARE 
业 。 现 将 本 省 主要 工业 部 门 的 构成 及 其 变化 趋势 烈 表 如 下 ( 按 1952 SHBG AAD): 

Iw 部 门 Ls 19494 | 1952 4957 

总 ORF 100 100 

电力 与 燃料 工业 0.9 ee iy 

@ 金工 业 一 0B; 
cA ae | a 2.0 5.4 

tt - TT vb 0.3 4.7 

建筑 材料 工业 1.8 2.3 
G§ wml Mw, 29.2 27.6 
&n LI w 51.3 47.2. 

& £ L ww 5.1 ‘ 4.7 
HH fH I ww 9.4 6.5 

Pe Dk eee a. REARS, 
MEK ELAS LE, RARER K, AAMT BEA, CARS 
水 平 很 高 7% i HE REA ESR. SRM Be ee a 
破坏 ， 但 解放 以 来 恢复 发 展 很 快 ，1958 Se HAF 1949 年 的 8.8 倍 , PheRMAT Ee 
1949 年 的 5.2 倍 。 粹 移 的 正品 率 也 有 很 大 的 提高 。 

| 梦 特 工业 主要 分 布 在 杭州 市 及 太湖 流域 的 委 桑 产 区 潮州. 嘉兴、 海宁 、 德 清 、 崇 德 、 鞭 
湖 等 地 。 此 外 在 杭州 东南 钱塘 江 右岸 萧 由、 嵊 县 、 族 轻 等 只 也 建 有 红 和 厂 。 本 省 所 产生 者 
除 供 省 内 糙 积 工业 需要 外 , 狗 有 一 中 左右 外 调 ;供应 上 海 和 出 口 。 4m 

、 夫 和 织 工 业主 要 集中 在 杭州 、 湖 州 二 地 ， 杭 州 穆 绫 品 产量 占 全 省 80% Foes, WAT 
16 和 多。 入 灶 原 料 除 本 地 厂 秋 外， 还 采用 一 部 分 进口 人 造 条 。 所 产 的 高 级 移 息 和 秋 究 工艺 
品 大 部 分 出 口 国 外 ,小 部 分 销 于 国内 各 大 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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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浙江 工业 分 布 图 

本 省 蒜 移 工业 原 有 的 机 器 设备 比较 陈旧 落后 ， 解 放 以 来 对 老 厂 逐步 进行 政 造 和 屋 备 
HR, —RALAR KH, MOR AMAL ASML, MME ETS ， 
RAMRAIRA , HGR Eee AST WBA. BRA Be 

ABP Ag He REE BES EDL 19 Al , A FS ESR AEF" OC EHE , FS TE AE 
SEHD EA BUR A DN I TR 

AS GHG PLANS FAL, (EERE RAL. ETEK 
省 近代 工业 中 发 展 较 早 的 部 门 , 还 在 1897 SE RET RN CERT ING DT ARG 0 FAT 

， 到 解放 时 全 省 还 只 有 6 DPS, 8 千 多 台布 机 ,主要 分 布 在 杭州 和 宁波 二 市 ;此 外 在 温州 、 
WIN EX See NAT ASHE 

US SIAARSH MAREN KRAGROVAROA WE ABA WIL 
BAA IS Die , 但 棉 钞 棉布 的 产量 仍 逐 年 有 所 增长 。1957 4H TET IS 
过 1949 年 一 倍 以 上 。 为 了 改变 印 涤 能 力 落 后 于 熏 仙 的 情况 , 售 在 杭州 新 建 了 现代 化 的 印 
YJ. 3 | 

AGS S ALE, ASR A OLR, ae 
ARR WARS, AEF RE BED, 大 部 分 棉花 外 调 , CEREAL, AN Ta 
$b Ait SNARE A PEE AO EAA AE L AA  SERATE AA TAS OR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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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BAS RA SE RA IEE IS, —WER ABH 21 支 、23 ATM, 本 省 所 “ 
“MAREN AMS EOF XO ME, BU RAAT ARR, KS, HA 
PAR, BRM MRK. 

太 跃 进 久 来 本 省 棉纺 矿工 业 的 落后 面貌 正在 过 速 改 变 。 新 建 的 杭州 棉纺 纳 厂 已 授信 
生产 ， 规 模 较 大 的 棉 护 积 厂 又 开始 在 棉 区 中 心 闵 山 兴 建 。 原 有 的 老 厂 多 已 进行 了 整顿 和 
技术 改造 ,增加 了 大 量 的 翘 纱 改 备 和 自动 雁 布 机 。 棉 纱 棉布 产量 激增 ,产品 方面 也 有 了 很 
大 改变 ， 现 已 能 生产 32 支 纱 和 42 支 纱 以 及 比较 高 级 的 棉布 。 杭 州 的 印染 厂 进一步 扩大 
了 生产 能 力 , 帮 增 加 了 印花 设备 ,改变 了 省 内 不 能 自 产 印花 布 的 现象 。 由 于 农业 坐 产 的 大 
跃进 ,本 省 棉花 产量 空前 提高 , RY OEE LOA, 还 有 天 量 的 原 棉 可 用 于 发 
展 省 办 的 棉 熏 秩 工业 ， 以 满足 本 省 人 民 对 棉 粮 品 的 日 登 增长 的 需要 。 为 了 使 棉 熏 入 工 业 
的 分 布 更 为 合理 ,今后 将 在 恩 答 工业 基础 薄 甩 的 新 棉 区 人 金华、 温州 等 地 兴建 现代 化 的 棉 续 
AW. | 3 eae | | 

Bet LUT BON LOOP. MESES T RBA, MASE 
BORER, SE TEALT EAS. DeSh, IN PS eS CR. BR 
省 麻袋 产量 狗 占 公国 173, 供 应 公国 各 地 的 需要 。 制 麻袋 所 需 原料 黄麻 均 取 自省 内 。 在 杭 
州 湾 南 北 两 岸 的 主要 黄麻 产 区 萧山 \ 杭 州 、 海 宁 、 丰 兴 等 地 以 及 其 他 黄麻 产 区 温州 金华 、 
兰 滩 、 嘉 兴 等 地 均 设 有 精 洗 麻 厂 。 

DRE FSH EH LW AEST AGW GRAD, RATE 
RAVMHRE, BNE BT Se TREE Os, 
SO BARTEL aBPA , ELK ED, 2S, BRI 

水 产 加 工 等 主要 行业 。 其 中 制 茶 和 酿酒 具有 公国 意义 。 
解放 以 来 随 着 茶叶 生产 的 发 展 ， 在 重要 产 茶 区 新 建 和 改建 了 大 批 机 器 制 芭 厂 。 现 以 

杭州 和 加 兴 的 制 茶 厂 规模 为 最 大 ， 其 次 是 温州 和 嵊 县 三 界 的 制 茶 厂 。 各 机 制 茶 厂 主要 担 “ 
鱼 茶 叶 的 精制 加 工 ,而 毛茶 的 初 制 旭 多 由 茶农 在 当地 和 加工。 由 于 本 省 茶叶 的 单 宁 含量 小 ， 
因此 所 制 茶叶 狠 大 部 分 是 系 茶 ， 竹 茶 比 重 还 不 到 1/5, i LM vane 
AE, ABBA NBA HEE 

Se BIEL Ws seen, mh OO-A IRAN DURE ae Niassa CUR . 
发 达 。 全 省 酒 产量 狗 占 公国 117, 在 国内 各 省 中 仅 欢 于 四 川 省 。 所 产 酒 主要 分 黄酒 白酒 二 
种 。 黄 酒 多 以 糯米 为 原料 , 产量 比 白酒 要 大 得 多 , 主要 产 于 略 兴 市 。 略 兴 黄 酒 品质 极 优 ， 
入 已 怠 名 全 国 ,产品 运销 各 省 , 并 有 部 分 出 口 ， 过 去 都 是 手工 操作 , 近年 来 已 有 部 分 走向 
机 械 化 生产 。 和 白酒 多 以 大 麦 \ 高 梁 ̀ 昔 类 等 糊 食 为 原料 ,所 产 以 省 内 自用 为 主 ,为 了 节 狗 焰 
食 , 近 年 来 大 量 采 用 代用 品 , 如 利用 野生 植物 橡 子 酿酒 已 经 武 验 成 功 。 

类 食 加 工 主要 为 省 内 人 民 食用 服务 。 从 米 工业 分 布 很 普通 ， 以 北部 平原 的 杭嘉湖 地 
和 和 守 胡 地 区 的 丰 米 能 力 为 最 大 , 合 占 全 省 的 315 左 右 。 其 次 是 浙 东 沿 海地 区 。 内 地 而 区 

creat a EEKEARAKRE, PH DVERAHE TE UN a, BRO, 
其 中 以 宁波 面粉 工业 的 生产 规模 较 大 。 小 麦 由 省 内 供应 ,所 产 面 粉 还 不 能 满足 本 省 需要 。， 

本 省 榨 油 工业 士 株 占 优势 ; IBS SE, PLES PE te ep 
在 宁波 杭州, 嘉兴、 加 兴 、 兰 汉 等 地 ,以 宁波 的 榨 油 能 力 为 最 大。 近年 来 已 在 油料 产 区 新 
建 了 不 少 机 榨 油 厂 , 多 分 布 在 南部 的 温州 地 区 和 金华 地 区 。 本 省 植物 油料 资源 种 类 繁多 ， 

ee 工 38。 



AWARE FRE AD Em EA ORS, ES. SSR 
“Whey 2/35 以 上 ,为 本 省 人 民 的 主要 食用 油 , 棉 籽 油 和 豆油 的 产量 也 较 大 ， 近 年 来 菜油 的 产 : 

” 量 正 在 迅速 增长 。 本 省 桐油 的 产量 虽 还 不 大 ;但 色泽 清 浅 , 质量 很 高 , 在 国际 市 场 上 有 一 
定 的 声誉 。 柏 油 是 本 省 的 特产 之 一 ,品质 也 很 优良 , 为 制造 肥皂 、 蜡 烛 的 主要 原料 。 几 年 

. 前 发 现 芒 移 工 业 的 副产品 香 肾 也 是 良好 的 油料 D, 晴 酒 在 工业 上 可 以 软化 皮草 、 制 造 肥 所 
REA MIKES TUR. ARM RAS REA A 

本 省 沿海 渔业 上 发达, 水产 加 工 的 数量 很 大 ,其 中 舟山 地 区 占 全 省 夺 数 以 上 。 水 产 加 工 
多 采用 盐 汪 、 晒 制 等 简单 加 工 方式 ,手工 操作 ,技术 落后 ,在 5 、6 月 间 扫 产 旺盛 时 期 加工. 
不 能 适应 需要 。 背 山 生 饥 的 鱼 产 除 就 地 加 工人 处 ， 还 有 相当 大 的 一 部 分 运往 上 海 去 加 工 ， 
有 时 因 运 志 不 及 时 ， 造 成 大 量 水 产 腐烂 。 解 放 后 已 在 崩 吓 岛 的 沈 家 门 建立 了 我 国 第 一 座 ， 
规模 碾 天 的 现代 化 的 鱼粉 厂 ; 让 每 天 可 以 加 工 25 WIR, 生产 20 吨 鱼粉 , 此 外 还 生产 大 
ee ee 
工 企业 。、 

东部 党 海 一 带 还 生产 天 量 原盐 ,通称 为 浙 盐 。 BARI 30 多 在 盐场， 极为 分 散 志 
星 。 和 集 咎 连 片 的 只 有 宁波 地 区 的 庵 东 盐场 ,温州 地 区 的 玉环 盐场 和 舟山 地 区 的 贷 山 盐场 。 
这 三 个 盐场 的 产 盐 量 占 全 省 总 产量 的 一 和 中 以 上 ， 而 其 中 诈 东 盐场 的 产 盐 量 双 占 这 三 个 盐 
场 的 3/4, 2 

浙江 地 区 具有 雨量 多 、 固 车 晴 天 少 、 海 水 合 盐 度 低 的 自然 特点 ,给 盐 业 生产 带 来 一 定 
.的 困难 。 一 般 多 采用 刮 泥 或 氛 灰 制 泪 、 板 晒 和 结晶 的 特殊 产 盐 方法 ?， 整个 生产 过 程 全 用 手 
工 操作 ， 劳 动 生产 率 较 低 ， 生产 成 本 高 于 直接 引 海水 制 滴 滩 晒 的 华北 地 区 的 盐场 ?。 解 放 
以 来 本 省 丰 业 生产 已 在 完成 社会 主义 改造 的 基础 上 大 力 进行 技术 改 千 

虽然 浙 盐 的 生产 成 本 较 高 ,但 可 就 近 供应 , BEAKER, Hee IEE EOD 
MRA, APR RTA K, CARO ET AA, AA RS at frilk 
Fath, OY Sh, ARAB, ENE I SPSS. 
造纸 工业 ”是 本 省 较 重 要 的 工业 部 门 之 一 。 机 器 造 黎 主要 集中 在 杭州 .嘉兴 二 市 ; 杭 

州 的 华 丰 纸 厂 和 嘉兴 的 民 丰 纸 厂 都 是 我 国 创 起 较 早 、 规 模 壕 天 的 机 器 造 钓 厂 。 此 外 ,在 宁 
波 、 温 州 等 地 也 发 有 机 器 造纸 厂 。 抗 成 时 期 ,本 省 造 多 工业 介 遭 到 严重 摧 玖 。 解 放 后 恢复 
发 展 很 快 , 原 有 的 造 猎 厂 多 已 进行 了 扩建 和 改建 ,机 制 纸 的 产量 1958 年 相当 于 1949 年 的 
8 倍 。 新 产品 也 增加 了 很 多 , 仅 民 丰 、 华 丰 二 厂 试 制 成 功 的 高 级 纸张 就 有 数 干 种 , 现 除了 
生产 化 用 抵 外 ,还 生产 工业 用 纸 和 特殊 技术 用 纸 。 

. 度 纸 和 腊 纸 为 本 省 特产 , 产量 很 大 , 90 多 以 上 调 出 省 外 , 供应 国内 各 地 , 并 输 往 朝鲜 
民主 主义 人 民 共 和 国 \ 越 南 民主 共 秆 国 、 接 克 斯 洛 伐 克 共和 国 、 波 兰 人 民 共 和 国 等 兄弟 国 
家 。 皮 腾 纸 主要 产 于 温州 衢州 、 放 昌 等 地 , 以 附近 所 产 的 野生 植物 目 棉 皮 为 原料 。 近 年 
来 由 于 皮 腊 多 生产 的 大 量 发 展 , 省 内 野生 山 棉 皮 已 快 用 尽 , 现 除了 以 古 极 皮 作 代用 品 处 ， 

1) 全 省 年 产 干 旺 绝 400 多 万 斤 , 扩 出 油 牵 25% 估算 ,年 可 产 旺 油 100 多 万 帮 ,数量 也 相当 可 观 。 
.2)“ 刮 泥 制 滴 ? 是 把 海水 车 上 盐田 , 狼 阳 光 燕 发 后 把 呈现 白色 含有 氧化 锁 的 才 层 泥土 用 刮 泥 刀 乔 起 , 淋 制 鲜 油 ,“ 捧 

+ Bef? 是 在 盐田 上 先 淡 几 次 海水 ， 铺 上 草木 灰 燕 发 后 海水 中 的 盐分 入 灰 吸收 ,再 用 同 祥 澡 作 方法 反复 三 \ 四 
PMSA A. “BRL EAE AL ROR AR. 

3) Wrebhy PRA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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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需 由 湖北 \ 湖 南 、 四 川 等 省 供应 原料 。 今 后 将 大 力 推行 山 棉 皮 的 人 工 培植 ,为 皮 \、 腊 纸 生 
产 开 辟 可 靠 的 原料 来 源 s 本 省 黄 板 纸 的 产量 也 很 大 ,为 全 国平 衡 的 产品 , 且 有 部 分 出 口 国 
外 。 主 要 产 于 北部 平原 的 嘉兴 、 杭 州 等 地 ,利用 周围 农村 的 称 草 作 原 料 。 东 部 沿海 的 黄岩 
也 将 建立 黄 板 纸 厂 ,为 包装 柑 桔 服务 。 

本 省 士 纸 产量 狗 占 公国 总 产量 的 1/4， 制造 土 纸 的 手工 业 作坊 副 布 于 全 省 各 地 其 中 
DEA, a, I, BBS, ON, ARP RS LS Sara 
BK, EMS AFI, AF DA: AA LS, SRBC, HS ee 
土 纸 总 产量 3/4, 运 销 公国 各 地 。 

本 省 造纸 资源 以 竹子 \ 木 材 、 称 草 为 大 宗 。 目前 利用 较 多 的 是 是 竹子 ， RY FIA 
直接 利用 竹子 造纸 外 ,解放 后 还 在 竹材 集散 地 新 建 了 不 少 机 制 的 和 手工 的 竹 浆 厂 , 生 产 天 
量 竹 浆 支援 上 海 的 造纸 工业 。 木 浆 直 到 现在 省 内 还 不 能 生产 ,杭州 \ 嘉 兴 等 地 生产 高 级 纸 © 
所 需 的 木 浆 多 从 东北 佳木斯 调 来 今后 计划 在 南部 林 区 发 展 造 很 工 业 ,兴建 若干 木 浆 厂 和 
生产 高 级 纸张 的 造纸 厂 。 

动力 与 燃料 工业 本 省 水 力 碍 源 相当 丰富 。 根 据 初 步 学 所 资料， 各 主要 河 示 的 水 力 
MPT 500 万 迁 。 此 外 还 有 钱塘 江口 和 东部 沿海 一 带 的 互 大 潮汐 可 以 利用 发 电 。 天 力 开 
发 水 力 资源 ,提供 廉价 电力 ,对 本 省 工业 的 发 展 具有 重大 意义 。 但 过 去 本 省 境内 没有 一 个 ， 
水 电站 ,直到 解放 后 才 开 始 在 衢 县 附近 的 黄 坏 口 兴建 本 省 第 一 个 水 电站 , 现 第 一 期 工程 (3 
万 琐 ) 已 经 完成 者 已 开始 发 电 。 容 量 65 万 迁 的 新 安江 大 型 水 电站 也 郎 将 完工 投入 生产 。 

大 跃进 后 桐 广 富 春江 水 电站 (36 ED, 黄 荆 口上 游 的 饲 深 江 水 电站 (19.5 万 琵 ) 和 全 省 最 

大 的 青田 眶 江水 电站 (168 万 迁 ) 都 已 开始 动工 兴建 。1958 HART AROS Be 
安江 和 从 黄 坏 口 到 江山 的 高 压 壤 电线 。 为 配合 新 安江 水 电站 的 建 坡 ， 现 正在 架 悦 从 新 安 
江汉 杭州 的 高 压 线路 。 将 来 存 江 、 富 春江 等 大 型 水 电站 也 将 与 这 一 电力 系 蒋 连 千 起来, 逐 
源 形 成 全 省 强大 的 电力 网 。 在 兴建 大 型 水 电站 的 同时 ， 几 年 来 还 修建 了 不 少 中 小 型 的 水 
电站 ,今后 将 猪 合 震 众 性 的 兴修 水 利 运动 ,在 广大 山区 攻 续 开展 中 小 型 水 电站 的 建 发 。 

水 力 发 电 是 本 省 电力 工业 发 展 的 主要 方向 ， 但 目前 省 内 所 需 电力 还 主要 傅 顿 火 电 。 
ERR RANDAL =a EIN TE IN BIN OX Sere EAB ELE 
行 了 扩建 ,发 电量 远 速 增长 。1957 年 全 省 发 电量 比 1949 年 增加 2.1 fh, 1958 ELH 1957 
年 增加 83% 5 为 了 使 火电 与 水 电 很 好 的 配合 , 今后 火力 发 电 仍 应 适当 发 展 。 火 力 发 电 所 
用 燃料 过 去 均 由 安 徽 淮南 煤矿 和 江西 水 乡 煤 矿 供应 ,今后 省 内 供应 的 比重 将 和 逐渐 增 天 。 

省 办 煤田 多 数 是 二 法 乞 时 生成 ,煤田 地 质 条 件 较 差 RA ERK, BAERS, 
M09 RIL EK ARS. HPAAM, RBH, 无 烟煤 占 很 大 比重 。 煤 炭 已 知 储 
量 还 不 大 ,过 去 很 少 开发 利用 。 抗 战 前 售 有 资本 家 在 长 兴 开 疏 煤 蹇 进行 小 规模 开采 :但 不 
VERE ELA. KMD BEGGS KEN AEM, SBA 
后 ， 各 地 煤炭 需要 量 激增 , 充分 利用 地 方 煤炭 资源 ， ROKR EER, LE 
务 。 本 省 除了 大 力 进 行 煤炭 资源 勘探 外 ,还 在 各 产 煤 县 大 闹 “ 小 士 玫 "和 "小洋 恒 "”, 井 在 煤 
藏 量 比较 集中 的 长 兴 矿 区 及 西部 的 江山 、 衢 县 一 带 兴 建 规模 较 大 的 矿井 。 煤 炭 产 量 已 开 
始 飞 路 增长， 1958 年 产量 相当 1957 年 的 200 倍 。 这 样 的 发 展 速度 ,对 于 改善 本 省 的 燃料 

供应 极为 有 利 。 
钢铁 工业 ”是 近年 来 新 兴 的 工业 部 门 。 痉 过 解放 后 儿 年 来 的 探勘 ， 本 省 境内 已 发 现 

edT30。 



AED Ae He ABA A ES OB. EC CL SAI PRR GE, Ye FR PHBE 
TC RFRA AR BA Fk RS OG VRE BE, 1957 年 以 前 本 省 钢铁 工业 

BREE Ay EBT EH MAL FE INE AT. 1958 年 以 
— BBL TS RAD METALS I, LINE LL HARE OS GF a IE 

AST Fe PETE BEN BA PRS SAY LL HSIN Se IN SET PA 
HASBRO EMRE LAOTIAN, 1957 年 全 省 还 只 产生 铁 4,700 It, 
而 到 1958 年 生铁 产量 跃 增 至 21 Bi, HAA LRAT SEM. A 

“前 钢铁 生产 所 需 的 铁 矿石 全 部 下 之 省 内 ,只 有 炼焦 煤 洁 需 山 东 供 应 ,今后 可 返 用 一 部 分 本 
地 的 煤炭 。 本 省 所 产生 铁 将 近 一 中 调 往 上 海 炼 钢 ,今后 将 条 夭 支援 上 海 。 但 随 着 省 内 炼 
钢 、 轧 钢 能 力 的 增长 , 生铁 外 调 的 相对 比重 可 能 下 降 ， 生产 由 来 的 饥 竹 和 钢材 将 主要 满足 
省 内 基本 建屋 和 机 械 工业 的 需要 。 
机 械 工 业 ”本 省 机 械 工业 的 发 展 已 有 数 十 年 的 历史 ，1912 年 开关 在 杭州 、 宁 波 疏 

小 型 的 机 械 修 配 厂 。 1929 一 1934 年 间 随 着 纺 纵 工业 和 食品 工业 的 发 展 ， ban eR 
发 展 成 为 水 型 的 制造 厂 ,生产 丢 炎 机 、 制 茶 机 、 研 米 机 等 简单 机 械 。 但 直到 解放 前 夕 , 本 省 
机 械 工 亚 基本 上 仍 以 修配 为 主 ， 制 造 业 的 基础 非常 薄弱。 经 过 解放 初 和 第 一 个 五 年 让 划 
期 间 的 天 力 发 展 ,1957 年 全 省 机 械 工业 的 产值 超过 了 1949 年 的 28 倍 ,技术 水 平 有 了 很 大 
的 提高 ; 蕊 能 天 量 生 产 柴 铀 机 、 煤 气 机 :电动 机 \ 水 泵 、 机 床 、 制 氧 屋 备 、 麻 纺 秩 屋 备 、 悉 移 机 
械 . 制 茶 机 、 榨 油 机 、 农 业 机 械 等 多 种 机 器 屋 备 。1958 年 大 跃进 以 来 , 本 省 机 械 工 业 更 以 
空前 的 规模 商 前 发 展 ， 许 多 手工 业 性 质 的 铁 工厂 和 修配 厂 合 侨 改 建成 为 较 具 规模 的 机 械 ， 
厂 ; 宅 个 多 数 分 布 在 杭州 ;宁波 、 温 州 三 市 , 其 他 各 县 市 也 都 陆 先 建 立 了 中 小 型 的 机 械 厂 ， 
1958 年 全 省 机 械 工 业 的 职工 人 数 有 了 惊人 的 增长 ， 比 1957 年 增多 了 五 倍 左 右 。 为 了 文 

BAD MBL MASA EB , M1958 年 开始 ,由 许多 中 小 型 的 机 械 厂 协作 ,生产 出 成 批 的 
ONE DP BEL DE LSS BS. 有 不 少 规模 较 大 的 现代 化 机 械 厂 
”正在 大 力 进 行 基建 。 

” 建司 中 的 杭州 机 械 厂 和 嘉兴 、 EAH HL HBC LET ae, DR 
SEA WET)— 9 BUNGE) UROL FESS), IE LL, REE, SR 
厂 等 建成 以 后 将 在 省 内 协作 配套 , 制造 成 套 的 电力 设备 。 杭 州 、 宁 波 等 地 新 建 的 机 床 厂 、 
辐 承 厂 、 甸 锻 厂 等 主要 为 机 械 工业 本 身 的 发 展 服务 。 本 省 动力 机 械 和 制 氧 恒 备 的 制造 已 
略 有 基础 , 现 消 在 区 先 改 建 宁波 动力 机 械 厂 和 新 建 杭 州 制 氧 机 厂 , 其 产品 除 色 足 省 内 需要 
处 还 将 供应 外 省 。 随 着 省 内 化 学 工业 的 远 速 发 展 ， 本 省 机 械 工 业 还 有 必要 为 化 学 工业 提 
供 大 量 屋 备 。 为 了 支援 沿海 的 渔 业 生产 ,宁波 、 温 州 、 舟 山 等 地 的 造船 工业 需要 进一步 发 
展 ; 生 产 大 批 渔 输 和 机 帆船 。 对 发 展 农 业 生 产 有 重大 误 义 的 农业 机 械 、 新 式 农 具 、 排灌 机 

“ 械 ， 将 主要 由 散布 在 各 专署 各 县 的 中 小 型 机 械 厂 进行 大 量 生产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初期 ， 
本 省 机 械 工业 的 新 建 重点 企业 仍 多 数 珊 蔷 在 杭州 ,这 是 由 于 那里 原 有 的 基础 志 好 ,利用 原 
有 基础 进行 建设 投资 少 而 收效 快 。 今 后 则 将 逐渐 向 位 置 比较 靠近 腹地 、 资 源 条 件 较 好 的 
衢州 \ 金 华 等 地 发 展 。 

化 学 工业 ”本 省 拥有 幸 富 的 化 学 工业 资源 。 黄 詹 矿 的 分 布 很 广 ,储量 很 大 ,具有 全 国 

意义 。 永 康 、 浦江 等 县 的 确 石 储 量 极为 丰富 ， ZB RA in ke AES AL, AR 

Hh SESE UL eh ANH AL SAL 磷 矿 白云 石 . 重 晶 石 等 储量 也 不 少 。 此 外 , 治 海地 区 的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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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盐 、 林 区 的 竹 木 ,林产 以 及 散布 各 地 的 煤 藏 都 是 发 展 化 学 工业 的 重要 资源 。 
解放 前 本 省 的 化 学 工业 十 分 薄弱 , 全 省 只 有 十 余 家 小 型 的 厂矿 企业 , 除了 开采 了 明 研 、 

晶 石 等 矿藏 以 外 ,只 能 生产 碳酸 钙 、 烧 碱 、 漂 白粉 、 电 石 、 碳 酸 镁 等 很 少 几 种 数量 极 少 的 
me Sc Ub) HOHE UAE REE TD, 成 本 高 ， 而 且 在 当时 大 部 分 企业 处于 停工 
和 定 停 工 状态 。 : 

经 过 解放 初 的 恢复 和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的 发 展 , 至 1957 年 全 省 化 学 工业 企业 增 至 38 

家 ， 化 学 工业 的 产值 比 1949 年 境 其 了 将 近 70 倍 ， 但 在 全 省 工业 总 产值 中 所 占 比 重 仍 很 
” 少 。 从 1958 年 开始 ,本 省 化 学 工业 的 发 展 进 入 了 一 个 新 的 时 期 。 在 建设 规模 较 大 的 衢州 
化 工厂 的 同时 ， 还 在 全 省 各 地 兴建 了 大 量 士 洋 和 结合 和 十 法 的 小 型 的 化 工厂 。 全 年 产值 为 
-1957 年 的 3.5 倍 ;, 在 全 省 工业 总 产值 中 的 比重 也 南 1957 年 的 3.9% ,提高 到 7.8 沪 。” 

随 着 省 内 工业 生产 的 大 跃进 ,各 方面 对 三 酸 二 碱 的 需要 量 激增 ,而 本 省 发 展 栈 碱 生产 
的 资源 条 件 又 较 好 ,因此 1958 年 以 来 , 酸 碱 生产 的 发 展 特别 远 速 。 过 去 只 有 杭州 温州 二 

地 生产 少量 烧碱 ,现在 已 经 有 硫酸 、 盐 酸 \ 确 酸 、 和 纯碱 的 生产 ,生产 伐 碱 的 单位 也 更 多 可 。 发 

展 化 肥 、 农 攻 生 产 对 于 支援 本 省 农业 大 跃进 有 重 开 意义 。 1958 年 已 办 起 了 大 量 的 于 化 肥 

厂 和 王 农 项 厂 ， 今 后 还 将 在 充分 利用 本 省 资源 的 基础 上 大 力 发 展现 代 化 的 化 肥 ( 包 括 氮 、 

Bi SPIE) RGA, RAT MA WAST ORE LA ST RAMK, RT EM 

本 省 需要 外 还 大 量 调 往 省 让。 电石 是 “有 机 合成 之 母 ”, 本 省 电石 生产 的 历史 已 入 ,但 过 去 

只 有 杭州 一 地 生产 ,产量 很 小 , 近年 来 大 力 开发 水 电 资源 , 已 为 发 展 电 石生 产 制 造 了 有 利 

条 件 。 1958 年 全 省 试制 和 生产 的 新 产品 共 达 200 SH, 其 中 除 三 酸 、 和 纯碱 等 基本 化 学 产 ” 

品 外 , ETB, FAR, ASEH AE. YH, TLARSBR tL im Bhi astA, 1958 

年 的 大 跃进 已 为 本 省 今后 发 展 酸 碱 \. 电 石 REE JAR HOHE A, EB, 有 机 原料 等 化 学 

工业 提供 了 有 利 条 件 。 
本 省 化 学 工业 现 以 杭州 较为 集中 ， 今 后 循 州 、 温 州 将 建屋 成 为 本 省 化 学 工业 的 新 基 

地 。 衢 州 离 黄 长 口水 电站 很 近 ,附近 拥有 丰富 的 黄 铁 矿 、 石 丈 石 等 化 学 资源 , 正在 兴建 的 
规模 较 大 的 化 工厂 建成 以 后 将 生产 合成 氮 、 破 酸 按 硫酸、 烧碱 盐酸 、 漂 白粉 、 RRO. 
电石 \ 石 藉 所 等 多 种 化 学 产品 。 温 州 附近 平阳 、 瑞 安 一 带 储量 极其 丰富 的 明 研 矿 可 用 以 生 ， 
产 钾 肥 、 铝 氧 、 硫 酸 、 明 矶 等 重要 产品 ,规模 较 大 的 温州 化 工厂 也 已 开始 筹建 。 
手工 艺 ， 本 省 是 我 国 特种 手工 艺 品 生产 较 发 达 的 地 区 之 一 。 全 省 从 事 竹 工 艺 生产 的 

近 60 万 人 ,和 帮 大 多 数 分 布 于 农村 。 著 名 的 手工 艺 品 有 青田 的 石 膨 ， 东 阳 的 木 用 ， 龙 泉 的 
姿 器 ,宁波 的 木器 等 , 均 有 悠久 的 历史 和 丰富 的 艺术 创造 。 此 外 ,乐清 的 黄杨 木雕 和 泥 膨 ， 

“黄岩 的 翻 千 竹 器 ,杭州 的 币 锦 和 网 从 ,东阳 、 嵊 县 的 竹 狂 ,余姚 、 温 ) 葡 5 草 后 (余姚 以 铺 金 入 
草 帐 著 名 ,温州 以 草 印 的 提 和 能、 果 售 等 著名 ), 海 四、 温州 的 廊 帽 , VINOD, 以 及 各 地 民 
间 的 刺 轩 .花边 .十字 挑 花 等 也 都 具有 浓厚 的 民间 艺术 特色 。 以 上 这 些 手工 艺 品 都 是 重要 
的 出 口 物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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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 年 全 省 货物 总 运 量 与 总 周转 量 中 各 种 运输 方式 所 占 比 重 如 下 : 

运输 方式 | 总 计 | RK 路 | 公 路 | A 河 | 党 海 

货 运 县 ”100 

HACE 100 33.1 16.0 

9.2 ‘39.4 Peo 4 

43.7 

从 上 表 可 以 看 出 ,办 河和 公路 的 货运 量 很 大 ,但 周转 量 较 小 ,主要 担负 省 内 的 运输; 省 ， 
和 际 之 间 和 省 内 较 长 距离 的 物资 镜 运 主要 依靠 铁路 和 沿海 运 迷 ， 因 此 铁路 和 沿海 的 平均 运 

Her, RK 3 i | 
SHB AERARTE LAMA PH MR BERT RASARE, FE 

霉 每 千 平 方 公里 有 铁路 6.8 公 里 。 其 分 布 偏 于 省 境 的 北部 平原 和 中 部 山 间 贫 地 。 沪 杭 铁 
RRA GALE, ZAR ARE TR. S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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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BA, AME TM AAMT LRAT. EMRE OYSTER 
(1) 上 下 行 运 量 很 不 平衡 , 上行 去 上 海 方面 的 列车 都 是 满载 ， 而 下 行 去 江西 方面 的 列车 回 
AH 30—40%, (2) WRERKE SA MADAM BEE, 

HY FE PERS CAR ey I TS ZED HK, FETAL SAT Be, BE 
STALE MAAS, WBA PB LEE 1910 年 就 动手 兴建 ， 但 历时 ， 
20 余年 ,从 未 全 和 线 通 车 。 至 抗日 战 等 爆发 ,局 部 通车 的 路 线 也 全 部 被 拆毁 。 现 在 的 莆 甬 笑 
是 解放 后 1953 年 7 月 开始 重建 的 , 1958 年 初 全部 建成 通车 。 沿 和 线 人 口 稠 客 ， 物产 丰富 ， 
过 去 外 运 物 次 多 经 内 河 或 海路 运 出 ,现在 已 超大 部 分 改 由 铁路 运输 。 

省 内 铁路 的 发 泛 物 壮 , 主 要 是 矿物 性 建筑 材料 ， 其 次 是 木材 、 糊 食 、 生 铁 、 毛 竹 、 柴 痰 、 
而 石 、 明 砚 、 和 纸张、 食盐、 水产、 毛猪、 蔬 荣 茶叶、 黄麻 等 。 全 部 发 迁 量 中 ， 狗 有 2/3 OES 
往 省 处 ， 只 有 矿物 性 建筑 材料 、 猴 食 、 食 盐 和 黄麻 等 在 省 内 外 运 较 多 。 外 运 物资 除 伍 款 主 
要 由 北向 南 运 外 ,其 余 都 是 由 南 向 北 运 。 从 省 外 轻 铁 路 运 入 本 省 的 物资 ， 主 要 旺 煤炭 、 钢 、 
材 \ 水 泊 、 机 器 屋 备 和 各 种 工业 品 。 其 中 煤炭 从 浙 闭 铁路 和 沪 杭 铁路 南北 两 头 运 来 ， 其 剑 
TAA NP BURS A. BUSA ARSC ME, LINE Sees Stes 
资 占 全 省 发 适 和 到 达 物 次 总 量 的 1/4 以 上 , 现 正在 进行 扩建 。 

新 修 的 金 ( 华 ) 铜 ( 宫 ) 詹 路 是 由 金华 一 兰 奸 铁路 支线 延长 而 成 ， 全 长 93 公里 。 目前 
主要 为 新 安江 水 电站 工地 炉 先 施工 所 需 的 建筑 材料 和 各 种 器 材 改 备 。 今 后 将 为 水 电站 周 
围 新 兴 的 工业 企业 服务 。 

正在 修建 的 金华 一 温州 铁路 ， 将 把 未 省 重要 港口 与 省 内 钦 路 网 联 灶 起 来 ， 对 于 改善 浙 ， 
南 交 通 ， 开 发 山区 轻 济 有 互 大 意义 ,工程 十 分 艰 吾 。 从 杭州 经 漳州, 长兴 到 安徽 宣 焉 的 填 
划 路 线 将 是 本 省 SHOE RAB, 为 了 配合 长 兴 煤 及 的 发 展 ， 杭州 一 长 兴 段 已 提前 开 
工 兴 建 - 

内 河 运 索 ”本 省 河流 通航 里 程 长 达 11,657 公里 (1957 年 底 )。 其 中 可 通 机 动 船 的 有 
757 公里 , 占 通航 总 里 程 的 23.6 多 。 河 运 网 的 分 布 ， 以 北部 杭嘉湖 平原 为 最 密 , 这 里 河渠 
狼 横 交错 ,几乎 贯通 所 有 的 城市 和 乡 乌 , 为 全 国 著名 的 河 网 地 区 ， 全 省 通 轮船 的 航线 多 集 
中 在 这 里 。 字 狠 平 原 通航 河流 的 分 布 也 较 密 ， 在 全 省 仅 欢 于 杭 嘉 湖 地 区 。 丘 陵 面 区 内 河 
航线 分 布 较 稀 。 穿 经 山区 的 主要 河流 有 钞 圭 江 \ 愿 江 ̀ 灵 江 等 ， 七 们 的 下 游 都 可 以 通 机 动 
Hi, Fs Li WER BBS ATARI 
杭嘉湖 地 区 的 河 网 ,以 大 运河 和 东 、` 西 车 泡 为 主要 干流 ,共有 30 Petes re: 

航道 ; 与 苏 南 和 上 海地 区 的 河 网 紧密 沟通 。 大 运河 是 本 省 通 往 江苏 、 上 海地 区 的 主要 水 上 
联系 线 。 写 从 江苏 平 望 人 本 省 境内 ， 经 嘉兴 、 尝 德 直达 杭州 的 拱 宕 桥 。 航 道 常 水 时 可 通 
70 吨 的 坦 船 和 百 吨 的 大 木船 。 旋 的 支 渠 航道 很 多 ,最 重要 的 有 : (1) 从 湖州 至 南 注 的 航 
道 , 是 湖 剂 一 上 海航 道 的 一 部 分 ;(2) 从 嘉兴 经 千 赛 出 省 境 太 黄浦 江 的 航道 ,是 杭州 一 上 海 
航线 的 一部分; 这 些 支 汇 航道 均 可 通行 数 十 吨 的 输 船 。 西 车 滩 在 安吉 以 上 至 孝 丰 ， 可 通 
3 吨 的 木船 ,安吉 以 下 至 湖州 可 通 小 输 。 孝 丰 的 毛竹 ,安吉 的 黄 沙 , 长 兴 的 煤炭 、 糊 食 及 石 
灰 、 五 块 等 建筑 材料 都 由 水 道 经 湖州 分 运 各 地 。 其 支流 泗 安 深 还 转运 安徽 省 广 德 的 一 部 ” 
分 叛 食 ,木材 来 湖州 。 东 车 滩 从 撼 塞 至 德清 可 通 几 十 吨 的 木船 ， 从 德清 至 湖州 可 通 小 输 。 
从 德清 有 水 道 通 至 武林 头 与 天 运河 接 通 ,成 为 杭州 至 湖州 的 主要 航线 。 

杭州 ,嘉兴 、 湖 州 为 杭嘉湖 地 区 内 河 航运 的 重要 集散 码头 ， 相 互 之 间 货 运 频 繁 ， 与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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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苏 南 地 区 的 水 上 联系 也 很 密切 。 全 区 出 大 省 境 的 内 河 物资 运 量 还 天 了 于 区 内 流转 的 物 
次 去 量 ,尤其 是 湖州 和 嘉兴 地 区 与 上 海 和 江苏 之 间 的 来 回 运 量 很 大 。 本 区 去 上 海江 苏 的 
Pye BLE BR BD RED EER BOR (Re EME). 竹子、 薪炭 、 纸 
He A Ee, AEE, IRAs WSR ty HEA BMH IED 1/4, BLE 
PR Th NOR AE RE. 

” 馆 塘 江 是 未 省 最 大 的 河流 ,干支 流 分 布 于 中 ,西部 广大 地 区 。 航 运 以 西 源 新 安江 和 干 
MAN MU SALAS, 其 运 量 合计 狗 占 全 水 柔 总 运 量 的 80 多。 下 行 运 量 大 于 上 
行 运 量 的 2 倍 以 上 。 省 内 沿 河上 下 运 的 物资 主要 是 床 材 ` 石 块 \ 詹 食 HR LK I 
叶 等 。 其 中 除 石 块 多 系 短程 运输 供 兴 修 钱塘 江水 利之 用 外 ， 其 余 物 痪 均 运 往 杭 州 集中 。 
从 杭州 上 运 的 旷 痊 以 盐 、 肥 料 .百货 为 主 。 从 皖南 经 新 安江 下 运 杭州 的 物资 主要 是 木材 和 
FS. NRE MAE IO Hi, AE, UST RI 
SHIA SRHRRES, WER AHRE, RE MOR RAR “ 
PER AEKH, RRS LA SRT, WRBRRA, EMR MRI 
的 永康 、 EXAMS AAMAS EEA LRA AT RMS SAE 
转 富 春江 至 杭州 。 

钱塘 江 以 东 \ 杭 州 湾 以 南 的 宁 娄 地 区 的 主要 河道 有 浙 东 运河 、 weRIL WANE, 
PREWRERES ER WEP UN, RMS RK OR ECM RE 

HAIL A ARE: ET SS, aN, REA SS SRLS ki 
成 ， 其 中 宁波 至 余姚 段 可 通 小 输 ， 其 余 只 通 木 船 。 东 西 二 段 间 的 运输 须 在 曹娥江 盘 船 过 
圳 ,因而 增加 了 物资 流转 的 费用 。. 在 莆 甬 铁路 通车 以 前 , 宁 轨 地 区 的 物资 交流 主要 依 否 浙 
东 运 河 , 萧 重 八路 通车 后 , 因 运河 与 詹 路 完全 平行 ， 有 许多 物 关 已 改 由 铁路 运 翅 ,但 石 块 、 
RL Ett ER AELSREWANE AREER MS AS, 

BRITS ERD SAC AA, (EE AE PEASE, MSS SOL SHA, A 
BREWER A LTA, BREA, TRUER 
LR BRKT HMR AM TSE MR. 

FAL LRA PET SM (ID) ok, LIC TUE, RAL AS. 娱 江 部 浙 东 运 
WARES, PILE ASE EK 、` 通 洲 山 ` 通 观 海 卫 的 几 条 支流 航线 ， 其 中 尤 以 余姚 一 
Wei EE, WIRE KS RUNS, NARA, WH 80 多 以 上 的 盐 
MAW KAA, MLABCOPST REEVE hie, TE TRMYREBE 
aT OERAE. TF RRS, APR LSHHREE ES HE, 百货 等 = 
千 波 以 下 的 甬江 干流 ,可 通 3,000 吨 的 海 输 。 

杭州 是 杭嘉湖 地 区 、 SEKIREI SOK RMR, ARS 
| AAKAPALMABRK, ASWKAWREMEMNM, SHEMET ILA 

| BREW REAM EI ABEAR, KAS MM RMS ee 
ite Bi, ; : 
BULA GR, HAeBHAW, LANARK MSR sk, (ARLE, 

游 流程 山区 , 山 势 陡 峻 ， HES ES TKR, SATA PRESS, BEKO REST 15 mAh 
Ai, BAKO PEs Bie BBs 3—5 AKA, MRO, ABeRKAIL, ke 

大 增 , 常 水 位 时 水 深 达 3 米 , 可 通行 50 吨 的 轮船 。 温 州 皮 下 , 则 可 通行 千 吨 的 海 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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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 LFA BK PSwMRERARS 木材 、 es. eR LIES, LE WARS, RR 

Fie 1/10, MILL PHERRARS, MRNA PSEHWRE=REAS AT, 

SiR ATS, KSHHWRSRLMAR AR EAN LH, bie BRS. MALPSRS 

不 多 ,大 部 分 是 短途 运输。 

熙 江 以 南 还 有 飞 云 江 和 效 江 ， 均 是 东西 横贯 独 流 入 海 的 小 河流 。 它 个 与 虞 江 之 间 有 

内 河 相 通 。 RATA RAR AS SRE ALE PL SRS aI PS, 

FRSA ye ia, | 、 

灵 江 介 于 宁 胡 地 区 水 系 和 感 江水 系 之 间 , 在 临海 以 上 为 季节 性 通航 河流 ,临海 久 下 可 
通行 小 轮 , 三 江口 以 下 1,500 吨 的 轮船 可 乘 潮 出 入 。 下 游 还 有 许多 支流 航线 把 黄 兰 、 温 岭 、 
海门 等 地 密切 联系 在 一 起 。 海 站 是 整个 灵 江 水 系 的 物资 转运 点 ， 经 内 河 输 往 海 站 的 物资 
EAA AM NE RE, PAE HO UR Sh IE EE 
Ses | . 

| 本 省 现 有 通航 河道 多 呈 自 然 状 态 ,通过 能 力 不 大 。 即 将 开工 兴建 的 京杭 大 运河 ;在 本 
省 境内 自 南 浒 经 湖州 至 杭州 ， 卉 与 钱塘 江 沟 通 , 完 工 以 后 , 3,000 mia pee 

”北京 。 将 来 钱塘 江 梯级 开发 以 后 , 2;000 吨 的 输 悦 可 从 杭州 通 至 衢州 , 熙 江水 电站 建成 后 

从 温州 到 龙 游 也 可 通行 2,000 WEATHER, SETA AMER, SMI, REARS 
AMAA RES WB, SRE, MEM. Tt ai er 
改观 。 

SLR ARMED 006 公里 ， 治 岸 有 不 少 良好 的 港湾 。 主 要 溢 口 如 宁波 、 温 
州 \ 海 站 等 港 都 位 于 河流 的 下 游 , 靠 近 入 海口 ,成 为 河 海 生 用 港 。 此 外 。 本 省 还 有 乍浦 、 定 
海 、 沈 家 四 AL PRION ls =PS 、 坎 站 芍 江 口 等 小 港 其 中 多 数 分 布 在 岛屿 和 全 
岛 上 。 本 省 在 宁波 以 南 的 沿海 地 区 , 陆 上 交通 一 般 均 不 便利 ,沿海 各 地 区 之 间 的 联系 以 及 
沿海 地 区 与 外 省 的 联系 主要 依 顿 海运 。 本 省 与 外 省 海上 联系 最 密切 的 是 上 海 \ 江 苏 地 区 ， 
HKLM. | 

宁波 港 是 本 省 最 大 的 港口 七 和 上 海 的 径 济 联系 最 密切 。 从 宁波 污 加 住 上 海 的 电机 
ERI MME MD ABS GRATES. AERA HERE, 
油 \ 布 匹 \ 百 货 等 。 此 外 ,还 有 一 部 分 煤炭 从 长 江 下 游 的 浦口 直接 运 来 宁波 ,从 宁波 直接 运 
往 长 江 下 游 各 港 的 物资 主要 是 竹子 木材、 薪炭、 芦 荐 等 。 宁 涉 与 定海 . 沈 家 门 、 岱 山 、 嵊 
泗 、 象 山 、 石 浦 等 邻近 各 小 港 之 问 船 只 往来 很 频繁 。 办 往 以 上 各 小 港 的 物资 主要 是 糊 食 、 

建筑 材料 和 士 产 。 从 各 小 港 壹 大 的 物 豆 主要 是 水 产 。 宁 波 与 海门 港 、 温 州 港 之 间 也 有 物 
AA (AZBRK. 

温州 港 是 本 省 东南 部 重要 的 港口 。 本 港 的 出 口 物 凑 也 主要 坊 往 上 海 ， 以 稻米 木材。 
LER Ae AK EES HE, ARAM MREBAEK AES. a 
货 等 。 本 港 与 邻近 的 坎 门 、 洞 头 \ 瑞 安 、 获 江口 等 小 港 的 经 济 联系 很 密切 。 沿 海 邻近 地 区 
Ao }R fe th HAW ,水 产 等 多 经 海运 来 温州 港 中 转 , 由 本 港 运往 以 上 各 地 的 物资 主要 是 建筑 
材料 、 柴 炭 、 肥 料 \ 百 货 等 。 此 外 ,本 港 与 装 东 各 港 之 问 也 有 小 规模 的 经 济 联系 ， 罗 丰 以 木 
材 、 红 糖 为 主 ; 远 出 多 为 日 用 百货 。 

灵 江 口 的 海 困 港 除 与 上 海 直 接 联系 外 ,与 宁波 及 衣 山 地 区 各 小 港 的 经 济 联 系 也 较 多 。 
HH DUR AC AE ERE ACR ARR IO th E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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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BRK, AEA RARAMRE. 1950 42% ARES AB 
2,390 到 里, 1958 年 已 增 至 7,500 多 公里 ,， 比 1950 年 增长 了 2 倍 多 。 新 修 公 路 主要 分 布 

在 丘陵 幅 区 ,对 于 开发 山区 轻 济 有 重大 意义 , 现 公 省 各 县 除 海岛 和 河 网 密集 地 区 外 ， 均 有 
公路 可 通 ,而 且 几 乎 全 部 铺 有 低 航 路 面 , 晴 雨 无 阻 。 

杭州 是 本 省 公路 网 的 中心 ， 杭 州 一 上 海 、 杭 州 一 南京 .杭州 一 屯 深 、 杭 州 一 淳 安 、 杭 
州 二 临海 一 温州 等 几 条 公路 干 缆 从 这 里 放射 而 出 。 
杭州 一 上 海 、 杭 州 一 南京 、 苏州 一 嘉兴 一 潮州 等 省 际 路 线 为 本 省 北部 地 区 的 主要 及 路 

巷 。 从 杭州 通 往 上 海 的 公路 沿 杭州 湾 北岸 边 称 修 筑 , 与 沪 杭 铁路 大 致 平行 ,目前 只 杭州 一 
乍浦 间 有 客 、 货 往来 ,货运 多 系 短 途 。 杭 州 一 南京 线 以 客运 为 主 , 现 有 长 途 客车 往返 ,但 全 
程 直 大 的 旅客 较 少 ;和 宜兴、 长兴、 湖州 \ 塞 等 地 所 上 旅客 较 多 。 另 从 长兴 向 西 有 公路 通 往 

BE, 宣 城 , 从 撼 塞 向 西北 有 支线 通 至 孝 丰 ,以 上 二 和 线 的 客 货运 量 均 不 小 。 苏州 一 嘉 
兴 二 湖州 绪 也 以 客运 为 主 ,但 本 省 与 苏州 之 间 旅 客 来 往 不 多 ;而 在 湖州 一 嘉兴 之 间 客 运 却 
很 频 擎 ,从 湖州 地 区 去 上 海 的 旅客 多 走 此 和 线 至 嘉兴 换 火 车 。 

“其 杭 刑 向 西 经 于 洲 到 市 漆 以 及 从 于 湾 到 宁国 的 公路 是 本 省 与 皖南 的 联系 继 ， 也 是 从 
杭州 通 往 天 目 山 地 区 的 重要 交通 继 , 客 货运 均 多 。 从 皖南 去 上 海 的 旅客 均 走 此 线 。 经 此 绫 
向 杭州 诅 向 运 埠 的 物 痢 主要 是 皖南 的 茶叶 及 省 内 沿线 各 县 的 类 食 .木材 、 HR LB, 
EMS BES MA, EIA. 
JAS OEE ELA SEO ARE, AT Te 

Hk, HPESRAL 、 新 安江 水 路 平行 ,货运 不 多 ， 经 公路 直 运 杭州 的 物 而 主要 是 淳 安 
的 茶 呈 和 富阳 的 部 分 士 纸 、 征 食 。 客 运 意义 天 于 货运 。 新 雪 江 水 电站 的 开工 修建 使 客 货 
运 量 激增 ,将 来 水 电站 建成 以 后 , 淳 安 境内 的 公路 将 彼 水 库 湾 没 , 为 水 运 所 代替 

从 杭州 向 东南 经 营 娥 、 临 海 至 温州 的 公路 穿 经 省 办 广大 地 区 , 客 货运 量 均 大 。 但 各 段 
的 运输 情况 有 很 大 不 同 。 温 州 至 临海 段 , LARD. MER AES TTR ALE Reta 
灵 江 和 曹娥江 两 流域 ,货运 量 较 大 ,天 人 台 的 毛猪 茶叶 和 士 产 多 走 公路 北上 (有 一 部 分 去 宁 
波 )。 呈 县 至 昔 娥 段 与 曹娥江 平行 ,笨重 物资 大 部 分 走 水 路 ,毛猪 茶叶、 烟叶 ̀ \ 委 昔 等 多 走 
BG. CREAN SARE, AKG RRM BS WE A, FL INS 
短途 运 量 较 多 。 本 禾 客 运 临 海 一 温州 间 多 为 短途 ,临海 一 杭州 间 有 长 途 直 达 的 旅客 ,但 多 
数 在 昔 娥 痪 乘 火车 。 从 临海 天台、 嵊 县 等 地 去 外 省 的 旅客 , 均 进 出 此 线 。 
Pkt RES, 与 临海 一 温州 公路 过 贯 , 客 货运 量 大 于 临 温 疙 。 奉 化 

的 范 食 毛竹、 木材 、 某 类 和 象山 的 部 分 水 产 经 公路 北 运 宁波 。 
金华 一 丽水 一 温州 线 现 为 省 内 最 重要 的 公路 干线 。 温 州 地 区 ( 朗 三 江 流域 ) 主 要 依 邓 

此 继 与 内 地 联系 。 货 运 量 占 全 省 第 一 位 。 解 放 初 ， 本 和 线 只 从 金华 通 至 丽水 ,1953 年 才 从 
丽水 通 至 温州 。 在 海运 受 敌 人 封 镇 时 期 ,温州 地 区 的 处 运 物资 均 径 虞 江水 路 运 至 丽水 ,再 
META He AE SESE KW, 1955 年 海运 由 通 以 后 ,温州 地 区 的 外 运 物 春 多 经 水 路 集中 温 
州 出 海 , 从 温州 去 华中 、 华 南 的 雨 任 、 屏 纸 、 瓷 砖 等 物资 仍 走 金华 中 转 。 金 华 一 丽水 段 公 路 
沿线 货运 很 多 , 运往 金华 的 物资 , 主要 是 永康 、 武 义 的 碑 石 、 沿 线 的 犯 食 和 从 丽水 来 的 木 
材 ; 从 金华 下 运 的 物 关 主要 是 布 正 百货 .肥料 等 。 下 行 运 量 只 及 上 行 运 量 的 1/5 。 本 巷 
客运 也 很 多 , 且 多 长 途 运 输 ， 从 温州 地 区 到 杭州 或 外 省 去 的 旅客 ,多 走 这 条 公路 。 金 华 一 
温州 铁路 建成 以 后 将 代替 金 温 公 路 的 现 有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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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IEA KBR, RE — BK AEE 
Pices tar cae tS aR Ls A A I, 
Gi. ARAL ERA. 

(五 ) 经 济 地 理 分 区 
FEHB HEAR UR] RS EE ARE RASTER, BBB BA TEAL, 浙 东 北 、 浙 东 南 、 

Fai a SS HES EK. 

1. 淅 西北 地 区 

浙 西北 地 区 包括 413 BAIN BM WINS KARR RE, RRR 
丰富 ， 工 业 基 础 稻 较 好 ， 是 至 省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较 高 的 地 区 。 伍 从 自然 条 件 和 经 济 特征 来 
看 ,区 内 杭嘉湖 平原 和 西南 的 丘陵 地 区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图 34 浙江 省 行政 区 划 及 泛 济 地 理 分 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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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嘉湖 平原 地 势 低 衍 ; 地 面 坡度 一 般 不 到 2"， 沿 杭州 湾 一 带 略 为 高 起 ;太湖 附近 比 

“ 规 低 洼 。 这 里 士 层 深厚 ,质地 匀 粗 , 耕 星 历史 已 很 入， 土壤 均 为 水 稻 士 ， 肥 力 较 高 。 平 原 

上 ,水 田 密布 ,人 工 河 渠 检 横 交 错 , 田 边 河岸 , 圩 塌 相 连 , 长 达 数 万 公里 ,是 我 国 著名 的 河 网 

地 带 ,江浙 、 航 运 均 极 便利 ,农业 发 达 , 素 称 " 鱼 米 之 岁 "。 但 由 于 地 势 低 , 河 道 比 降 极 微 ,十 

季 河 水 受 太 湖 和 黄浦 江水 的 顶 托 , 宣 泪 不 惕 ,容易 造成 内 渤 ， 尤 以 东西 车 滩 下 游 内 小 威胁 

_ 最大。 解放 以 来 , 除 培 修 圩 坦 海 塘 , 疏 滩 河 道 以 外 ,还 在 东 \ 西 车 滩 下 游 进行 了 导 流 太湖 工 

。 程 。 今后 随 着 东西 车 滩 上 游 水库 的 兴建 及 机 械 排 灌 的 大 发 展 ;杭嘉湖 平原 可 以 次 正成 为 

“ 旱 洲 无 忧 ”的 地 区 。 
杭嘉湖 平原 人 口 稠密 ,农村 劳动 力 较 多 ,耕作 水 平 较 高 ， ewe, (i FAIR 

JB TYE ket, AER, RISE AUER, RPO ROR. HEI PR 
ll Sey EAT, BE SH PR AE A, HE EAA SAR ES. 

杭嘉湖 平原 是 本 省 主要 的 糊 食 产 区 ， 向 有 “浙江 谷 仓 " 之 称 。 这 里 的 钴 食 作 物 以 水 稻 
HE, 其 中 单 季 晚 粳稻 的 种 植 面积 最 大 ， 狗 占 水 稻 面 积 60 多 以 上 。 单 季 晚 熄 种 植 较 多 的 
原因 :一 方面 是 由 于 这 里 的 土 层 深厚 ,土质 肥沃 ,水 源 、 肥 源 充足 ,对 晚 粳 生长 很 有 利 , 单 位 

面积 产量 很 高 ; 另 一 方面 是 由 于 本 区 香 桑 业 发 达 , 农家 多 以 养 香 为 副业 , 种 植 晚 重 和 养 委 
业 在 农时 上 不 致 发 生 矛盾 。 双 季 稻 的 产量 更 高 于 单 季 晚 粳 ， 但 劳力 安排 比较 紧张 。 解 放 
以 来 ,在 合作 化 的 基础 上 ,水 渐 推 广 了 双 季 稻 的 种 植 , 1957 年 种 植 面积 已 相当 于 晚 疙 的 一 

PEA 
“USER A5-HE HAL TD Ss LARA , SEA ROK-BES OMEN RIM, Fe 

REAKEER. 全 区 现 有 和 桑 园 面积 100 余 万 雷 ， 多 是 小 片 地 散布 在 水 田 之 间 。 桑 园 最 
集中 的 是 湖州 吴兴、 德清 一 带 ， 这 里 狗 有 70 多 是 纯 桑 园 ， 300 EERE, MELB 
致 ;单位 面积 产 叶 量 较 高 ， 养 乔 户 占 农 户 80 多 以上。 嘉兴 \ 桐 乡 、 海 宁 、 平 湖 、 长 兴 等 县 狗 
KSPR MRA (ey, BOHR, REAM AE BRAM 50 一 60 罗 。 太 湖 流 域 

晚 粳 地 区 夏秋 田间 劳动 较 紧 张 , 养 委 多 利用 春季 农 开 时 候 , 春 划 收 太 为 当地 农民 最 重要 的 
副业 收入 ， 对 于 当地 农民 的 经 济 生活 关系 很 大 。 解 放 以 来 太湖 流域 番 桑 生产 不 断 恢 复发 

展 。 平 原 地 区 由 于 现 有 和 桑 园 已 相当 集中 ,今后 发 展 不 在 于 扩大 桑 园 面积 而 在 于 补 植 缺 株 ， 
洽 灭 不 合理 的 间作 ;加 强 桑 园 培育 管理 ,改进 养 委 技 术 ， 忆 提高 单位 面积 的 产 叶 量 和 每 张 
委 种 的 产 茧 量 。 丘 陵 地 区 由 于 基本 上 不 存在 与 类 食 重 地 的 问题 ,还 可 以 大 量 扩大 新 桑 园 。 

杭州 湾 沿 岸 质地 朴 松 的 沙 坏 士 地 带 是 黄麻 和 棉花 的 重要 产 区 ， 黄 麻 分 布 特别 集中 在 
莆 山 、 海 字 二 县 ,其 种 植 面积 占 全 省 一 牛 以 上 。 棉 花 种 植 以 平湖 、 海 宁 二 县 较 多 。 一 般 都 

”是 春花 收割 以 后 种 植 麻 、 棉 ,一 年 两 熟 。 
桐 光 县 是 本 省 获 叶 的 主要 产地 ,所 产 晒 烟 除 供 省 内 及 上 海 需 要 外 ,还 出 口 国 外 。 但 这 

里 烟叶 多 在 桑 园 中 间作 ,日 照 不 足 , 产 量 较 低 , 一 般 也 和 春花 换 茬 。 
杭嘉湖 地 区 最 主要 的 春花 作物 是 油 玉 ， 其 次 是 小 麦 和 委 豆 。 和 神 植 这 些 春花 作物 除了 

为 本 区 提供 油料 和 并 食 以 外 ;油菜 ̀ \ 委 豆 还 可 以 起 恢复 地 力 的 作用 。 烁 肥 的 种 植 面积 也 很 
”大 ,有 利于 水 稻 、 麻 、 棉 等 主要 作物 的 高 产 丰收 。 

BBA LAT BIE A AEF o EE BEA Th TEREST, BE, HD UN, 湖 

也 浙江 统称 小 麦 、 大考 、 油 薪 、 笃 豆 等 冬季 作物 为 春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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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RPE SOLA, SHB, TLR. 
区 #AMAFRHABRAKE KEMABKENTR APES, TAKARA, 

2634 RAG KR IRA ER ISAK, HES, TORRE AE, 最 宜 于 拼 制 女 

KK, 因此 一 向 赐 销 于 国外 。 

At BaP A a a, 淡水 鱼 养 殖 业 很 盛 。 可 供养 殖 的 水 面 共 有 70 多 万 亩 ,其 

中 内 塘 10 余 万 雷 ， 外 落 60 余 万 雷 。 吴 兴 以 内 塘 养 殖 为 主 ， 嘉 兴 、 德 清 必 处 萝 养 殖 为 主 。 

oc a wa 除 供 本 省 20 余 县 外 ,还 外 销 邻 知 。 现 区 An) ee 4 

PRIK FRBNY Fe EYE FI IEIRK 9 

在 与 杭 彭 湖 平 原 毗 邻 的 丘陵 山区 ,大 部 分 海拔 高 度 在 400 米 左右 ;只 富 春 江 、 Hae ee 
RE AIS AB AE. EE LL He ALE, DH Re, SEA BEE 
BAMA EE RAPS BALA AA APE, EAT HE 
Go HRT KERHENRA, SRA AAEM, ser WF zk CU Sy) 

SAE AF KR), ROR AAA | 印 干枯 见 底 , ik ok, 
MMSE, PEW RASA, GRA, KE 
7 KES RE a, Boe EE LK — Fe AE. (AIEEE, Bi 
Fi BW ALTAIR BRA 9 Pe, AEE AE EK Eo HEIL 
PERAURIC EAA REE AS HK , EA AS HT Fe AH. ZEZKU 
Se PEE SEH) HoLK 05 DAFB ALAS a SE ABE TR SE OR AS BRA, BB PEP BEE 
FP All Fat EK SAELA, WHT RR ABE EX. | 

茶叶 为 浙 西北 丘陵 山区 的 特产 。 茶 园 分 布 主要 在 杭州 市 西部 及 其 邻近 的 临安 、 富 阳 
二 县 境内 ,其 交 是 昌 化 、 桐 庐 等 县 。 其 中 杭州 的 茶园 多 集中 成 片 ,经 营 最 集 狗 ;茶叶 单位 面 

积 产量 高 鳃 全 省 平均 数 的 一 倍 以 上 。 其 他 各 产 茶 县 多 为 雪 星 的 小 块 菜园， 茶园 内 多 间作 

其 他 作物 , BALM AT ABBE 区 内 各 地 所 产 毛 茶 都 运 到 杭州 加 工 精制 ， 产品 全 是 缚 

茶 , 以 杭州 龙井 茶 为 最 著名 。 

昌 化 、 安 吉 一 带 的 天 目 出 山区 竹林 分 布 很 蜜 ,是 浙江 省 重要 的 毛竹 供应 基地 之 AR 

PER SARKEERK, ERMA ES. MoT ROLE AR eS 

较为 重要 。 昌 化 的 山 核 桃 核 仁 蚀 满 , 极 富 油脂 ,为 国内 名 产 , 近 年 来 并 蝎 销 国外 5 死 外 ;条 

区 还 有 箱 于 松脂 .柴火 等 很 多 林 副 产品 。 妆 吉 、 昌 化 临安 等 县 林业 生产 收 大 均 占 访 县 国 

民 经 济 意 收入 的 40 一 50 儿 以上。 

丘陵 由 区 水 草 丰 美 ,大 家 音 蚀 养 较 多 ， 其 中 水 牛 狗 占 五 分 之 三 ， 黄 牛 狗 占 五 分 之 三 

除 供 当地 役 用 外 ,还 支 授 杭 嘉 湖 平原 和 金华 地 区 。 小 家 畜 除 养 猪 外 ,山羊 的 比重 较 大 。 匡 

由 的 青草 和 竹 叶 是 发 展 出 羊 的 有 利 条 件 。 

丘陵 山区 和 平原 地 区 的 自然 条 件 与 农业 轻 济 特 Hi BAILS, {EAE RR 

BRIE ED, eK RADE AR SEE ET EE SEHK 
Bea MSS EAE, SALTER DS I IN SESS, EPR 
Fi ALAR PAM MRED 

浙 西北 地 区 是 浙江 工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 全 区 工业 主要 集中 在 杭州 , 嘉兴 、 湖 州 三 市 。 
工业 生产 与 农业 生产 的 关系 很 骞 切 2 

ERT ARPT HER AR, ARIE, 们 的 发 展 都 是 建立 在 当地 丰富 的 原料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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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 $I BEA, 生产 发 达 , AAR. BRT KSRHALABRET , 
DAGON WNT AEE URE. RPA LSPA REP EDU AI BOR, HBB 
APSE. HARE RBI OH, MAAK ATT TES BH Oe Ae 
BREAN. LER ep ea, SUF te UA 
AAG). SeSh, FEWIN SE MET PS A eT). ORS I 
BONS ISHTAR, PAR ABBEY T Bb LAE 2 GR OLE BE ap 
门 。 IN BRIAR) Aa EPA Bie ESS A LY — AP A RE BT 
>, GH , FES SH 

PIN ANE — TG A OW LE AC, HORUS. OB 
生产 数 十 种 高 级 纸张 ,供应 全 国 各 地 的 需要 。 本 区 稻草 、 桑 皮 、 竹 子 等 造纸 原料 极为 丰富 ， 
尽量 利用 以 上 这 些 地 方 资源 ,为 今后 本 区 造纸 工业 发 展 的 主要 方向 。 

”食品 工业 也 相当 发 达 。 但 除 制 茶 以 外 ， 多 只 具有 区 内 的 意义 。 PUR I 
于 全 区 各 县 \ 市 ,广泛 地 为 城市 和 农村 加 工 舟 谷 。 面 粉 厂 玻 在 杭州 ,原料 小 麦 由 区 内 供应 ， 
所 产 面粉 亦 供 区 内 消费 。 机 器 榨 油 工业 主要 分 布 在 杭州 ,嘉兴 \ 湖 州 \ 海 宁 等 地 , 守 机 械 化 

.和 旧式 的 油坊 分 布 志 广 ,以 本 区 所 产 的 油菜 籽 、 棉 籽 \ 大 豆 等 农业 资源 为 主要 棒 油 原料 。 
浙 西 北 地 区 的 机 械 工业 过 去 主要 为 轻工业 和 农业 服务 ,提供 弥 秋 竹 移 机 械 、 苏 巧 积 机 

械 、 销 食 加 工 机 械 、 榨 油 机 、 制 茶 机 、 动 力 机 械 \ 水 泵 \ 水 田 犁 、 打 稻 机 等 产品 。 Aig gg 
随 着 重工 业 的 发 展 , 已 开始 大 批 生 产 冶 金 珊 备 、 电 站 发 备 、 金 属 切 创 机 床 和 制 氧 届 备 
有 机 械 厂 主要 分 布 在 杭州 ， 其 次 是 嘉兴 、 萧 山 等 地 。 rT OMA TEI 
兴建 ,杭州 将 成 为 至 省 最 大 的 综合 性 的 机 械 制 造 中 心 。 

”钢铁 工业 完全 是 近年 来 新 兴 的 部 门 。1957 年 才 开 始 在 杭州 兴建 钢铁 厂 , 现在 杭州 的 
钢铁 工业 已 初 具 规模 。 湖 州 也 已 建立 了 小 型 钢铁 厂 。 所 需 矿 石 全 部 由 区 内 长 兴 和 平 .杭州 
于 林 壤 等 矿 供应 。 长 兴 的 耐火 材料 厂 可 为 钢铁 工业 提供 耐火 材料 。 只 有 煤炭 目前 从 有 地 
于 外 省 。 但 长 兴 煤 山 的 周围 是 浙江 炬 总 较 丰 富 的 矿区 ， 现 除 了 小 煤 赛 开 采 外 ,正在 积极 兴 : 
建 现代 化 的 矿井 。 

浙 西北 地 区 的 化 学 工业 也 在 全 省 占有 重要 地 位 。 ea ta lilo 
AMET - DARA, FARA EP Eh SPREE eT 
占 比 重 较 大 。 

浙 西 北 地 区 水 陆 交 通 均 很 方便 ,尤其 是 杭嘉湖 平原 , 河 网 密集 , 水 运 具有 特别 重要 的 
EM, 几乎 各 县 各 乡 均 可 通航 ,与 上 海 . 江 苏 的 水 上 联系 也 极为 密切 。 沪 杭 铁 路 与 浙 闹 铁 
路 宅 过 境内 ,它们 是 与 全 国 各 地 联系 的 主要 交通 干线 。 BAIA EBM 长 兴 去 安徽 的 
途 路 也 已 开始 兴建 。 
.杭州 市 ”杭州 是 浙江 省 的 省 会 。 位 于 钱塘 江北 岸 ,大 运河 的 南端 , 沪 杭 铁路 和 浙 闽 铁 

路 在 此 连接 ,公路 四 通 八 达 , 交 通 便利 ,工商 业 发 达 , 是 全 省 的 政治 、 轻 济 、 妇 化 中 心 。 市 西 
有 美丽 的 西湖 ,为 世界 著名 的 游览 地 。 

杭州 是 我 国 历史 上 的 名 城 。 古 称 钱塘 县 ， 至 隋 代 (公元 6 世纪 未 ) 始 称 杭 州 。 唐 贞观 
年 间 ( 公 元 7 世 和 )， 杭 州 已 发 展 成 为 拥有 11 万 人 口 的 天 城市 。“' 屋 梳 20H, FES 万 
2” ,可 为 当时 繁华 情况 的 写照 。 五 代 时 ,杭州 为 吴越 国 的 国都 , 鲁 大 兴 士 木 , 今 杭 州 的 名 
EG RAS EARNER PRO, 12 世纪 时 南泉 皇朝 为 逃 避 金 人 的 入侵， 迁都 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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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M), BaF 2 SEPT Dt A Fs EAA SK HUN IESE BE, AR 
展 至 百 万 以 上 。 帝 国 主义 侵入 中 国 以 后 ,杭州 开 姑 成 为 主要 供 殖民 主义 者 、 官 傣 、 买 办 、 地 
主 ̀ 资 本 家 等 游乐 玩赏 的 地 方 , 一 直到 解放 前 夕 , 杭州 是 一 个 典型 的 守 封 建 牢 殖民 地 的 消 
费城 市 。 解 放 后 城市 的 性 质 和 面貌 已 发 生根 本 的 变化 。 人 民 的 杭州 正在 按照 社会 主义 城 
市 的 总 体 规划 过 速成 长 , 工 且 开始 由 消费 城市 向 生产 城市 飞跃 过 渡 。 

过 去 杭州 重工 业 的 基础 很 差 ， 只 有 一 些 制 千 简单 产品 的 小 型 机 械 厂 。 近 年 来 机 械 工 
业 有 了 很 大 发 展 ,正在 成 批 兴建 的 规模 较 大 的 机 械 厂 投入 生产 以 后 ,杭州 将 成 为 向 全 省 提 
供 多 种 多 样机 械 产品 的 机 械 工业 中 心 。 新 建 的 守山 钢铁 厂 和 并 林 埠 钢铁 厂 ， 除 了 供应 本 
市 机械 于 业 所 导 的 入 岂 属 科 以 并， 还 将 支 授 全 省 和 中 ”化 学 工业 的 六 吉庆 有 全 加 和 
长 。 杭 州 不 久 将 发 展 成 为 浙江 省 的 重工 业 基 地 。 

解放 前 较 有 基础 的 轻工业 部 门 世 有 了 进一步 的 发 展 。 杭 州 早 就 是 我 国 最 大 的 秋 移 工 
业 中 心 之 一 。 正 在 兴建 的 近代 化 的 炎 碎 染 联合 工厂 ,将 更 提高 杭州 作为 入 移 工业 中 心 的 地 
位 。 炽 锦 是 杭州 入 碎 工业 的 一 个 特殊 部 门 BRA, 风景 ,只 有 艺术 价值 在 国际 市 场 下 
享有 盛 普 , 现 由 都 锅 生 往 锦 厂 集中 生产 。 过 去 杭州 没有 麻 息 积 工业 , 解放 后 , 在 杭州 新 建 
了 一 座 规 模 较 大 、 发 备 完善 的 麻 息 碘 厂 , 成 为 全 国 麻袋 生产 的 最 大 中 心 。 杭 州 也 是 浙江 入 
久 秩 工业 中 心 之 一 ;解放 以 来 已 对 原 有 的 棉纺 积 厂 进行 了 扩建 。 在 食品 工业 各 部 六 中 ,以 
制 茶 工业 为 最 重要 。 新 建 的 杭州 茶 厂 ， 有 国内 最 完善 的 制 茶 设 备 。 杭 州 达 井 茶 为 国内 各 
茶 。 杭 州 的 造纸 工业 已 较 具 规模 ,所 产 各 种 高 级 纸张 ,在 国内 市 场 上 占有 一 定 的 地 位 。 ， 

解放 后 ,本 市 手工 业 的 发 展 也 很 快 , 手工 业 产品 种 类 繁多 , 其 中 移 从 和 剪刀 为 重要 特 
产 , 远 销 国内 外 。 

由 于 杭州 在 交通 位 置 上 外 于 枢 弓 地位， 因此 也 是 浙江 最 天 的 忽 责 集 般 中 心 。 面 北部 
及 钱塘 江 流域 广大 地 区 的 适 食 和 士 特产 等 都 集中 杭州 。 这 些 地 区 所 需要 的 工业 品 、 百 货 
等 也 多 从 杭州 运 去 。 

”杭州 是 浙江 文化 教育 的 中 心 。 现 有 浙江 大 学 、 杭 州 大 学 、 机 械 工程 学 院 、 农 学 院 、 师 范 
学 院 、 美 术 学 院 等 许多 高 等 院 校 ,在 西湖 北面 的 旷野 上 已 出 现 了 新 的 女 教 区 。 

杭州 是 以 西湖 著名 的 游览 城市 。 西 湖 彼 苦 人 称 为 “东方 的 明珠 ”;, 她 的 周围 长 狗 45 有 公 
里 ,面积 狗 5.6 平方 公里 , 南 、 北 \ 西 三 面 环 山 。 湖 中 有 竹山 突起 。 在 孤 山 的 两 喘 有 自 提 和 
苏 坦 ,分 西湖 为 里 西湖 和 外 西湖 。 湖 中 有 湖 心 亭 等 名 且 。 环 湖 奉 山 间 , HRMS, WH 
Ri, WR LASERS Se AWS METRE ARESS VOOR, 
ARB, iN re EL Be ES WHA EB RE Sn, HP PE Be BE , 

都 已 收 归 人 民 所 有 , 改 为 劳动 人 民 的 休养 所 、 疗 养 院 或 游 览 区 。 同 时 还 新 修了 不 少 园 林 和 
具有 民族 风格 的 建筑 物 。 湖 中 多 年 沉积 的 洽 泥 已 进行 了 大 规模 的 疏浚 ， 使 湖水 更 加 清澈 
可 爱 ， 空 所 更 加 清新 宜人 。 游 客 在 逐年 增加 ， 现 每 年 从 各 地 来 杭州 休养 和 游览 的 为 数 狗 
10 余 万 人 。 

嘉兴 市 ”位 于 杭嘉湖 平原 河 网 地 带 的 东北 部 , 西 靠 大 运河 ,有 沪 杭 铁路 径 过 ,是 上 海 、 
杭州 之 到 较 大 的 工商 业 城 市 。 

嘉兴 市 的 工业 以 轻工业 为 主 。 市 内 的 民 丰 造纸 厂 是 我 国 建立 较 早 、 规 模 较 天 的 造纸 
厂 之 一 ， 其 主要 产品 知 烟 纸 供应 全 国 各 地 矢 烟 工业 的 需要 。 其 他 较 重 要 的 还 有 机 械 、 
hk AB AE RA SHR HOR 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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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 市 是 附近 海宁 、 桐 乡 \ 德 清 等 县 的 物资 集散 、 转 运 的 中 心 。 BISA 
多 经 水 路 集中 嘉兴 再 瑟 运 上 海 , 砖 碗 ` 石 料 ̀  柴 败 \ 水 果 等 物 商 也 大 部 分 转运 上 海 ,小 部 分 
运往 苏 南 各 城市 。 工 业 品 多 由 上 海 、 杭 州 和 苏 南 各 城市 经 铁路 与 水 路 运 至 嘉兴 市 再 转发 
4 ‘ 

嘉兴 市 南面 的 南湖 ,风景 很 秀丽 , SK BH IE KRAEBRRKS, 是 
有 历史 意义 的 革命 纪念 地 , 现 为 本 市 人 民 假 期 游览 休息 的 场所 。 
”湖州 市 “位 于 杭嘉湖 平原 水 网 地 带 的 西北 部 ,靠近 太湖 南岸 。 周 围 土地 肥沃 ,农业 发 

达 , 为 稻米 甜 桑 的 集中 产 区 。 市 内 工业 以 娄 和 经 移 为 主 , 其 次 为 研 米 工业 。 近 年 来 已 兴 
。 建 了 若干 小 型 的 钢铁 机械、 化 学 等 厂 。 

WU THAIS BA AAA, BKM RH SAAR EER 
材料 (石料 、 黄 沙 ) 等 多 经 本 市 直 运 上 海 ,或 经 本 市 转运 苏 南 各 城市 。 由 长 兴 供应 杭州 的 煤 
爱 、 铁 矿石 :而 火 材 料 等 物资 也 都 径 过 湖州 。 本 市 和 邻近 各 县 所 需 的 工业 品 ; 多 从 上 海 \ 杭 

“ 州 和 苏 南 各 城市 经 水 路 运 来 湖州 ,再 转运 各 地 。 

2. 浙 东 北 地 区 

浙 东 北 地 区 东 滨 东海 , IONS, 包括 9 BTR MMO, KBE 。 

发 最 早 的 地 区 ,现在 也 是 全 省 经 济 比较 发 达 的 地 区 。 这 里 类 食 、 棉 花 和 茶叶 生产 在 全 省 占 
有 重要 地 位 。 党 海 渔业 很 发 达 。 工 业 发 展 水 平 在 全 省 仅 艾 于 西北 部 地 区 。 

浙 东 北 地 区 的 北部 沿 杭 州 湾 一 带 为 20 KOA PAZ, MOTTE ERD, 地 表 为 疏松 

的 冲积 层 所 盖 复 ,平原 上 河渠 锥 横 交 错 , 密 如 蛛网 ， WEE, 是 浙江 主要 的 水 稻 \ 棉 花 产 
区 。 南部 为 会 稽山 .四 明山 .天 台山 扩 构 成 的 广大 丘陵 山区 ,海拔 高 度 一 般 在 200 一 4000 米 

之 间 , 地 面 坡度 一 般 在 20—30° SAH, 山 间 林木 繁茂 , 河流 滩 谷 两 岸 水 田 密 布 , 农 、 林 产品 
和 士 特 产 均 很 丰富 。 东 部 沿海 海岸 线 极 为 曲折 ,沿岸 岛屿 罗列 ,港湾 很 多 ,海上 交通 方便 ， 
IF? SE EKA BABES. | 

浙 东北 气候 温暖 ,再 量 充足 , 对 于 农业 生产 很 有 利 , MEL RA UA 
的 台 凤 和 暴雨 对 于 农作物 的 威胁 也 很 大 。: 解 放 前 ， 全 区 常年 受 旱 人 的 面积 广 达 300 多 万 
雷 , 主 要 在 丘陵 山区 ; 洪 小 面积 也 有 数 十 万 雷 ， 主 要 在 曹娥江 和 浦 阳 江 的 沿岸 地 区 。 解 放 
以 来 党 和 人 民政 府 俩 导 当 地 农民 大 兴 水 利 。 在 丘陵 山区 与 岛屿 地 区 修建 了 大量 的 山 塘 和 
牛 小 型 水 产 ， 在 浦 阳江 .曹娥江 的 两 岸 培 修 了 江 堤 ， 兴 建 了 防洪 工程 ; 旱 适 伙 咯 已 大 大 沽 

， 志 。 全 区 现 有 耕地 面积 中 水 田 揭 占 76%。 灌 浙 方式 除 自流 灌 浙 外 ， 过 去 多 靠 人 力 抽水 ， 
近年 来 机 械 抽水 灌 浙 已 有 很 大 发 展 ,预计 在 较 近期 内 即 可 全 部 实现 灌 新 机 械 化 。 

本 区 农业 生产 的 水 平 也 不 亚 于 浙 西 北 地 区 。 叛 食 、 棉 花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还 高 于 浙 西 

北 地 区 。 这 里 各 肥 种 植 面积 狗 占 全 省 40 多 ,为 全 省 迷 肥 种 植 最 多 的 地 区 。 施 用 商品 肥料 

比较 普 沁 , 特别 是 北部 产 棉 区 ,商品 肥料 施用 更 多 。 复 种 指数 也 很 高 , 评 行 双 季 称 、 春 花 三 

Bhi, | 
RE ER AEA RMR HE, LA 100 多 年 的 历史 ,但 在 反动 

PA MME AL LRA MRA AS ERE AI Ra ALT 
FARA SKE, WEP PASS A, FARES RE hE 
#4, 76 1957 年 全 区 已 有 60% ARIK PHA, PSE SHIPPERS L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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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双 季 称 主要 分 布 于 北部 平原 地 区 ,但 南部 丘陵 山区 随 着 水 利 的 兴修 ， 双 季 稻 的 发 展 

也 很 快 。 

单 季 跪 簿 稻 过 去 主要 分 布 在 绍兴 县 的 河 网 地 区 ,近年 来 由 于 双 季 稳 的 推广 , 河 网 地 区 

晚 粳 种 植 已 减少 ,但 过 去 以 种 植 中 和 稻 为 主 的 丘陵 地 区 却 大 量 发 展 了 晚 粳稻 。 

BREK SAW. BtSALBRRE, KAAPRESHMEDOPAAAS. 

ENG ALP AL FEDS, 均 种 一 季冬 作 ( 春 花 )， ene Wiraeree EARS TE DAKE 

AB EFAS. 

MiFRALEO AEA RE, BIEL, FAM LLWATEIREE, mn 
器 研 米 厂 已 逼 布 全 区 各 县 市 和 主要 集 锁 。 面 粉 厂 主 要 分 布 在 宁波 、 绥 兴 二 地 ,由 于 本 区 小 
麦 种 植 较 少 ,面粉 的 生产 规模 受到 限制 。 

棉花 是 浙 东 北 最 重要 的 经 济 作物 , 棉花 产量 占 全 省 20% EA. 棉田 主要 分 布 在 杭 放 
PS EE ME Sek, LRH, 而 以 枇 滩 县 的 棉田 为 最 集中 。 此 外 , 在 东部 字 波 、 象 
出、\ 舟 由 的 沿海 也 有 棉田 分 布 。 棉 区 的 土质 多 为 疏松 的 粉 沙 士 , 透水 性 较 强 , 适 于 穆 花 的 
生长 ,但 梅雨 伏旱、 台风 和 过 多 的 秋雨 均 对 棉花 发 生 不 利 影响 ,因此 本 区 的 自然 条 件 对 于 

， 棉花 生产 并 不 那么 理想 。 然 而 由 于 当地 棉农 植 棉 轻 验 丰 富 ， 在 党 的 俩 导 下 积极 与 自然 锋 
SHAT, FRESE, 棉花 的 产量 很 高 , 早 在 1957 RRB 50 多 万 亩 棉田 亩 产 
皮棉 就 已 超过 100 斤 , 创 大 面积 棉花 丰产 记录 , 不 仅 在 我 国 南方 两 熟 棉 区 是 首屈一指 ;就 
是 和 北方 一 数 棉 区 上 比较 ,也 是 很 突出 的 。 

本 区 所 产 棉花 大 部 分 供应 上 海 , 小 部 分 供应 区 内 。 区 内 棉 生 积 厂 主 要 集中 在 宁波 ,此 
SERED DT), 在 锁 海 有 小 型 钞 厂 , 余姚 \ 嵊 县 等 地 有 手工 积 布 工场 。 本 区 现 有 
的 纱 厂 融 备 较 陈旧 ,以 纺 粗 支 纱 为 主 , 而 本 区 所 产 棉花 大 部 分 为 租 荆 棉 ,用 于 和 纺 粗 支 纱 不 
很 合理 ,因此 今后 将 还 渐 扩 充 秋 纱 改 备 , 适 当 提 高 纱 支 。 
黄麻 的 种 植 解放 后 才 开始 推广 ， 现 主要 分 布 在 杭州 湾 南 岸 平 原 的 加 兴 和 上 虞 二 县 。 

这 两 个 县 的 黄麻 单位 面积 产量 亦 为 全 省 最 高 ， 所 产 几 乎 全 部 运往 杭州 。 此 和 外 在 象 了 、 天 
人 台 、 衣 出 \ 奉 化 \ 败 县 等 县 的 丘陵 山区 ,还 种 植 不 少 芋 麻 ,这 里 是 全 省 主要 芝麻 产 区 之 一 : 产 
品 多 供 区 内 沿海 渔民 辐 积 渔网 之 用 , ARERR, PSHELERE ORS 
陵 山 区 大 量 发 展 。 

油料 作物 以 油菜 籽 上 比重 较 大 , 旋 是 本 区 主要 的 春花 作物 之 一 , 主要 分 布 在 北部 平原 ， 
尤 久 络 兴 种 植 最 多 。 花 生 的 种 植 很 普 副 ,但 种 植 面积 大 不 ,产量 以 呼 县 较 多 。 除 油 荣 和 籽 和 
花生 外 ,棉籽 也 是 本 区 重要 的 油料 责 源 。 现 有 的 机 榨 油 厂 主要 分 布 在 宁波 、 帮 兴 ̀  巷 次 嗓 
Bo TR RRO AE, BAAR TT Hh 

Ot WL, 上 眶 一带 的 会 稽山 和 四 明山 山区 是 浙江 四 大 产 茶 区 之 --， 即 著名 的 下 
水 茶 区 。 公 区 现 有 茶园 面积 30 多 万 亩 ,毛茶 产量 占 全 省 总 产量 的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 大 部 分 
茶园 间作 送 食 作物 ， 单 位 面积 产 茶 量 较 低 。 过 去 全 区 均 产 和 茶 ， 解 放 后 为 满足 出 口 的 需 
BM CSPOT, 多 集中 加 兴 制 茶 厂 精制 加 工 。 但 账 县 上 眶 一 带 仍 为 

缘 茶 产 区 ,以 嵊 县 三 界 的 机 制 茶 厂 为 加 工 中 心 , 所 产 茶叶 入 称 " 珠 茶 。 

浙 东北 的 蚕桑 生产 有 一 定 历史 基础 ,自然 条 件 也 适 于 养 委 ,， MRK BR, 现 有 
又 园 主 要 分 布 在 浦 阳江 和 曹娥江 两 岸 的 丘陵 山区 ， RET ROR REDS, 二 县 均 
建 有 小 型 闲 竺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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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F HERA BE LL KHER AM KIL = HEE ,对 外 交通 志方 便 , 成 材 的 森 宁 
多 已 砍伐 。 现 有 的 森林 大 部 分 是 解放 后 营造 或 据 育 更 新 而 成 的 。 因 此 ， 全 区 森林 面积 中 
幻 年 林 所 占 上 比重 高 达 75 和 以 上 ,木材 蕾 积 量 不 大 。 除 松 、 杉 外 , 榨 树 也 是 本 区 主要 树种 之 

二， 它 是 造船 用 的 良材 ， 在 嵊 县 ̀ 奉 化 \ 宁 波 等 地 均 有 雳 星 分 布 。 竹林 主要 分 布 在 四 明山 
区 ;奉化 为 最 多 。 林 区 的 主要 产品 现 以 竹 \ 木 .柴火 、 毛 箱 等 为 大 宗 。 族 二 的 香 楼 为 国内 
少 有 的 特产 。 长 期 荒 敬 的 油茶 林 正 在 积极 恢复 发 展 ,今后 将 以 天 台山 山区 为 发 展 重点 。 

 ，， 浙 东北 沿海 渔业 非常 发 达 ; 全 区 有 海洋 渔民 20 多 万 人 ,主要 集中 在 舟山 与 象山 二 县 。 

解放 以 来 随 着 瀑 民 的 合作 化 和 公社 化 ,机 由 省 船 日 舍 增 多 ; 渔 业 生产 力 已 大 大 提高 。 过 去 
只 以 冬 汛 和 夏 汛 为 渔业 生产 季节 ,现在 春 讯 和 秋 汛 时 期 也 多 下 海 捕 急 。 冬 汛 以 带 甸 为 主 ， 
夏 讯 以 天 黄鱼 和 墨鱼 为 主 , 春 讯 以 小 黄鱼 为 主 , 秋 汛 以 杂 刍 及 海 拟 为 主 。 夏 讯 的 产量 狗 占 
全 年 总 产量 的 70 多 。 HEME BLAS AIT LUE AGRA. RACK, RW CAN). KR 
1) MLL SEATS LE TH IR EERE, ES AES. HEMET UAE 
FRA DUK ASE IA BH, — AREA HIS SR API A ER 
ABV ORL AB EEE RH, EET RF AR VERA ERE. 
ANAS 0 

沿海 一 带 海 涂 分 布 很 广 ， 海水 养殖 业已 有 一 定 基础 , FB Ke Eo Ta 
著名 。 但 目前 本 区 已 开辟 利用 的 海 涂 面积 还 不 到 1/3, 因 此 今后 发 展 海水 养殖 业 的 前 途 舍 
BASH. 

7S REBT, YORI ROR. BRIO Md 量 最 大 的 
BONE HK ERB, CBO SRILA RPO RP OPO, fe, 

| FERE REE EIS: SE ATES. BIT REINA bee RL ETH. 
WAR AC SE ET VEE. LIN SS HE SUR EAR Eh Py WALI AEDS, 7 he 2 AP 

”以 上 ,舟山 涯 岛 的 贷 山 盐场 亦 为 全 省 三 大 盐场 之 一 。 本 区 所 产 之 盐 供 应 省 内 各 地 ;并 有 部 
分 销 往 皖南 、 乾 东 , 主 要 供 食用 , 渔 业 用 盐 也 较 多 ,工业 用 盐 比 重 还 很 小 

在 浙 东 北 地 区 的 工业 构成 中 食品 工业 和 纺织 工业 占 稻 大 比重 ， 重 工业 比 浙 西 北 地 区 

更 为 落后 。 解 放 以 来 机 械 工 业 有 了 志 大 的 发 展 。 宁 波 的 动力 机 械 ( 紫 油 机 ) 生 产 已 在 全 省 
占有 重要 地 位 。 宁 波 的 机 械 工 业 及 区 内 各 县 新 建 的 小 型 机 械 厂 还 为 本 区 农业 生产 提供 大 
量 新 式 农具 和 农业 机 械 。 本 区 海运 便利 , OWA, 所 需 运 输 船 舶 及 渔船 数量 很 大 ,造船 

， 业 有 很 天 发 展 前 途 。 区 内 现 有 宁波 船厂 和 背山 船厂 生产 渔船 。 
解放 后 在 兴 沈 渚 发 现 了 磁铁 矿 ， 这 是 浙江 省 新 发 现 的 较 大 铁 矿 之 一 。 现 在 已 在 胃 

兴建 立 了 钢铁 厂 , 其 规模 虽 不 很 大 ,但 在 省 内 仅 灾 于 杭州 的 钢铁 厂 。 钢 铁 工 业 从 无 到 有 的 
发 展 对 于 改变 本 区 重工 业 的 落后 面貌 有 重大 意义 。 

. 本 区 东部 沿海 及 岛屿 地 区 海上 联系 频繁 ,北部 宁 络 平原 内 河 航运 发 达 , 南 部 丘陵 山区 
主要 依靠 公路 联系 。 解 放 后 萧 甬 铁路 的 修 通 ， 把 本 区 最 大 的 海港 宁波 和 内 地 密切 地 联系 
起 来 ,成 为 横贯 本 区 的 运输 大 动脉。 

宁波 市 位 于 甬江 两 天 源流 一 一 姚 江 ( 四 明江 ) 和 地 江 (奉化 江 ) 的 汇 菠 处 ， 焉 海口 狗 
20 PAE, 依靠 甬江 航道 与 外 海沟 通 , 河 、 海 航运 均 很 便利 , 是 浙江 省 的 重要 港口 。 新 建 
的 萧 甬 铁路 以 这 里 为 区 点 ,可 与 全 国 各 地 紧密 联系 , 交通 位 贰 优越 , 现 为 东北 部 地 区 最 大 
的 经 济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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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 。 从 那 时 起 , 宁波 便 成 为 带 国 主义 者 掠夺 浙江 工业 原料 和 销售 商品 的 市 场 。1931 年 以 
后 ,由 于 浙 闽 然 路 建成 和 铸 塘 江 轮渡 的 改善 , 原 属 于 宁波 丑 易 范围 的 萧 委 地 区 和 浙 缆 铁路 
沿线 的 物 青 多 改 经 铁路 去 上 海 ,宁波 港 的 腹地 水 渐 适 小 ,商业 源 趋 萧条 。 此 时 宁波 籍 的 商 
业 次 本 家 转 营 轻工业 者 潮 多 , 纱 厂 \ 布 厂 \ 面 粉 厂 、 烟 厂 等 均 志 前 有 所 上 发展 。 但 在 日 本 侵略 . 
者 占 什 时 期 宁波 工商 业 售 遭受 严重 破坏 ,解放 前 一 直 没 有 恢复 。 

解放 以 来 宁波 的 经 济 迅 速 繁 全 发 展 ， 现 已 远 远 超过 战 前 最 高 水 平 。 宁 波 是 浙江 纺 答 
工业 中 心 之 一 ,拥有 乱 炒 、 舌 布 针织、 印染 等 厂 。 食 品 工业 相当 发 达 , LR, PE 
油 \ 酿 酒 , 饶 头 、 知 烟 等 行业 ,以 急 米 工业 的 产值 比重 为 最 大 。 所 产 食品 缸 头 远 销 国外 D。 机 
器 制造 工业 有 了 显著 的 发 展 。 原 有 的 一 个 机 械 修 理 厂 已 改建 成 为 规模 较 大 的 动力 机 和 械 
厂 ， 生 产 成 批 的 柴油 机 。 以 制造 机 帆 省 船 为 主 的 宁波 造船 厂 和 以 制造 靳 式 农具 为 主 的 宁 
波 农具 厂 也 已 初 具 规 模 。 此 外 还 建立 起 制造 小 型 发 电 、 冶 金 珊 备 与 机 床 的 一 系 烈 中 小 型 
机 械 厂 。 

,宁波 是 浙 东 北 地 区 的 重要 港口 和 物资 集散 中 心 。3,000 吨 的 海轮 可 以 直接 进出 港口 ， 

与 上 海 之 问 径 常 有 定期 客 货 翰 往返 。 内 陆 邻 近 各 县 的 物 责 如 碟 食 \ 棉 花 ̀  竹 木 , 士 产 等 多 
经 内 河 、 铁 路 或 公路 集中 宁波 转运 上 海 , 并 从 上 海运 来 煤炭 、 石 油 \ 布 正 \ 百 货 等 工业 品 转 
发 各 地 。 和 邻近 的 舟山 ̀ 象 是 二 县 各 小 港 ? 之 间 的 经 济 联系 也 很 密切 。 运 往 内 地 的 水 产 多 : 
从 沿海 各 小 港 集中 宁波 转 萧 甬 铁 路 外 运 。 

胡 兴 市 ”位 于 宁 胡 平原 西部 河 网 地 区 的 中 心 , 浙 东 运河 和 莆 甬 铁路 均 经 过 这 里 ,是 浙 
东北 地 区 的 第 二 个 重要 城市 。 

粘 兴 是 -个 著名 的 古城 ,春秋 时 越王 勾践 售 在 这 里 建 都 ， BREE ERD EB. 
De ER SCE He HE FE SA S , ROR AS RALIRE 
WEA DRE. | 

POMEL E- NORE, RSBRI, FILL Ae ile 
为 发 过。 胡 兴 黄酒 一 向 驰名 全 国 。 迷 信用 的 锡 锁 也 便 行 销 于 省 内 外 。 

Mis, Marsa ， 著 名 的 黄酒 酿 遗 业 也 已 开 姑 由 手工 业 水 渐 走向 机 械 化 生 
5 近代 工业 发 展 很 快 , Ihe RI TL SEB, OK PEI 
MAS, 

EAA ILE T BR AONE”, 这 是 本 市 重工 业 发 展 的 先驱 。 

3. 浙 东南 地 区 

浙 东 南 地 区 包括 匠 江 流域 和 灵 江 流域 的 14 县 及 温州 市 。 这 里 是 一 个 以 稻谷 为 主 的 
ATK , 糖 芒 、 柑 桔 等 亚热带 作物 的 产量 亦 大 。 山 区 森林 芍 藏 很 富 。 沿 海 渔业 较 盛 。 开 
业 发 展 水 平 低 于 浙 西北 和 浙 东 北 地 区 ,以 食品 \ 造 纸 等 工业 部 门 为 主 。 

浙 东 南 是 由 仙 需 岭 、 括 车 山 \ 雁 蕃 山 等 山脉 构成 的 广大 山区 。 地 势 在 全 省 为 最 高 ;起 ， 
伏 亦 大 。 河 流 的 中 、 上 游 多 敌 行 于 山 表 峡谷 , 山 势 陡 峻 ,平原 狭小 ,只 在 河流 的 下 游 有 连接 ， 
成 片 的 较 大 的 海 淡 平原 ,是 区 内 重要 的 农业 区 。 赫 地 狗 有 3/5 分 布 在 平原 地 区 , 2/5 分 布 

1) USS ES. es 
2) FBsEME Tea PT SIL A, UL BE 

- 146° 



FEU, ZEA HUNK, 7k ET BEA, 水 利 条 件 也 差 , 农业 不 很 发 达 ,但 

和 森林 分 布 很 广 。 

浙 东 南 是 全 省 平均 气温 最 高 ,无需 期 最 长 、 雨 量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对 于 农作物 , 特别 是 

,对 于 双 季 称 及 亚热带 作物 如 糖 蘑 、 柑 村 等 的 栽培 提供 了 很 有 利 的 条 件 。 但 在 过 去 水 利 慨 
施 较 差 的 情况 下 , 7、8 月 间 的 台风 雨 ， 往 往 造 成 河谷 平原 和 海滨 平原 的 洪 诸 和 瀚 讯 炎 害 。 
而 天 了 晴 稍 久 , 双 容易 发 生 旱 炎 。 解 放 以 来 在 山区 大 修 水 闫 ,在 平原 培 修 坦 塘 ; 开 河 建 半 , 农 
田 水 利 条 件 已 大 大 改善 。 

，” 浙 东南 与 浙 东 北 同 为 浙江 重要 的 双 季 稻 产 区 。 这 里 的 稻谷 种 植 面积 狗 占 全 省 1/4， 

甚 中 双 季 稻 和 单 季 稻 的 种 植 各 占 一 牢 左右 。 双 季 稻 主要 分 布 在 海滨 平原 水 利 条 件 坟 好 的 
地 区 。 这 里 一 向 习惯 于 种 植 双 季 间作 稻 。 双 季 连 作 称 在 乐清 、 玉 环 一 带 ,也 已 有 上 百年 的 

”种 植 历史 , 但 由 于 需要 很 多 水 : 肥 和 劳力 , 过 去 发 展 受 很 大 限制 , 随 着 农村 生产 力 的 解放 ， 

连作 稻 开 始 在 本 区 迅速 推广 。1953 年 全 区 还 只 有 连作 稻 2.1 万 亩 ，1957 年 已 发 展 到 112 
万 亩 , 占 双 季 稻 总 面积 的 40 狼 左右 。 双 季 稻 地 区 的 冬季 作物 , 北部 各 县 多 种 植 称 肥 ,南部 
A A HL GRE BED TG WHA Ac, BEATE PBL S 5 TE LEAS I PES SA 
复种 指数 很 高 。 

内 陆 山 区 的 冰 田 以 种 杆 单 季 早 中 和 稻 为 主 。 其 中 锡 有 四 分 之 一 的 地 区 实行 早 中 和 和 
上 晚秋. 冬 作 三 元 制 或 稻 麦 两 熟 制 ,其 余 大 部 分 地 区 为 早 中 和 或 迟 中 和 一 熟 , 复 种 指数 较 低 。 
近年 来 随 着 水 利 的 兴修 , 已 开始 在 地 势 不 太 高 , 水 源 较 充足 的 乒 陵 山区 , 改 单 季 稻 为 双 季 

稻 。 

小 麦 、 大 过 和 油 荣 是 本 区 重要 的 冬季 作物 。 大 、 小麦 主要 分 布 在 三 区 和 二 熟地 区 , 以 
永嘉 ,瑞安 、 平 阳 、 仙 居 、 青 田 、 丽 水 等 县 为 最 多 。 油 某 的 分 布 与 双 季 稻 大 致 相同 , BOE 

” 阳 、 瑞 安永 嘉 等 县 为 最 多 ,乐清 、 黄 岩 、 温 岭 等 县 次 之 。 
浙 东 南 地 区 甘蓝 种植 面 积 很 大 ， 占 全 省 甘 昔 种 植 面积 一 牛 以 上 ， 普 源 分 布 于 全 区 各 : 

地 。 而 以 平阳 、 永 喜 、 瑞 安 、 温 岭 等 县 为 最 多 。 甘 蓝田 前 作 多 为 蚕豆 ,少数 为 小 麦 及 其 他 春 
“ 花 作 物 。 近 年 来 在 土质 较 差 的 山区 ,利用 早 中 稻 收 割 后 的 秋 并 田 种 植 甘 董 的 已 逐渐 增多 。 

本 区 是 浙江 重要 的 糖 芒 产 地 之 一 ,种植 面 积 占 全 省 30%, BROKE 
州 一 带 的 海 涂 上。 这 里 气温 高 、 WES, LK, 在 全 省 是 最 适 于 种 植 糖 蔗 的 地 区 。 糖 

. 芒 的 品种 多 为 有 名 的 东 爪 哇 优 良品 种 。 因 此 ， 本 区 糖 蔗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于 省 内 其 他 地 
区 。 区 内 海 涂 面积 较 广 ,上 发展 糖 蔗 的 湾 力 还 很 大 。 现 所 产 糖 蔗 多 就 地 十 法 加 工 制 成 杠 糖 , 
在 糖 芒 集中 产 区 瑞安 将 兴建 机 制 糖 厂 。 

棉花 和 黄麻 的 种 植 均 分 布 在 沿海 平原 地 区 。 棉 花 以 临海 、 黄 岩 、 瑞 安 等 县 种 植 较 多 ， 
KAPHA, 黄麻 以 平阳 、 瑞 安 、 永 嘉 等 县 种 植 较 多 , 迟 麻 占 相当 天 的 比重 , 它 个 的 单 
位 面积 产量 部 较 低 ， 目 前 在 全 省 侍 不 占 重 要 地 位 。 但 近年 来 利用 沿海 海 涂 的 新 辟 耕 地 扩 
KA AEA AT RARE 

Ae PEO P  P b 8 1/3 以 上 。 多 分 布 于 临海 .乐清 、 丽 水、 景 宁 等 县 的 丘陵 山 
区 。 因 芝麻 不 与 糊 、 棉 等 地 ;而 浙 东南 丘陵 山区 的 面积 双 很 大 ,具有 发 展 蓉 麻 的 良好 条 件 ， 
现 正 在 大 力 发 展 。 

柑 桔 是 浙 东 南 地 区 重要 的 特产 之 一 。 柑 桔 园 比 较 集 中 地 分 布 在 沿海 的 黄 憾 、 临 海地 
区 和 温州 ,永嘉 地 区 , 柑 桔 产量 很 大 , 狗 占 全 省 总 产量 的 809 , 其 中 仅 黄岩 一 县 就 超过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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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称 茶 。 近 年 来 本 区 新 辟 茶 园 很 多 2 
浙 东 南 是 油茶 、 油 桐 \ 饲 柏 等 经 济 林 的 重要 产 区 ,其 中 油茶 油 桐 产量 均 占 从 省 第 二 位 。 
油茶 主要 分 布 在 瓯 江 中 游 的 丽水 、 青 田 等 只, 平阳 、 永 嘉 等 县 的 近海 丘陵 地 分 布 也 赦 多 。 
WARIO, EG KI LS AWE, BAO, SBOE 
HA. ERES, 以 平阳 的 品种 为 最 好 。 以 上 这 些 木 本 油料 今后 还 要 大 力 发 展 。 产 于 
龙泉 、 景 宁 一 带 的 山 极 树 ,是 制造 蜡纸 的 重要 原料 ,今后 也 将 进行 人 工 栽培 。 

浙 东 南山 区 森林 面积 广大 。 慧 江 和 飞 云 江上 游 的 龙泉 、 景 宁 \ 途 昌 等 县 为 浙江 最 重要 
的 林 区 ， 有 天然 林 也 有 人 造 林 , 木 材 善 积 量 很 大 。 现 由 国家 经 营 采 伐 , 所 产 木材 以 杉木 和 “ 

松木 为 主 , 毛 竹 以 龙泉 所 产 较 多 ,木材 和 毛竹 多 经 大 江 、 飞 云 江 流 先 ,集中 到 温州 外 运 ， 陈 
供 省 内 需要 外 还 大 量 供应 上 海 \ 江 苏 \ 山 东 等 地 。 在 古 江 沿岸 的 丽水 、 温州 及 飞 云 江 沿岸 
的 瑞安 等 木材 转运 地 均 建 有 木材 加 工厂 。 

浙 东 南 是 全 省 大 家 畜 较 多 的 地 区 , 黄牛 和 水 牛 合计 占 全 省 大 家 畜 的 30% E, 4H 
分 布 册 区 多 于 和 平原。 山区 的 牛 经 常 大 量 处 流 ,供应 沿海 平原 。 但 山区 黄牛 一 般 体 型 很 小 
称 为 狗 牛 ,今后 将 改良 品种 向 肉 乳 役 笨 用 方向 发 展 。 猪 的 包养 平原 .山区 都 很 普 源 。 

沿海 的 水 产业 也 相当 上 发达。 附近 有 南 、 北 订 山 , 披 山 和 上 、 下 陈 等 渔场 。 甚 共同 的 特 
ABH BH BEAK ERS ME Ae MMe KS, OMT 
PEL, HAAR, RRR, HMIHRKEEOMED, AITO, 
KERR KARA ERMKRAS. ER SVS AR AT 
FAIRS, TEMS HOPS, 玉环 的 楚 门 , TOWEL RMIT SIZE eRe , FE 
OH we, Beak BEL CBR At BESS SPOR ER, kT Me 
南北 喜 山 、 洞 头 . 天 陈 、 松 门 等 地 ,主要 是 晒 于 或 酰 制 ,产品 多 运销 福州 ,部 分 运往 上 海 。 解 
BURMA TRA. . 

浙 东 南 地 区 的 工业 发 展 水 平 低 于 浙 西 北 和 浙 东 北 地 区 。 区 内 工业 主要 为 农 \ 林 \ 收 省 

产品 加 工 。 仍 米 , 榨 油 \ 酿 酒 、 制 茶 、 炼 沁 、 肉 类 、 饶 头 等 食品 工业 所 占 比 重 较 大 , 主要 集中 

在 温州 。 纺 绫 工 业 不 很 发 达 , 在 温州 .乐清 、 瑞 安 、 临 海 、 BK, IRSA, FE, SH 

机 、 毛 巾 等 行业 , 但 除 温州 和 乐清 县 的 柳 市 有 现代 积 布 厂 外 ,其 余 均 为 规模 不 大 的 手工 业 
工场 。 此 外 在 温州 和 平阳 的 歼 头 锁 建 有 小 型 麻 息 线 厂 ， 利 用 当地 所 产 黄麻 生产 麻袋 FS 

后 随 着 本 区 棉花 黄麻, 芝麻、 委 蔓 生产 的 发 展 , 和 纺织 工业 发 展 前 途 较 大 。 
手工 造纸 业 在 全 省 占有 重要 地 位 , 温州 所 生产 的 雨 作 纸 、 屏 纸 、 皮 纸 和 腊 纸 均 为 本 区 

ap, ACRE. 瑞安 、 平 阳 等 县 利用 当地 竹材 生产 士 纸 也 很 多 , 温州 的 机 制 纸 厂 玉 生产 有 学 
纸 为 主 。 本 区 造纸 工业 的 技术 基础 较 好 , PAR, DRESS SE UBS RE a ;具备 发 展 造 

纸 工 业 的 有 利 的 条 件 。 

机 械 工业 的 原 有 基础 很 薄弱 ， 过 去 只 在 温州 和 海 四 有 一 些 规模 不 大 的 铁 工厂 ， 近年 来 

在 各 地 新 建 了 不 少 中 小 型 的 机 械 厂 。 主 要 生产 水 泵 、 水 关 启 于 机 、 步 犁 、 打 舟 机 、 矶 米 机 

船用 蒸汽 机 等 较 简 单 的 产品 。 温 州 和 海门 还 建 有 造船 厂 , 生 产 机 帆船 和 木船 。 

浙 东 南 的 河流 水 量 大 ,而且 多 穿行 于 山 事 峡谷 ,水 力 资源 相当 丰富 。 近 年 来 已 建立 了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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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少 小 型 水 电站 , 互 大 的 不 江水 电站 也 已 动工 兴建 ,将 为 本 区 工业 生产 的 发 展 提供 有 利 条 
FF 
FRG AS SMAAK KEARSE, eh Ke AIK, UK 

BA, KOH AMD, EMU RIL, CHIL MIL SRL 
BELA AOS, Jo aL SEE LS AE TALS A TE 

。” 件 较 差 。 目 前 浙 东 南 外 运 物资 多 经 内 河和 公路 集中 到 温州 、 海 门 二 港 ， 转 由 海轮 运往 上 
” 海 、 青 岛 等 沿海 城市 。 与 内 地 的 联系 只 靠 公路, SRRRAM, 因此 货运 大 受 限制 。 现 在 

.从 金华 经 丽 水 \ 青 田 到 温州 的 铁路 已 开工 兴建 \ 码 江水 电站 建成 后 不 江 航道 的 通航 情况 也 
将 天 大 改善 ,这 对 浙 东南 经 济 的 发 展 具有 重大 意义 。 

RINT ALFIE, PE A 20 多 公里 ,通过 硕 江 航道 和 外 海沟 通 ,3;000， 
陇 的 海 输 可 以 进出 港口 ,是 浙江 东南 部 地 区 的 轻 济 中 心 和 港口 城市 。 

在 历史 上 温州 很 早 就 是 一 个 慷 易 港口 , 商业 比较 发 达 。 百 年 前 , 温州 序 已 称 为 “小 杭 
参 灾 , 后 双 有 “小 上 海 " 之 称 。 抗 战 初期 我 国 沿海 的 许多 大 城市 均 相 炎 渝 陷 , 温 州 货 一 度 成 
KKB SEK SME BOL, LHL see RE RARE 
破坏 和 反动 派 的 摧残 。 

解放 初 由 于 海口 禾 敌人 封 镇 ， 温 州 市 面 较 萧条 , 群 多 工厂 成 为 停工 或 中 停工 的 状态 
租 古 于 党 和 人 民政 府 条 芭 了 贡 整 工商 业 ， 扩 大 城乡 物 责 交 流 等 系列 的 措施 ， 本 市 的 工 
业 生 产 仍然 得 到 很 快 的 恢复 和 发 展 。 随 着 浙江 沿海 岛屿 的 全 部 解放 , 1955 年 海运 蝎 通 ， 
从 此 温州 的 经 济 更 是 日 釜 繁荣 。 

温州 的 食品 工业 相当 发 达 , 现 拥 有 研 米 .面粉 \ 炼 甩 、 制 茶 、 酿 酒 、 榨 油 、 肉 类 等 许多 食 
品 工厂 。 其 中 温州 炼乳 厂 是 全 国 规模 较 大 ,生产 自动 化 的 炼乳 厂 之 一 ,所 产 炼乳 和 黄油 远 
销 国内 各 天 城市 和 东南 亚 各国 。 造 纸 工 业 也 是 本 市 重要 的 工业 部 门 ; 以 腊 纸 为 主要 产品 。 

未 市 所 产 腊 纸 质量 极 好 ,产量 占 全 国 60% DL, 除 供应 国内 需要 外 ,还 出口 国外 。 解 放 以 
来 , 陶 姿 业 的 发 展 很 快 ,大 量 生产 瓷砖 ,供应 国内 各 地 基本 建设 之 用 ;而且 在 国际 市 场 上 也 

. 旺 受 欢迎 。 机 械 工业 也 有 很 大 发 展 , 现 主要 生产 农业 机 械 、 排 灌 发 备 和 民用 船舶 等 。 手 工 
” 亚 的 产品 种 类 很 多 ,其 中 以 皮 箱 、 草 玉 、 纸 准 为 最 著名 , 祝 称 为 温州 三 大 手工 业 产品 。 
MUNA UK MwA DEO, BLL, KIL MIRE BHO 

。 食 未 材 、 茶 呈 、 麻 、. 屏 纸币 糖 、 明 研 等 大 宗 物资 多 由 水 路 集中 温州 转运 。 各 县 所 需 的 工业 
品 也 多 由 温州 运 去 。 漫 州 港 和 上 海 的 经 济 联系 最 为 密切 。 此 让， 温州 港 和 浙 东 北 的 宁波 
港 及 关东 各 港 之 名 也 经 常 有 船只 往来 。 从 温州 港 输 往 上 海 的 物资 鹊 占 本 港 出 口 总 量 的 
70% 左 右 。 

临海 和 海关 “临海 旧名 台州 , 靠 灵 江 中 游 左 岸 ; 有 杭州 一 临海 一 温州 公路 和 宁波 一 监 
海 公路 经 过 这 里 ,是 浙 东 沿海 地 区 南北 陆路 交通 的 中 枢 ,也 是 灵 江 流域 的 经 济 中 心 。 从 临 
MIE RIL FH 40 余 公 里 朗 至 海 四 。 海 站 位 于 灵 江 口 ,是 灵 江 流域 的 物资 转运 港 。 灵 江 

“流域 各 县 的 外 运 物资 如 汰 食 \, 木材、 柑 桔 、 薪 炭 等 多 经 内 河 集 中 海 站 转 海 运 。 

.4 浙 西 南 地 区 

浙 西 南 地 区 处 在 钱塘 江上 游 ,包括 14 县 和 金华 市 ;是 省 内 轻 莘 最 落后 的 地 区 RA A 

1) 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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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面积 产量 为 全 省 最 低 , RRR, IO ERS, 但 区 内 土地 广大 , 资源 丰 
富 ,发 展 前 途 很 大 ,近年 来 经 济 发 展 的 速度 高 于 全 省 各 地 。 

浙 西南 地 区 大 部 分 是 丘陵 ,海拔 多 在 1,000 米 以 下 ,河谷 开 寅 ,并 间 有 广大 的 釜 地 , 其 
中 以 金 衢 盆 地 面积 最 天 。 金 循 盆地 地 面 坡度 在 5" 以 下 ,钱塘 江上 源 信安 江 和 人 金华 江 流 贯 
其 中 ,耕地 密布 ,为 浙 西 南 最 重要 的 农业 地 带 。 浙 西南 每 人 平均 耕地 面积 大 于 省 内 其 他 地 : 
区 ,而 且 区 内 还 有 不 少 可 晨 葛 地 ,因此 农业 生产 的 发 展 湾 力 很 大 。 现 有 耕地 面积 中 水 田 鹏 
占 80%。 但 由 于 过 去 水 利 发 施 较 差 ,7 一 9 月 间 由 于 雨量 少 ,蒸发 量 大 , 水 源 不 足 , 干旱 威 
胁 严 重 , 而 在 4 一 6 月 多 雨季 节 , 沿 江 地 区 常 有 山洪 暴发 , 洪 涛 成 伙 , RR Et RE ED 
收成 的 危害 很 大 。 解 放 以 来 开始 在 广大 丘陵 地 区 大 量 兴 修 山 塘 水 良 ， 水 利 条 件 正 在 迅速 
Ke, KH TREREAVATH MET RABKEM, | 
«ARSE. URE, 无 霜 期 长 , KART H RH, KSPR 
A= hl, BASHA SE AKP ERE A — AR SHEL, Ast, 
本 区 的 复种 指数 在 全 省 为 最 高 。 

本 区 狼 食 作物 以 水 称 为 主 ， 早 中 和 的 种 植 面 积 最 大 。 早 中 稻 的 前 季 作物 为 大 麦 、 小 
麦 、 各 肥 、 油 菜 等 冬季 作物 ,后 作 过 去 多 为 荞麦 、 马 料 豆 等 低产 秋 素 詹 , 近年 来 多 改 种 秋 玉 
米 、 秋 甘 昔 等 高 产 作 物 。 随 着 水 利 的 发 展 , 疏 单 季 早 中 稻 为 双 季 稻 的 也 已 逐渐 增多 。 
浙 西 南 是 全 省 小 麦 、 大 孝 、 玉 米 、 大 豆 等 作物 种 植 最 多 的 地 区 。 小 麦 和 天 麦 是 本 区 主 . 

-要 的 冬季 作物 ,水 田 旱地 均 有 种 植 , 占 全 省 种 植 面积 30% 以 上 , SRR, 单位 面积 
产量 低 于 省 内 其 他 地 区 。 玉 米 是 本 区 主要 的 杂凑 作物 ,， 种植 面 积 占 全 省 O0%AL, HA 
玉米 和 秋 玉 米 二 种 ， 以 秋 玉 米 所 占 比 重 较 大 。 近 年 来 通过 秋 疗 田 的 利用 及 养 麦 和 扎 料 豆 

等 低产 作物 的 改 种 ， 玉 米 的 种 植 面 积 迅速 扩大 。 大 豆 种 植 面积 占 全 省 40% 以上， 其 中 秋 
POs ER RE A SSI = SV rR ee 5 避 和 全 和 生生 
BT EAH, 

区 内 的 油料 作物 以 油 某 的 种 植 面积 为 最 大 ,主要 分 布 在 金 衢 盆地 的 金华 ̀  兰 滩 、 元 游 、 
衢 县 ̀ 常 山 \ 江 山 及 新 安江 流域 的 淳 安 、 建 德 等 县 。 花 生 和 芝麻 也 是 本 区 重要 的 油料 作物 ， 
虽然 不 及 油菜 的 种 植 面积 大 ,但 却 是 全 省 花生 ,芝麻 较 集 中 的 产 区 。 其 主要 分 布地 区 吉 油 
ESCA, | | 

UiPG LAB Pe, SRE TS A 3/5 ,主要 分 布 在 金华 江 ， 
eH A SE AUN BHR. EMSRS bee 
(EFA, KBR MRE R, 种 植 历史 已 很 久 , AMSA, AiR 
低 。 所 产 糖 蔗 , 供 当地 制造 土 糖 之 用 , 义 饲 序 为 著名 的 土 糖 产地 。 

过 去 浙 东 南 棉花 种 植 很 少 , 1958 年 棉田 面积 还 只 有 一 万 亩 , 但 从 1959 年 起 , FREE 

KERB HR, KB RMS, PAT RE, 种 植 棉花 却 很 合适 , 今后 将 发 
展 成 为 浙江 新 兴 的 棉花 产 区 。 麻 类 作物 中 ,黄麻 已 有 一 定 基 础 ,主要 分 布 在 金华 ,兰溪 、 东 
MBSE, ARPA >. Sa RAS, 7 . 
PROKAEDELESRRMBAREMK SC, PARNER LEP 

TAK, MADR BAA Th TES ET eI EE BR L_E Ve A IT HE  EE 
wk, RHE RPMKSAMURHSRE A WARS, TERPSTRA RAE 

| XBR KASRSD RANHAREH, WARE RRR) AK, RARER S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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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RASMAS EMRE, AMARRREC HS SAWH BBR), (oo 

着 药 桑 的 成 长 和 新 桑 园 的 不 断 扩 大 ， 今 后 将 成 为 省 内 甜 蔓 生 产 的 新 基地 。 现 有 茶园 主要 
分 布 在 西部 丘陵 地 区 , 以 新 安江 流域 的 淳 安 、 建 德 二 县 为 最 多 ,这 里 也 是 浙江 重要 的 产 茶 
区 之 一 。 全 区 毛茶 产量 占 全 省 总 产量 的 1/4 以 上 。 所 产 茶叶 0% EWE, HPO 
妆 3 系 茶 最 为 名 趴 , 称 为 “ 涂 条 ”。 区 内 无 机 制 茶 厂 ， 初 制 毛茶 多 运 到 杭州 加 工 精 制 。 本 区 

， 素 叶 生产 的 湾 力 还 很 大 , 这 不 仅 由 于 本 区 有 广大 的 丘陵 地 可 以 大 量 发 展 茶园 ,而 且 由 于 本 

区 现 有 茶园 内 多 间作 糊 食 作物 , SHURE, 只 要 加 强 对 茶园 的 经 营 管理 , 消灭 不 合理 的 间 
作 詹 食 制 度 , 改 为 间作 系 肥 ,茶园 的 单位 面积 产 叶 量 还 可 天 大 提高 。 

金 循 答 地 西部 的 衢州 \ 常 山地 区 为 浙江 三 大 柑 桔 产地 之 一 。 这 里 的 柑 桔 园 多 分 布 在 
治 江 意 积 平 原 上 及 沿江 附近 和 红壤 丘陵 坡地 上 ,十 层 深厚 ,温暖 多 雨 ,阳光 充足 ,因此 模 桔 树 
的 病 虫 售 少 , 树 形 高 大 ; 比 海滨 平原 地 区 每 株 模 桔 树 的 产量 要 高 得 多 。 但 这 里 冬季 气温 较 
, 低 , 稳 对 最 低温 度 有 时 达 一 8"C， sae oi Re acan Sepiid? Soma 柑 桔 品种 以 衢 桔 为 
"EACH ESE 
和 
源 最 丰富 、 最 集中 , 均 是 浙江 森林 重点 采伐 地 区 之 一 , 但 这 些 地 区 都 是 深山 区 ,交通 不 便 ， 
运 途 坟 困 难 。 在 交通 比较 便利 的 丘陵 地 区 ;成 年 林 已 采伐 殖 尽 , 现 有 森林 多 为 幼林 。 本 区 
WEBWARE, ES, 都 是 良好 的 用 材 林 。 松 木 普 逼 分 布 于 全 区 各 地 ;杉木 
多 分 布 在 开化 、 洲 安 一 带 的 山区 , 麻 检 分 布 在 建 德 , 淳 安 等 县 ,和 构 树 多 分 布 在 金华 江上 游 的 

东阳 各 安 由 区 ,是 稀有 的 造船 良材 。 此 外 , 衢 县 、 龙 游 . 永 康 等 县 毛竹 分 布 很 广 。 
油茶 是 未 区 主要 的 经 济 林木 。 全 区 现 有 油茶 林 40 多 万 雷 , 主 要 分 布 在 衢 江 上 游 的 常 

WFC IW MLSE, MI LPMBE BASS, 和 新 安江 流域 各 县 的 丘陵 地 区 , 其 
中 天 以 常 册 为 最 多 ;, 裔 县 酒 茶 籽 产量 占 区 内 一 宇 以上。 解放 以 来 ,由 于 本 区 大力 发 展 油茶 
林 的 畦 果 ， 现 已 成 为 全 省 最 主要 的 油茶 籽 产 地 ， 全 区 各 县 年 产 油茶 籽 占 至 省 总 产量 的 
40 驳 左右 。 此 外; 本 区 还 有 不 少 油 桐 、 饥 柏 、 樟 树 等 油料 林木 。 

野生 植物 山 棉 皮 、 山 极 皮 产 于 涂 昌 、 松 阳 一 带 , 为 制造 腊 纸 的 主要 原料 。 松 脂 、 松 子 、 
痢 简 、 某 痰 、 攻 材 等 均 为 本 区 主要 的 林 副 产品 。 

 « 浙 西 南 地 区 辫 牧 生产 的 原 有 基础 较 好 ， 丘陵 山区 有 丰富 的 收 章 ,以 三 玖 制 为 主 的 家 业 
可 以 和 蕉 性 冀 提 供 大量 的 农 副产品 后 料 ， 这 些 都 是 本 区 发 展 畜 牧 业 的 有 利 条 件 。 浙 西南 的 
ERPS HAE, WE RS, } 

和 牛 分 黄牛 和 水 牛 两 种 ,全 部 是 耕 畜 。 黄 牛 多 分 布 在 山区 ,水牛 多 分 布 在 平原 有 水 田 的 
地 区 。 水 牛 的 体质 一 般 较 好 , 黄牛 因 体 型 小 ,力量 弱 , 不 能 适应 合作 化 和 人 肥 入 化 后 使 用 新 
式 农具 的 需要 ， 现 已 引进 一 部 分 体型 高 大 的 陕西 秦 川 牛 ， 并 选 译 一 部 分 本 地 种 的 优良 公 
牛 ; 久 改良 本 地 的 劣 种 牛 。 

本 区 养 猪 业 相 当 上 发 达 。 平 均 每 一 农户 养 猪头 数 高 于 省 内 各 地 ， 猪 的 品种 也 较 优 良 。 
LERPASERAS BSR IW, LR. MLSS, 其 中 以 金华 两 头 饲 的 分 布地 
RR WSR BS ETA AW MRP EMD, KA, ARR, 
但 皮 薄 肉 厚 ,肉质 很 美 ,金华 ,东阳 \ 兰 滩 等 地 所 生产 的 闻名 全 国 的 金华 火腿 就 是 以 这 种 猪 ， 

1) @RARF 1958 年 撤销 ,与 淳 安县 合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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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 加 工 酿 制 而 成 。 今 后 在 平原 区 发 展 养 猪 业 将 以 金华 两 头 遍 为 主要 对 象 。 

浙 西 南 地 区 资产 很 丰富 ， 具 备 发 展 工业 的 有 利 条 件 。 但 解放 前 区 内 没有 一 座 规 模 较 

大 的 现代 化 工厂 ， 是 浙江 省 内 工业 最 落后 的 地 区 。 直 到 解放 后 ， 本 区 工业 才 开 始 远 速 发 

展 。 

ARRAMRPNL RES RRABBKMADAR, PS EAM REO 

7 ULE PAK, BO HAN BAKA TNE MOS 

FHA HEAD SE BY IT Ls 9 ey AR a, REAL BE IIA 60 BA EAA KB 

水 电站 不 和 久 邹 可 建成 发 时。 今后 本 区 所 生产 的 廉价 的 水 电 除 满足 区 内 工农 业 发 展 的 需要 

外 ， 还 将 大 量 支援 杭州 、 上 海 、 南 京 等 工业 区 。 

本 区 为 浙江 省 内 矿藏 资源 过 多 的 地 区 ,有 煤 炎 、 铁 矿石 、 砚 石 、 黄 铁 矿 、 BRE, ATK 

石 \ 有 色 金 属 等 多 种 资源 , SERRA Sh, Abe BURST RA 

BD RA ES SHER Ee EH, HOA RAM KR RAF SE BA 

数 十 年 的 开采 历史 , HRELAORAT, BERGA, 大 量 外 运 , CES 

铀 铁 厂 、 水 泥 厂 、 和 玻璃 厂 作 类 剂 之 用 ， 并 有 部 分 出 口 国 外 。 

煤炭 主要 分 布 在 金 特 贫 地 的 边 稼 地 带 ,以 龙 游 . 衢 县 、 江北 一 带 储藏 较 集 中 。 大 跃进 

以 来 已 在 这 里 建立 了 不 少 小 煤 赛 , 较 大 的 矿井 也 已 开始 在 御 县 .江山 煤田 兴建 。 
PN AER CRF. 和 途 昌 、 兰 滩 、 东 阳 等 县 均 有 分 布 。 本 区 士 铁 生产 已 有 长 入 的 

历史 ， 从 河 沙 中 入 出 铁 沙 , 炼 成 生铁 ; 供 钱 锅 之 用 。 大 跃进 后 , 已 在 龙 游 建 立 了 小 型 钢铁 

厂 。 目 前 本 区 铁 矿 石 资源 倚 未 查勘 清楚 ,将 求 如 果 诈 实 有 储量 较 大 的 铁 矿 ,本 区 将 是 发 展 
钢铁 工业 的 理想 地 区 。 

黄 铁 矿 、 磷 灰 石 、 石 灰 石 均 为 重要 的 化 工 原料 。 轻 过 近年 来 的 地 盾 勘 察 发 现 , 以 上 这 
些 化 学 资源 在 本 区 极为 丰富 , HRW ORR, BEARS, 磷 矿 主要 分 布 在 兰 滩 、 浦 江 等 
地 , 石 黄石 的 分 布 逼 及 全 区 。 大 跃进 以 来 本 区 已 建立 了 不 少 小 型 化 工厂 , 开始 笃 产 硫酸 、 
硫磺 、 辕 镁 磷肥 等 产品 ,规模 互 大 的 衢州 化 工厂 也 已 开工 兴建 。 

”  ” 浙 西 南 的 轻工业 部 门 现 以 食品 工业 为 主 ; 有 研 米 、 梯 油 ̀ 火 腿 \ 酸 酒 等 行业 ， 机 械 化 程 
度 较 差 。 息 积 工 业 方 面 基础 很 薄弱 ， 只 有 一 些小 型 的 秩 布 、 人 针织 等 厂 。 今 后 随 着 本 区 铺 
,食油 料 、 棉 花 、 委 和 桑 、 应 类、 糖 蔗 以 及 畜牧 业 生 产 的 大 发 展 ， 力 积 工 业 与 食品 工业 的 发 展 
前 途 很 大。 本 区 造纸 原料 也 静 丰富 , 皮 、 腊 纸 生 产 在 省 内 仅 次 于 浙 东 南 地 区 ,主要 分 布 在 
Es TA, RN 人 江山 \ 龙 游 等 县 的 山区 较为 发 达 。 机 器 造纸 睛 已 

开始 在 龙 游 兴 

Gace ewee be: conceeense 全 生生 

的 大 动脉 , 盆地 两 便 的 丘陵 山区 交通 较为 困难 , 但 钱塘 江 各 大 源流 作 格 状 分 布 于 全 境 , 有 

水 路 可 以 利用 ,解放 以 来 还 修建 了 明 往 丘 阮 山区 的 金 钢铁 路 支 入 和 不 少 新 的 公路 线 ， 交通 

条 件 也 在 远 速 改变 。 

金华 市 ”位 于 金 衢 盆地 的 东部 ， 地 当 钱 塘 江 上 源 金华 江 和 梅 溪 的 汇流 处 ; 浙 瘟 铁路 和 

兰 铜 铁路 接 雪 于 此 ， 金 一 丽 一 温 肥 路 以 此 为 起 点 ， seabitit seek eniastat 

金 温 铁路 修 通 以 后 ,金华 的 交通 位 置 将 更 加 重要 。 

Th Bia DU Beek EK PE BR ACE, RISE, 稳 大 多 数 都 是 农产品 加 

工厂 。 今 后 有 可 能 发 展 成 为 以 机 械 、 息 秩 为 主 的 重要 工业 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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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 SrFSEMAT LURMAZIL MATA Ah, WPA Rs BI 
BWALRALH EH. MRT, EARS MPR. BAUS. ORR, 
建 有 研 米 、 榨 油 、 机 械 等 厂 。 这 里 离 新 安江 水 电站 很 近 , 耗 电工 业 的 发 展 前 途 很 大 。 

衢 县 ”位 于 钱塘 江上 源 常山 港 和 江山 港 的 合流 处 , 浙 诸 铁 路 和 经 过 这 里 ,是 衢 县 .开化 、 
‘ eR NEL. BUA A916 UR OER PET, eee, ae aE 
AML. BAM, RAW AKA ST PARES, RA RRO KE, 
BPW, BARRE, KEL DVM AAAC 正在 兴建 的 
“规模 吾 大 的 衢 县 化 工厂 建成 以 后 ， 这 里 将 成 为 浙江 ; BANE CEH.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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