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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经　济

到乡城县开展了地质普查、矿业勘探工作，为摸清乡城县的矿业种类、储量等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

料。

二、矿产资源保护与开发

乡城县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局履行本行政区内矿政管理职能，设置矿产股专门负责矿政管理工

作，设置、配备矿产资源管理及执法监察专职工作人员1人。

1981年，组建了乡城县矿产公司，投资208万元用于露天开采绒叟砂锡矿床。截至1997年，共

生产锡矿砂320吨，总产值600万元，实现利税180万元。后因资源枯竭，乡城县矿产公司于1998年

破产。

三、矿产资源秩序整顿

2005年，乡城县开展了矿业开、探、采情况的清理、排查和整治工作。共清理矿山企业采矿

点和勘查矿点33处，其中大小采砂取石点和砖厂有21处，地热3处，勘查矿点9处，查处无证采矿12

起，非法开采煤矿1起，对14家不合格和不规范的砂石厂、砖厂进行关闭，使县内乱采滥挖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规范了矿业勘查作业行为。

2001年，乡城县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局被四川省委宣传部评为“国土宣传先进单位”；2004

年，被四川省国土厅评为“国土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第一节　机　构

2002年5月，乡城县乡镇企业局内设办公室、计划财务统计股、企业指导科技股，是对全县乡

镇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职能机构。同时对原有的部分职能进行了调整：一是取消对县乡镇企业供销

公司的管理职能，解除隶属关系，使企业向社会化、市场化发展；二是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乡镇企业逐步转变到通过提供工作指导和技术等服务，促进全

县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全县中小企业经营环境，发挥其在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03年11月，乡城县中小企业发展局在县乡镇企业局挂牌成立，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

子”。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发展乡镇企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依法对全县乡镇企业进行

规划、指导、管理、监督、协调、服务。县乡企局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执行机关职级工资制

度，机构性质、人员编制、领导职数、经费形式不变。

第九章   乡镇企业



·  106 ·

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1991年～2005年，乡城县乡镇企业局历任局长为柴根翁堆、昂翁次称、蒋洪源、周雄飞、迫色

藏珠；副局长为巴布召、冷恩洛绒、泽仁扎西、邓志宏。

第二节　所有制改革

1991年～2005年，县乡镇企业局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为目的，树立在竞

争中求生存、求效益、求发展的意识。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实行全面放开，打破依靠行政

手段垄断经营的局面。2005年，根据乡府办发〔2003〕83号文件精神，按照“有序退出、置换职工

身份”的要求，公开拍卖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第二招待所，筹集到改革资金60.4万元。在国企改革

中，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２名退休职工交由社保部门管理，1名符合内退条件的职工剥离交社保部

门管理，对4名职工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解除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完成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退出

一般性竞争行业和转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等改革任务，迈出了全县企业改革的重要一步。

第三节　企业类型

1991年，乡城县乡镇企业局决定率先在青德、青麦两乡试种大棚蔬菜，获得成功。1994年，内

地农户在桑披镇城郊村租用农民的土地进行蔬菜种植。到2001年，种植面积突破11公顷，种植各类

蔬菜320余吨，市场销售收入超过51万元，带动了地方产业的发展。

1992年以后，藏猪、藏鸡的商品化养殖逐步发展起来，通过示范带动、市场导向、技术服务等

工作，改变农牧民群众的养殖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农牧民的增收。

1999年12月，乡城县开始实施第一期农网改造，全县有12个乡村集体水电企业并入农网。至

此，在全县乡镇企业中，除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外，其余乡镇企业均不再具有全民或集体性质。

林果业是全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在过去零星栽植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集中连片规模化经营。建

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果园和基地。2001年，全县果品产量达到200余万千克，产值超过400万元。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部分乡镇企业积极投入到餐饮、民居接待、旅游团队接待等服务中。

2001年，全县乡镇企业旅游服务收入22万元。

通过“八五”和“九五”期的发展，全县乡镇企业的结构得到优化调整，从作坊式的粗加工逐

步向深加工过渡。到2001年，全县兴办建筑材料、粮食加工、缝纫、运输、农副土特产品加工、商

业服务、种养等类型企业650个，形成多层次、多模式和多渠道的乡镇企业体系。全县乡镇企业总

产值1 626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收入1 452万元，实现增加值918万元，利税总额120万元。

2001年以后，民营经济成为县域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取得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一批以野生食用

菌加工企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有3家企业获得农副土特产品进出口经营权，具备完成深加工订单的

能力，野生食用菌深加工的比例达到42%。2003年4月，乡城县硕曲绿色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中

共甘孜州委、州人民政府评为“甘孜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05年，在全县民营经济中，正式个

体工商户282户，注册资金289万元，从业人员402人；临时经营户105户，私营企业14户，注册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