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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全县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捐，其中大部分上缴
到省，地方留存很少。地方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行政经费开支，
很少用于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教育经费多数由教育部门另
筹，地方行政经费的来源靠摊派各种捐税及在大的税收项目上
增加税额。各族人民不仅苦于正税（农业税），还得交名目繁多
的附加苛税，负担沉重，苦不堪言。解放后，党和国家先后实施
了“分级管理、因地制宜”、“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
额分成”、“统收统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定收定支，差额补
助，超支自理，超收分成，正常节余留用”等财政管理体制。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地方财政包干，“划分税种，核实收支，
分级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管理体制。

建国以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不断增多，财政
收入逐年增长。全县的地方财政收入1949年仅为1万元，
1978年为173万元。2007年以后镇宁完全取消了农业四税
（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延续了千年的农业
税成为历史，2007年农业四税总收入为84万元。2012年为
33355万元（不包括黄果树），2018年增至56008万元（不包
括黄果树）。

财政属施政之石，财宏民安

数说镇宁70年

1949年11月21日镇宁解放，同月29日成立县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进行了艰苦卓越的奋斗，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后，镇宁为认真贯
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充分利用地理环境优势，在山、水、林、田、路上大做文章，全县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成倍增长，交通运输、水电建设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商品物资更加丰富，贸易市场更加繁荣，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19年全县更是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古老落后
的镇宁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前行。

1949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555万元，其中，第一产业为
464万元；第二产业为5万元；第三产业为86万元。经过1949
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期和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1963
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期和第三、第四、第五个五年计划
后，到198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为3819万元，比1949年增
长了5.9倍，其中，第一产业为2302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4
倍；第二产业为913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181.6倍；第三产业
为604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6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镇宁的经济得到快速发
展，在经过第六至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后，到2010年，全县地区

生产总值达251030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64.7倍，其中，第
一产业为60247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25.2倍；第二产业为
75309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81.5倍；第三产业为115474万
元，比1980年增长了190.2倍。进入“十二五”“十三五”规划
期后，特别是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镇宁经济更是突飞猛
进的增长。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百亿，达1087001万元，
比2010年增长了3.3倍，其中，第一产业为232386万元，比
2010年增长了2.9倍；第二产业为242015万元，比2010年增
长了2.2倍；第三产业为612599万元，比2010年增长了4.3
倍。70年来，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不足千万元增长到百亿元，
期间增长了1957.6倍。

经济总量不断壮大，经济结构逐渐优化

解放初期，全县农业耕作制度基本上是一年一熟，农作物
产量较低，复种指数不高，耕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随着建国
后国民经济的复苏，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实施后，镇宁的农业生产得到充分的发展。近几年
国家三农政策的大力扶持和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推进，耕地得
到了充分的利用，农业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据1938年统计，镇宁耕地面积为21.6万亩，其中，可耕地
利用面积仅占50%，全县有田3.8万亩、地7万亩；可耕未垦面
积10.8万亩。1949年全县耕地面积22.4万亩，其中，水田13.6
万亩，旱地8.8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28.0万亩，其中，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24.2万亩，粮食作物总产量3.0万吨。1978年全县
耕地25.7万亩，其中，水田13.1万亩，旱地12.6万亩；农作物播
种面积37.3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3.4万亩，粮食作
物总产量6.0万吨，实现粮食产量翻番。2012年全县耕地22.0
万亩，其中，水田12.3万亩，旱地9.7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
54.2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0.1万亩，粮食作物总产
量9.5万吨。2018年全县耕地79.4万亩（2013年以后，耕地面
积经过土地详查后，数据大幅调整），其中，水田20.2万亩，旱
地59.2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68.8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28.7万亩，粮食作物总产量13.2万吨。

农业乃故国之本，农兴民稳

解放初，全县仅有的工业是土法加工粮油工业。建国
初期，工业方面主要有铁木农具制造、食用植物油加工、桐
油加工和白酒生产。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有8万元；1978
年，工业产品品种逐渐增多，煤矿、电厂、水泥厂成为工业
重要的支柱，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增至 698万元；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全县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2012 年，全
县拥有化工、电力、食品加工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3个，

实现工业总产值 219153 万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46041 万元；党的十八大以后，工业发展稳步增长，2017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6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71174
万元；2018年，规模以上企业25个，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为 13.7%（2013 年起，地方统计机构不再公布规
模以下工业经济指标数据，2018年，暂时不公布工业增加
值的绝对值）。

工业为强国之基，工强民富

商业是沟通城乡经济、实现产品交换的纽带，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最能反映出各个时间段商业繁荣的情
况。1949 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0 万元，1978
年增长到 1436 万元，较 1949 年增长了 46.87 倍，2012 年

为 116649 万元，较 1978 年增长了 80.23 倍，2017 年为
236462 万元，较 2012 年增长了 1.03 倍，2018 年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8.3%。（2018 年地方统计机构不再提供绝对
值）

商业是经济之血，商繁民续

火龙果丰收火龙果丰收 □□曹业辉曹业辉 摄摄

布依女孩在磨豆腐 □王恒山 摄

欢欢喜喜过大年

吴胜堡民族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吴胜堡民族服饰有限公司员工正在织布正在织布
□□段寿新段寿新 摄摄

全民健身全民健身 □□段寿新段寿新 摄摄

电商产业园电商产业园 □□张雯张雯 摄

汇景纸业生产车间汇景纸业生产车间 □□赵盛昭赵盛昭 摄摄

扁担山扁担山果蔬产业带动脱贫示范点果蔬产业带动脱贫示范点 □□段寿新段寿新 摄摄

布依布依““六月六六月六””活动活动（（簸箕舞簸箕舞）） □□赵盛昭赵盛昭 摄摄

镇宁县城老城镇宁县城老城 □□王恒山王恒山 摄摄 如今镇宁县城全景图如今镇宁县城全景图 □□曹业鹏曹业鹏 摄摄

高辣度辣椒产业高辣度辣椒产业 □□王恒山王恒山 摄摄

竹王节活动中的竹王节活动中的““布依女鼓手布依女鼓手””□□周俊周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