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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芜湖工业发展的唯物史观 

【企联视窗】 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四家）第 60 次会议召开 

        市企联召开 2021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会 

        市企联召开企业排序专家评审会 

中科院芜湖创新班移动课堂走进富春染织 

【牵手基金】 市牵手基金会开展 2021 年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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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语】：�

7 月 3 日，中科院芜湖创新班移动课堂特别邀请市政府原副市长程晓苏给

学员们作《芜湖工业发展的唯物史观》专题讲座。从芜湖建国后前 30 年工业

基础、改革开放的芜湖工业、工业企业改革改制、支柱产业形成等四个方面，

运用唯物史观系统梳理芜湖工业发展的历程。以下是讲座的内容摘要：�
�

 

芜湖工业发展的唯物史观 

——在中科院芜湖创新班上的讲座摘要 

程晓苏强调，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它的基本原则

是把一切事物都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认识、判断，得出正确的

结论。创新是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现实

的时代背景作出的一种哲学思维。作为创新班的学员，首先要具备

这种哲学的思维方式；作为芜湖的企业家，在当前全党学习党史的

背景下，要了解芜湖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历史，是非常

必要的。因为经济史、工业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发展的

过程就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施的路线、方针的过程，工业发展的

成果都是党的领导成果。所以，了解工业史要象学习党史一样，用

唯物史观去认识、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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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芜湖建国后前 30 年工业基础 

建国前的芜湖是一个典型的商贸城市，码头经济。晚清时期是

徽商集散地，因芜湖关（税务）的建立，确定了芜湖商业中心的地

位，特别是 1876 年芜湖作为通商口岸。米市迁移芜湖以后，芜湖的

商贸地位确立，繁荣程度有“小上海”之称，但工业基础薄弱，到

解放时，芜湖工业只有“两个半烟囱”（即电厂、米厂、裕中纱厂）。

但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

指引下，确立了工业兴市的目标，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前三十年

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发展期。 

1、过渡时期（1949-1952）和“一五”时期的发展期。 

共产党执政后，1950 年 6 月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用三

年时间经济恢复的过渡时期的方针政策，制定了“逐步实现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总路线。当时党的经济政策是：对官僚资本实行没收

政策，没收前政府工业企业 2800 多家，金融企业 2400 家。对民族

资产阶级实行团结、利用、合作的公私合营政策。由此，国家经济

恢复、发展很快，初步形成了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国

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芜湖工业开始起步。东方纸

板厂和是造船厂两个项目都是国家“一五”计划 156 个重点项目。 

2、1956-1966 年的工业发展期。 

“一五”计划完成以后，全国实现工业化愿景的热情十分高涨，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引发了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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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但1958年 11月郑州会议和1959年 7月庐山会议等多次整顿、

纠正，特别在 1961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五年的整顿，我国的经济步

入了健康的轨道，出现了政通人和的局面。 

1958 年是芜湖工业突飞猛进的起点，许多工业布局、企业起步

于此年，并奠定了芜湖工业城市的基础，芜湖开辟了工业干道，十

几公里布满了几十个工厂。 

3、1970-1978 年的发展期。 

文革作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下半年。

初期运动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系统，大部分生产体系没有打乱。

所以，1966 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取得好的成绩，1967-1968 年有所

下降，1969 年稳定以后，1970 年全面完成“三五”计划。这段时间，

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窖、小水泥）充分

发展。 

这个时期是芜湖工业重要发展期，这个时期的特点：1、企业普

遍扩建扩产。芜湖钢铁厂重新启动，通过大会战，建成 100 立方高

炉，达 30 万-40 万＋/年铁和钢；微电机厂搬迁扩产达 50 万台分马

力电机，实现机电产品出口；锅炉厂搬迁扩产，成为安徽最大的工

业锅炉厂；红光针织成为行业的金牌企业；光华玻璃成为银牌企业。

2、创造性开发新产品。发动机厂的大客车、起重厂的清扫车、江南

汽车的皮卡车、仪表厂的轿车仪表、汽车配件（电机）市场影响扩

大。3、激昂的创业热情。召开全市经济分析大会、新产品报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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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完成半年、年度报喜等热情表达生产成果。4、形成了 37 个工业

门类。200 多家市属企业（上收了区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立

了 8个工业局，几个直属企业隶属工办。 

二、改革开放的芜湖工业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战略转移，改革开放迅速掀起。农村以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全国推广。城市也包字进城（企业缩小核算单位），掀起“砸三

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热潮。工业企业的生产力得到

了解放，出现热火朝天的局面。省内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

第一台电风扇出自芜湖。1981 年成立十几个企业参加的家电联盟。 

这个时期芜湖获得了三大机遇：1、1978 年国家确定四个沿江

城市作开放城市（芜湖、九江、岳阳、重庆）；2、1979 年国家批

准芜湖为扩大经营自主权试点城市（对外籍轮开放）；3、1990 年

国家批准芜湖开发区为国家级（1990 年自办），1991 年江泽民视察

芜湖，批准了芜湖开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以上统称为三个国家级。 

1990 年，省委在芜湖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呼应浦东，

开发皖江，以芜湖为突破口”的“一线两点（合肥、黄山）”的战

略决策。芜湖工业突破发展的愿景高涨。成立了乙烯项目小组、玻

壳项目小组、951 小组（技改）、长江大桥项目小组等一大批项目

小组。芜湖工业跃跃欲试。 

三、工业企业的改革改制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工业企业开始出现困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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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施了“优化资本结构”措施、1998 年实施“三年脱困”计划。

芜湖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决定对全市国有、集体企业实行

体制、机制的改革。 

1、改制的必要性。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双轨制影响；八十

年代的乡镇企业发展；技术、销售人员的倒流；国企的高就业和办

社会的负担使企业难以运行；使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当时，全市的

工业企业亏损巨大，资产已趋向负资产。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职

工下岗上访，形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2、改制的方法步骤。 

（1）实施优化资本结构：1996 年，芜湖比照执行，政策性破

产 48 户国有企业。（2）“三年脱困”计划：职工下岗，进“中心”

出“中心”再就业。（3）实现全员身份转换：市区 10 万职工转换

为合同制职工。（4）剥离企业社会职能。（5）逐步建立社会保障

制度：运用资产解决养老保障。在践行中创造了政府、银行、企业

共同联手解套的“芜湖模式”，释放企业资产，解决职工的保障问

题。（5）实施“一企一策”的改革方法，同时解决 4.3 万未参保人

员的参保问题。 

3、下划企业。分三批下放 200 多家企业到区里，由区委、区政

府实施改革，市里只留 5家。 

4、调整工业管理部门。1998 年把 8 个工业局调整为三个工业

部门，2003 年后全市合并到经贸委。 

这个时期是工业最困难时期，但芜湖的工业由于改制起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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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果断，解决问题快，为以后的迅猛发展提供了空间，为芜湖工

业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支柱产业的形成 

由于改革改制形成的良好机制，通过招商嫁接，芜湖工业迅速

发展，形成了三大支柱产业（后加无为电缆为四大支柱）。 

1、自费办开发区。1990 年 0.5 平方起步，自费办开发区，形

成工业高地。许多企业都是原工业企业资产嫁接,例：海螺型材、可

耐福、美的等。2、设立县区工业园区。表现为三个集中：土地向区

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人才向园区集中（2001 年形成几十个会议

纪要），实行集约式发展。3、企业重组和产业链的形成。如：奇瑞

的创造；海螺进芜湖及其发展；芜钢、鑫科、三江化工的重组等。4、

重大项目推进。如：响水涧、华电、电厂五期投产、烟厂的技改等

重大项目的突进。 

五、体会和思考 

1、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 

2、准确做好城市定位和产业定位。 

3、准确合理运用工业互联网。 

4、改变领导方法：集中人力、财力、风险投资意识办好大产业、

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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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四家）第 60 次会议召开 
 

6 月 25 日，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四家）第 60 次会议在市企

联三楼会议室召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工商联、市企联分管

领导和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市企联创会会长程晓苏、专家咨

询委召集人韩卫民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市企联轮值主办，市企联常务副秘书长张克勤主持

会议。三方四家分别就 2021 年上半年各家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

所做的工作作了交流发言；会议还就《芜湖市劳动关系“和谐同行”

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关于推动新业态行业集体协商工

作十条措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

三方四家要共同健全工作机制，搞好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切

实做好为企业的服务工作。 

 

 

 

企联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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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企联召开 2021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会 
 

6 月 26 日上午，2021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会在市企联四楼

会议室召开。来自市经信局、市发改委等 10 家市直部门负责同志对

楚江科技等17家企业编写的2020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评审，

提出了相关修改意见。 

此次准备发布报告的企业有 17 家，分别是：安徽楚江科技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芜湖市华衍水务、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市广济医院、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海程新材料（芜湖）

有限公司、安徽紫照建筑节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誉和保安服

务有限公司、芜湖宏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伟基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安徽凯密克企业管理(AC)咨询有限公司、安徽华宇电缆集团

有限公司、安徽华能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芜湖佳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芜湖镜湖路证券营业部。 

今年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工作连续开展的第 6年。多年来，

市企联通过引导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发布

工作中来，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巩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同

时不断创新发布形式，扩大发布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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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企联召开企业排序专家评审会 
 

为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激励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市企联已连

续 12 年在全市企业中组织开展企业排序工作。排序工作根据企业自

愿申报，市企联汇总、专家评审，按业绩排序。排序原则按国际通

行标准，以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准。 

7 月 4 日上午，市企联组织市经信局、市统计局、市商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的相关专家对 2020 年度工业企业 100 强、

商贸服务企业 50 强、农业企业 20 强、建筑业企业 30 强建议名单进

行了评审。市企联创会会长程晓苏、市政府副秘书长丁亚敏受邀参

加评审会。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参评企业在行业内规模大、实力强，具有

较强代表性，符合中国企联、省企联对属地企业年度排序相关要求，

原则同意排序结果，并提出了相关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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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芜湖创新班移动课堂走进富春染织 
 

7 月 3 日，中科院合肥创新院芜湖班移动学堂走进芜湖富春染

织股份有限公司参观。富春染织总经理俞世奇全程陪同、接待。今

年 5月，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交所，成为我市第 23 家

成功上市的企业。 

学员们首先观看了富春染织企业宣传视频；认真听取了富春染

织的商业模式、经营理念等方面的介绍；参观了企业生产车间。亲

身感受企业专注于纱线行业的 36 年，“一根纱线做到底”的新时代

工匠精神。 

本次移动课堂还特别邀请了市政府原副市长程晓苏给学员们作

《芜湖工业发展的唯物史观》专题讲座。程晓苏从芜湖建国后前 30

年工业基础、改革开放的芜湖工业、工业企业改革改制、支柱产业

形成等四个方面，运用唯物史观系统梳理芜湖工业发展的历程，结

合芜湖支柱产业发展、社会政策制定和城市发展进步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解析，整个报告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引人入胜。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认真聆听此次讲座，更加充分认识到了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必要性，进一步坚定了信仰信念，今后要把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到企业管理中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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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牵手基金会开展 2021 年度调研 
 

为了进一步做好基金会工作，6 月 28 日，市牵手基金会组织咨

询委专家、市民政局同志、企业家代表一行赴南陵中学、工山镇中

心小学走访调研。此次调研主要是了解基金会励志奖学工作成效，

听取学校的建议和意见，走访预备扩大的励志奖学学校工山镇中心

小学。 

在走访调研期间，了解到工山镇中心小学的一户困难家庭情况

后，企业家代表芜湖恒升重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郑斌向困

难家庭捐献了扶困助学慰问金。 

据悉，此前基金会于 5 月 14 日召开四届五次理事会书面会议，

书面审议通过了《芜湖市牵手基金会 2020 年工作总结及 2021 年工

作计划》。下一步，基金会将召开四届六次理事会，研究讨论扩大

励志奖学金范围和 2021 年励志奖学金名单。

牵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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