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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从玉溪市中心城区往西南走 4公里，树立在宽

阔街道上的“云南第一村”巨大牌坊引人注目。顺

着牌坊延伸开的是整齐的建筑、规划得当的景观植

物……走进大营街社区，除了外观给人不小的视觉

冲击外，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 2 0 1 7 年，

社区经济总收入7 8 . 8 7亿元，比1 9 7 8年的3 0 . 3 7万

元增长2 5 9 7 0倍；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 8 3 7 9

元，比1 9 7 8年增长1 7 0倍。

白手起家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今天的大营街，乡镇企业红红火火、居民收

入稳步提高、人居环境鸟语花香，已有滇中小城的

风格和气派。而回顾40年前，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却是另一番景象。

“1980年，大营街人均仅拥有水田0.48亩、

旱地0.068亩。”关于“贫穷”的记忆，大营街社

区党总支书记陈宝荣表示，主要是因为“人多地

少”。“改革开放以前，大营街的生活水平在红塔

区是最低的，也是别人眼中吃粮难、喝水难、住房

难、行路难、娶媳妇难的‘五难村’。”

也正因人多地少，大营街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时，村民收入的提升幅度并不明显。痛定思

痛，村民跳出“以农为主”的思路，商量着把土地

集中起来，用于兴办红砖厂、芝麻片厂等集体企

业。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颇具创新性的做法让当

地人的收入得以大幅提升，同时也引起玉溪卷烟厂

的关注。

1988年，在玉溪卷烟厂的支持下，大营街村

集体贷款400万元建起两个卷烟配套企业——云南

玉溪水松纸厂和云南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成功

淘到工业领域里的第一桶金。在两家企业的支撑

下，铝型材厂、铝箔纸厂、油墨厂等多家企业也如

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1992年，在集体经济的

带动下，大营街经济总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成

为玉溪第一个亿元村。1995年，大营街经济总收入

突破10亿元，并被云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授予“云

南第一村”荣誉称号。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大营街社区虽然也

经历了起伏，但整体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如今，

在2.6平方公里的辖区内，聚集了67户企业，营业

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17户、上亿元的企业10

户，一批在省内乃至国内领先的优势产业在这里萌

芽、发展、壮大。

今非昔比 发展“红利”全民共享

集体经济的壮大，让大营街居民的日子越过

越好。从土坯房到砖混结构的小洋房，再到钢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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