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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 大埔迎
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城乡社会
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经济发展经
历了基本解决温饱、 稳定解决温饱、基
本实现小康、全面建设小康向全面建成
小康迈进的历史阶段，步入了快速增长
期， 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跃上了新台
阶。 2017 年该县国内生产总值 87.01 亿
元，较 1986 年（从 1986 年起开始有统计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的 1.87 亿元增长了
46.53 倍；该县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
资从 1979 年的 6310 万元、256.1 万元
分 别 增 长 到 2017 年 的 79.488 亿 元 、
78.017 亿元， 分别增长了 125.97 倍和
3046.38 倍；2017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9.7 亿元，较 1979 年的 1584.84 万
元增长了 61 倍。

据史料记载，大埔生产陶瓷已有 800
多年历史，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瓷都”之
一。 作为“中国陶瓷之乡”，大埔县历来重
视陶瓷产业发展， 经历了从小作坊到陶

瓷工业小区到陶瓷工业园区， 从手工制
作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大埔陶瓷逐渐
发展成为该县最具特色的支柱产业。
1979 年，该县共有陶瓷企业 102 家，日用
陶 瓷 总 产 量 6923.85 万 件 ， 总 产 值
2651.78 万元；至 2017 年，该县有高陂陶
瓷工业园区 1 个，陶瓷工业小区 3 个，陶
瓷生产经营企业共有 186 家 （其中规模
以上企业 37 家 ）， 年产值 21.2 亿元，比
1979 年翻了近 80 倍。 该县按照彰显特
色、打造龙头、品牌带动、区域合作、做强
产业的原则，做精日用工艺陶瓷，做优特
种陶瓷，做好陶瓷关联产业，全力打造广
东省陶瓷生产基地和国家级外贸转型升
级示范基地。

大埔还是“中国蜜柚之乡”、“中国名
茶之乡”， 是广东省最大的蜜柚种植基
地， 拥有 1 家新三板挂牌上市———广东
顺兴种养股份有限公司； 大埔产茶历史
悠久，西岩山茶、英雅石涧茶、岩上飞天
马茶等颇为出名。 如今，大埔县把蜜柚、

茶叶产业作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重中
之重，不断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农业
发展模式由改革开放前的农耕模式逐步
转变为农场、公司 + 基地模式，种植面积
和产量不断创新高。 茶叶的种植面积从
1979 年的 6109.95 亩发展到 2017 年底
的 10.8 万亩， 产量从 1979 年的 68.2 吨
增长到 2017 年的 7300 吨， 分别增长了
17.7 倍和 107.03 倍。 蜜柚的种植面积从
1995 年的 31534.05 亩发展到 2017 年底
的 21.9 万亩，产量从 1995 年的 11443 吨
增长到 2017 年的 25 万吨， 分别增长了
6.9 倍和 21.84 倍。

经过近 40 年的不懈努力， 该县的陶
瓷、电力、生态健康、文化旅游等产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大埔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 据了解，该县的一、二、三次产
业结构从 1986 年的 43.45∶24.85∶31.7
调整到 2017 年的 25：29：46， 经济结构
不断优化，发展成果显著，经济社会步入
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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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埔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市民
感受最深切的当属出行的变化了。 以前，
大埔交通不方便，到梅州市区仅有沙土公
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坑坑洼洼。 30 年
前在车队当过司机的张云东说，“30 多年
前， 大埔到梅州的公路很难走， 弯弯曲
曲，客车要走 5 个多小时才能到，从大埔
到广州、 深圳更是需要坐一天半的车。 ”
面对大埔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大埔
人民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全县上
下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 城乡交通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
1979 年至 1989 年 ， 该县仅修筑公路
83.68 公里，1990 年后，“大路大富、 小路
小富、 无路不富” 成为全县人民的共识，
该县把加快公路建设作为发展山区经济，
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主攻项目之一 。
1998 年，梅坎铁路广东段开工，2000 年，
梅坎铁路全线铺通，打破该县无铁路的历
史；至 2000 年底，县通 20 个乡镇的公路
全部实现硬底化；2014 年 12 月， 梅大高
速全线贯通， 自此大埔有了高速公路，到
梅州市区时间缩短到一个小时内， 到广
州、深圳时间也缩短到六个小时内；2017
年，大潮高速公路 （含大漳支线 ）动工建
设，建成通车后将打通粤东北及海西地区
连接潮汕平原和潮州港的南北向高速通
道，以及梅州通往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厦漳
泉地区的东西向出省通道，对加快粤东及
粤东北地区融入海峡两岸经济区等具有
重要作用。

截至 2017 年年底，该县共有高速公
路 1 条 （梅龙高速 ），大埔段里程 50.2 公
里；国道 G235 线，里程 101 公里；省道 6
条 ，里程 337.72 公里 ；县道 6 条 ，里程
110.392 公里 ；乡 （村 ）道 2135 条 ，里程
2361.83 公里 。 该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2961.15 公里， 公路密度 120.003 公里 /
百平方公里，总里程和公路密度比 1979
年的 417.23 公里 、16.91 公里 / 百平方

公里都翻了 7 倍， 从根本上改善了该县
落后的交通面貌。 同时，该县还重点抓好
县城至高陂连接线、农村“四好”公路建
设， 争取大丰华高速丰顺至大埔段早日
动工；推进县城至枫朗一级公路、县城至
茶阳公路和大麻至高陂旅游公路等工程
建设，改造提升国省、县道，形成“对外大
连通、对内大循环”新格局，努力实现“大
交通带动大物流、大物流激活大产业”。

1986 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埔被列
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
该县紧紧围绕真脱贫、脱真贫，以扎实
的工作作风，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长效脱贫， 贫困户人口由 1986 年的
3.53 万户 17.26 万人减少到目前的
5207 户 11298 人 ， 贫 困 率 下 降 到
1.98%。

40 年来， 大埔老百姓的钱袋子越
来越鼓，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宽，得到的
实惠越来越多，果、畜、劳务经济成为
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持续增加，城镇养老、失业、工伤、
医疗、生育保险覆盖面逐年扩大，社会
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福利水平显著
提高。

“房间空间比较大，卫生环境也比
较好，衣柜等设备比较齐全一点，特别
是厕所特别干净，住得挺舒服，空气流
通各个方面都好很多。 ”大埔县人民医
院的一位患者说。 近年来，该县 80%财
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 大力发展教育、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文化事业、就业
服务、脱贫等。 以教育强县、卫生强县
创建工作为抓手， 新建张云栽实验学
校、 第二实验幼儿园， 扩建实验中学、
大埔三小等，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覆盖
率达 100%；推进县人民医院改扩建工
程、县中医院迁建、县妇幼保健院改扩
建和县慢性病防治院门诊楼工程建设
和乡镇卫生院的建设， 让“学有所教”

“病有所医”的目标变为现实。“我都快
70 岁了， 没想到还能够像城里人一样
住这么好的房子，没有改革开放，这种
生活想都不敢想。 ”山子下村村民钟雪
云说。

城区发展日新月异

笔者翻开上世纪 70 年代
大埔县城的老相片 ， 映入眼
帘的大部分是农田和滩涂 ，
低矮的房子，街上鲜有车辆 ，
而且断头路多，是一个群山环
绕的小县城。

改革开放的 40 年， 是大
埔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的 40 年，
路更宽了、 水更清了、 楼更高
了、景更美了。城区随着环城大
道、大埔大道、过境公路的推进
建设，对老城区的市政道路、综
合管线、自来水管网、绿化景观
和灯光照明的提升改造， 县城
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 由原来
的 3.88 平方公里拓展到 7 平
方公里， 人口增长到了 10 万
人；五虎山、双髻山两个省级森
林公园和西湖公园、清水公园、
书法公园等建成， 为市民增添
了亲近自然、 感受自然的绿色
户外空间，呈现出一幅“城在林
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美
丽画卷。 2017 年，大埔再次荣
获“中国最美丽县、中国深呼吸
小城”称号，极大提升了大埔县
城形象和品位。

这是大埔县城市扩容提质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万川翰
林 （一期 ）、东城上品、京华花
园、万川国源大酒店项目相继
建设竣工，大埔县城市扩容提
质的动作不断。 这两年，西华
新村、中央城改造项目、龙湾
国际、幸福城、奥园城市综合
体、肉类联合加工厂、污水处
理设施工程等扩容提质项目
争先开工建设，不断刷新县城
颜值。

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变化真是太大了！ ”77 岁
的杨和英，自小生活在大埔西
河镇北塘村，近两年村里的变
化让她惊叹。 作为第三批省级
新农村示范片，西河镇选取北
塘村 、东塘村 、黄堂村 、漳溪
村、 东方村等 5 个行政村，18
个自然村为主体建设新农村，
围绕村容整洁宜居、服务设施
完善、产业提升发展等，逐步
打造了具有鲜明梅州客家乡
村自然和人文特色的美丽北
塘、富硒东塘、灵秀黄堂、大美
漳溪、东方人家省级新农村示
范片。

同样在大麻镇大留村，鹅
卵石铺成的小道直通大水池，
池内种着菖蒲、 美人蕉等，池
外绿化地上花草郁郁葱葱。 这
是大麻镇大留村新建的文化
公园的一景。“这里以前是一
块杂草丛生的荒地，在新农村
建设过程中，我们将其建成了
文化公园，成为村民休闲好去
处。 ”驻村干部高文彬说。 走进
大麻镇小留村，这个有着大埔
“华西村”之称的地方，正是在
政府引导、乡贤主导下，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梅州
首个广东省“宜居村庄示范
点”。 只见一栋栋别墅、楼房拔
地而起 ， 旁边配套了休闲公
园、文化活动中心，健身娱乐
设施随处可见，仿佛走进了城
市小区。

这些只是大埔新农村建设
的一个小片段。“大埔山青水
秀，民风淳朴，客家人文深厚，
其以‘溪江如绘美’的美态被

评为‘中国最美丽县’。 ”大埔
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大麻、高陂、茶阳中心镇‘六
个一’项目建设，形成‘一主三
附’发展格局。 此外，该县凝心
聚力抓好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
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工作，在新
农村建设过程中，以环境整治
为突破，坚持“一村一品”“一
村一韵”发展思路，突出规划
提升，注重产业引领，保护自
然生态、保存文化特色、保留
传统建筑，着力打造宜居型美
丽乡村。 随着 57 条省定贫困
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规划
建设工作的全面推进，扎实抓
好 20 户以上自然村“三清三
拆三整治”， 全面启动镇级和
省定贫困村污水处理设施……
一项项“美丽 ”工程 ，一个个
“美丽”新农村，让大埔县荣获
“2017 年中国最美丽县”称号。

四十年弹
指一挥间，山中山的

梅州大埔天翻地覆，四
十年， 大埔历经沧海桑
田，从一片贫瘠和落后，历
经几番巨变，在岁月变迁
中破茧成蝶，已然变身
“中国最美丽县”。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特色产业优势突显
产业之变A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成就市民便捷出行
出行之变B 民生之变C

民计民生极大改善
幸福指数极大提高

城乡面貌发生巨变 颜值品位与日俱增
面貌之变D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保护成效显著

环境之变E

梅大高速及其东延线全线贯通 ， 加快
大埔向海西的连接 杨开城 摄

大埔西河镇黄堂村省级新农村示范片 高讯 摄

县城西湖公园美景 (受访者供图 )

改革开放以来，大埔从之
前林木无计划砍伐、 毁过于
种，到采取“封、管、造、节、治”
的综合措施造林绿化， 坚持
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持
之以恒地开展了以林业生态
工程和水土流失治理为重点
的生态环境建设, 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至
目前，该县林地面积 297.6 万
亩 ， 占 全 县 辖 区 面 积 的
81.2%；森林公园 33 个，其中
国家级森林公园 1 个， 省级
森林公园 3 个；自然保护区 5
个； 森林覆盖率 79.88%，居
梅 州 市 第 一 。 该 县 还 荣 获

“2017 中国深呼吸小城 100
佳”称号。

建立县、镇、村三级河长
制，392 名各级河长“上岗”治
河，对 52 条河流、48 宗水库、
170 宗山塘全部造册登记，制
定“河长会议制度、河长巡查

制度、工作督察制度”等三项
制度， 不定时开展巡河和督
导。 投入 5000 多万资金对双
溪库区、汀江青溪库区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保护好江河水质
和集中饮用水源地，确保“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突出抓
好工业园区废气、 废水排放，
建筑扬尘、露天焚烧、非法采
石采砂的日常巡查，不断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2017 年该县
县城空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
355 天 ， 其中优良天数 351
天，优良率达到 98.9%。

回首 40 年路， 正道是沧
桑。 目前，大埔又面临新时代
如何深化改革开放的问题，站
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起
点上，以新的举措、更高起点
谋划和推进改革，迎接新的挑
战， 着力推动生态富民强县，
奋力开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局面！

1979 年 ，召开中共大埔县
委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 把全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1 年 ，大埔县人杨捷兴
在 南 京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发 现
3611 号小行星。 1995 年 5 月 4
日， 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
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
将 3611 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
大埔星。

1986 年 ，大埔县县城正式
开通自动电话。同年 8 月 1 日，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
纪念亭落成。

1993 年 ，县国有工业首家
企业集团公司———大埔县矿泉
食品饮料企业集团公司成立。

1998 年 ，梅坎铁路广东段
开工。

1999 年 ，电视剧 《嫂娘 》在
大埔开镜。

2000 年 ，国家重点建设工
程梅坎铁路全线铺通 ， “北京
3229 号 ”是首列进入大埔境内
的列车。

2004 年 ，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莅埔
调研考察。

2005 年 ， 全县首批 682 名
“十百千万” 干部下基层驻农村
干部奔赴农村第一线开展工作。

2009 年， 大埔县被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认定为全国第二
十九个中央苏区范围 ， 成为广
东省第一个中央苏区县。

2009 年， 大埔县被中央综
治委、中央组织部、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评为 “全国平
安建设先进县”，是全省唯一获
此荣誉的县。 大埔县被评为十
佳“中国最美的小城”。

2011 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莅埔调研考
察。

同年 ， 实现全县所有县道
通水泥公路的目标。

2012 年，大埔被评为“中国
蜜柚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2014 年 ，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莅埔
调研考察。

同年，梅大高速全线通车。
2016 年， 韩江高陂水利枢

纽工程动工建设。
2017 年， 大潮（含大漳支

线）高速公路开工。

链接

中国最美小城 、中国最美
丽县 、 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 、
全国文明县城 、全国绿化模范
县 、全国文化先进县 、全国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中国乡
村旅游示范县 、 中国小吃名
县 、中国青花瓷之乡 、中国蜜
柚之乡 、中国名茶之乡 、中国
长寿之乡 、 中国花环龙之乡 、
中国广东汉乐之乡 、中国最具
文化品位的小城 、中国十大文
化休闲基地 、中国客家民居大
观园 、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 、中国陶行知生活教育实践
基地、中国深呼吸小城。

大埔城市名片

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