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大测绘服务领域

提高经济社会效益

程 宏 基

云南地 矿局测 绘队为 了增强 本队的活

力
,

积极开展对外服务
,

发挥测绘工作技术

专长和现有仪器设备的能力
,

用发展生产
,

提高效益的办法改变本单位的面貌
,

取得了

显著成绩
。

一九八四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

予
“
经济效益成绩显 著单 位

” ,

一九八五年

又创新成绩
,

共完成测绘标准工作量 2 5 1 4平

方公里
,

比上年增长 24 %
,

增收节约额 55 万

元
,

对外服务收人 87 万元
,

与地勘费的比例

为 1 : 0
.

77
。

从而使产 品品种
、

完 成工 程项

目
、

生产数量
、

对外收人
、

职工增收等五项

指标创造了该队历史最好水平
。

一九八六年

被评为云南省地矿局先进单位
,

一九八六年

三月地矿部授于该队为
“
企业整 顿 先 进 单

位
” ,

昆明市人民政 府授于该 队为
“
文明单

位
, , 。

他们在开拓服务
、

增收节支中采取了以

下的办法
:

一
、

严格实行各级经济贵任制
。

云南测绘队坚持在整顿中改革
,

从一九

八三年以来试行以 承包为 中心 的经 济责任

制
,

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

一九八五又试行队

长负责制
、

干部聘用任期制
,

班组有领导的

进行自由组合
。

该队坚持从实际出发
,

根据

专业队的特点
,

实行 了四种经济责任制
:

1
.

生产分队实行 地勘费内部脱钩
,

或

项 目核算的经济责任制
,

即实行内部
“
独立

核算
,

自负盈亏
,

以收抵支
,

利润分成
”
的

经济责任制
;

2
.

辅助生产单位
:

实行
“
经济 核算

、

节约分成
”
的经济责任制 ;

3
.

队部职能科室 和服务部门 实行岗位

经济责任制
一

,

4
.

食堂实行联责计 奖的经济 责任制
。

实行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

使每个职

工对自己的工作做到定性规范化
,

定量程序

化
、

检查 考核具 体化
。

在实 行经 济责任制

中
,

坚持了责
、

权
、

利 相 结 合
,

国 家
、

集

体
、

个人利益相统一
,

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

成果相联系的原则
,

充分调动了全队职工当

家作主的积极性
、

主动 性
,

对 冲 破
“
大 锅

饭
”

起到变革性的突破
。

云南队在
“
六五

”

期间职工人数略有减少的情况下
,

平均每年

增产标准工作量 2 60 平方公里
,

平均增长速

度为 2 1
.

。写
, 19 8 5年完成生产标准工作量比

1 9 8。年翻了一番
。

五年来
,

在保证完成地质

系统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
,

广开生产门路
,

积

极为社会服务
,

对外增收 2 02 万元
,

人均达

到 4 7 0 0元
,

这就为发展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创

造了条件
,

增强了自我改造
、

自我发展的能

力
。

二
、

发展横向经济联系
,

积极开拓新的

市场
。

发展横向经济联系
,

搞活测绘市场
,

也

是当前测绘专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

云南

侧绘队围绕发展横向经济联系
,

多方了解社

会信息
,

主动地找出路
,

与云南省城乡建设

环保厅规划院
、

云南省农牧厅土肥站
、

云南

省
、

地各办公室
、

昆明市城市档案管理处等

单位取得密切联系
,

建立起服务网络
,

按照

商品流通的客 观规律 和扬长 避短
、

相 互开

放
、

自愿互利
、

共同发展的原则
,

开拓了新

的测绘市场
,

从而使服务领域愈来愈宽广
,

如云南省土肥站还专门邀请测绘队参加土壤

调查现场会
,

并介绍技术服务项 目
,

在土肥

站的推荐下
,

一些地
、

县的土壤图和土壤报

告都陆续送到测绘队印刷
, 1 9 8 5年底预付款

达到 15 万元
,

他们主动与昆明市档案管理处

密切配合
,

积极开展 1 : 5 0 0比例尺管网地形测

量
。

在印刷上
,

还与云南省人民出版社
、

石

油
、

煤炭
、

化工
、

冶金
、

黄金部队等单位建立了

协作关系
,

主动为上述单位 印刷地质报告
、



杜预的地壳变动思想和
“

试验
”

李 鄂 荣

关于地壳变动的地质现象
,

在我国古籍

中叙述得最为明确的
,

要推 《诗经 》 了
。

在

《小雅
·

十月之交 》 一诗 中
,

诗人 写道
: “
百川

沸腾
,

山家幸崩
,

高岸为谷
,

深 谷为 陵
” 。

这首诗
,

据说写于周幽王六年 (公 元前 7 76

年 )
。

此诗在春秋时期的鲁昭公三十二年 (公

元前 5 1 0 年 ) 已被晋国的史墨 用来解释
“

社

樱无常奉
,

君臣无 常位
”
的社 会 政治 现象

了
。

在这个意义上
, “
陵 谷变 迁

”
这一成语

便被后人经常引用了
。

到了西晋初期
,

有一位参与平吴的大将

杜预
,

是当时一位著名学者
,

著有 《春秋左

氏经传集解 》 流传于世
。

他也认识到
“

高岸

为谷
,

深谷为陵
”

这一成语的意义
。 《晋书

、

杜预传》说
“

(杜 ) 预好为后世名
,

常言
,

高

岸为谷
,

深谷为 陵
,

刻石 为二 碑
,

纪 其勋

绩
,

一沉万山之下
,

一立砚 山之上
。

日
:

焉

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 。

就是 说
,

尽管今 后地

壳发生变动
,

因而两碑也 会 随着 上 升
、

下

降
,

山上的碑看不见了
,

水中的碑仍然会屹

立在上升的高岸上
,

他的平吴勋绩永远不会

湮没
。

他的这一作法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

次进行的地壳变动
“

试验
” 。

杜预参与平吴是公元 1 80 年
,

他死于 1 84

年
。

两碑的下落如何
,

后人很少提及
。

过了九百多年
,

南宋初年有一位学者名

叫庄绰
,

曾留意到杜预的这件事
,

进行过实

地考察
,

了解两碑的下落
。

他在其著作 《鸡

肋篇》 中写道
: “

余尝守官襄阳
,

求砚山之碑
,

久已无见
;
而万山之下

,

汉水故道去邓城数

十里
,

屡已迁徒
。

石沉土下
,

那有出现? 二

碑之设
,

亦徒劳耳!"

这说明由于汉水 河流向 南侧 侵蚀 的结

果
,

河床位置已经在近千年的漫长时期里有

了迁移
。

杜预 当年沉 碑之所
,

已经 不是 河

道
,

成为平陆了
。

这样
,

晋时所沉之碑
,

实

已不在河底
,

而是湮没在土层之下了
。

从地质科学史的角度看
,

杜预的
“
试验

”

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

它告诉我们
,

地壳变

动的思想
,

在我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
。

编辑照排科技刊物
,

获得较好社会效益
。

三
、

开辟测绘市场
,

提高自我改造
、

自

我发展的能力
。

开辟测绘市场
,

是 向
“
商 品 化

、

企 业

化
、

社会化
”

过渡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
,

云

南侧绘队在改革中本着
“

信守合同
、

保证质

量
、

收费合理
、

热忱服务
” 的原则

,

严格执

行工程合同
,

坚持质量第一
,

真心诚意地为

社会服务
。

该队采取发挥 自己在大比例尺测

图
、

照排植字
、

胶印书刊方面的优势
,

搞两

个拳头产品
,

全队照排机发展到 n 台
,

年生

产一千万字以上
,

优秀的照排植字 员已达年

生产 2 00 万字的水平
,

由于在服务中保证产

品质量
,

该队施测的城镇多色地形图
,

清晰

易读
,

利于设计使用
,

施测的城市管网图
,

用多种颜色显色示管线
,

印刷成有花边的挂

图
,

受到昆明市城建档案馆和一些单位的欢

迎和赞赏
。

照排植字胶印书刊的质量比铅印

高
,

受到用户的好评
。

给省测绘局印刷的云

南省分县地图集获得省科技二等奖
。

由于云

南侧绘队制印有一定的规模
,

产品质量不断

提高
,

深得用户的信任
。

为今后进一步扩大

市场打
一

F了基础
。

(地矿部地矿 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