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鬟
蕾争萋鹭褥套囊葱编豢套鼗套

：．j．二二．二二塑

赣

霪



宜辛县
旗企业志

宜丰县乡镇套业志编基娄聂套



＼
·
、

尸“赢渐
匝



、宜丰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二、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营业部



一j舞溪缝缌樱营穰厂在维浆．啦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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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事上参竹艨畲板厂在热压竹黪台缀

表。潭山镄竹筷厂中，高档纷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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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同安乡瓷厂各种工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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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庄乡凤凰糖果广糖果饮辩饼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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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澄塘乡食品厂在包装多种浆菜产品

E

十二，敖桥乡机祷厂生产的砖坯



十三，桥西乡北门电站

十四、石市参农机厂在验收产品



十五，双峰乡罐头厂在包装多种罐头

8

十六、天宝乡辛会村造纸厂二号机组投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十七，棠浦乡东刘村装饰板厂在加工多种装饰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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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翻两番、农村

致富的必由之路。

本县乡镇企业是在原手工业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 84年由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

企业。
’

本县乡镇企业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地贯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

展乡镇企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各乡镇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持大发展的

方针，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努力发展自己的乡镇企业。使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商

品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近几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为全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1979年，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853．3万元，税利211．87万元，从业人员

7，192人，社队两级企业282个·1985年总产值达4，322．97万元，增长40 6．56％，税利

676．98万元，增长219．53％，从业人员12，600人，增长75．19％，四级企业2，9的个，是

1979年的952．84倍。

编史修志是我国文化优良传统之一，是上继祖先，下惠子孙的大业。根据县委，县

政府的指示，县乡镇企业局从1985年7P月开始组织人员编写《宜丰县乡镇企业志》·经过

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县志办的具体指导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新志终于编成付印≯这

部志书，真实地记录了本县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历史经验，反映了地方特

点，揭示了宜丰经济要繁荣，农村要致富，必须坚持发展乡镇企业的道路。它对于今后

发展乡镇企业的决策，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r／,，：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

统一。

二，本志力求真实反映出乡镇企业的历史和现状，把编纂重点放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发展情况，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三、志书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1985年底。

．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编纂时，

竖写，竖横结合，以横为主，纵写史实。

力求做到横排

五、时代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后力。

六、资料来源，取自县档案局、统计局，各乡镇企业办公室和有关部门或知

并做到资料核实。 ．

七，本志编纂工作从1985年7月至1986年9月，共计15个月。

。八，志中“本局"指县乡镇企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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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q 1日 廖市铁业组、廖市夏布组、·芳溪乡篾业组分别成立。共计职11142人。

lO月16日

12月2日

12月20日

12月31日

潭山乡缝纫组成立。职工18人。

浦澄乡木业组、篾器社，缝纫组同时成立。共计职工77人。

成立廖市篾器社。职"V26人。

黄岗乡铁业组，辛会乡铁业组分别成立。职-V22人。

一九五五年

1月20日 成立辛会乡棕业组。职工7人。

sB 1日 太平区铁，木，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职1．37人。

8月15日潭山乡篾业组成立。职]220人。

8月16日 辛会乡篾业组成立。职工14人。

8月21日 辛会乡木业组成立。职11121人。

8月23日 新荷区木，篾，棕业社成立。职工57人。

9月1日 黄岗乡缝纫组、木业组同时成立。共计职T27人。

10月1日潭山乡理发组成立。职工21人。
‘’

10月8日 新荷区缝纫组成立。职工11人。

10月26日 芳溪区三村木业组成立。职工11人。

11月1日 芳溪区篾器组，同安乡缝纫组分别成立。共计职工23入。

n月23日 棠浦铁木社成立。职工44人。j

一九五八年 ·

，●

8月 全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实行调整，改合作社、组为合作工厂．
：。 ．’。、

·．
一

． ”：‘

一九五九年 “7．

，|，，：

1月1日，全县有20个农村合作工厂，：职工827人，一下放到当地人民公社管理。’

，s f> 。

l Z．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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