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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吉林市志·轻工业志》以社会为背景，以生产建设为主线，从不同的侧面

记叙了吉林市轻工业的兴衰起伏、成长发展的历史全过程，翔实地将吉林市

轻工业的发端、沿革及现状以其历史本来面貌，较为系统地展现在广大读者

面前。从这部志书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吉林市轻工业的渊源脉络和每个时

期的发展概貌，这是一部具有时代特点、内容丰富、结构新颖，具有较强时代

性、科学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吉林市轻工业发展的重

要史料文献。

吉林市地处长白山下的松花江畔，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得天独厚的野

外资源，品种繁多的农副产品，为吉林市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

阔的前景。轻工业做为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

基础和重要标志。这部志书虽然记述的是吉林市轻工业的发展历史，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轻工发展史，只能是轻工业的雏形，而其真正的发展

则是随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吉林市轻工业的发展日新月

异，一轻战线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汗水谱写

了这部闪光的轻工发展史。

吉林市轻工业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手工业产品一直和人

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们的衣、食、住、行，须臾不能离开，它不仅起到养

育人生、进化社会的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岁月里，繁衍了许多工业门类，所以

手工业可称为近代工业的始祖。千百年来，手工业一直得不到历代统治者的

重视。自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国家资源被掠夺，经

济上遭到蚕蚀，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手工

业经历了清代、中华民国，特别是经过沦陷14年的浩劫，内忧外患和屡遭水火

巨灾，到1948年初，几乎达到人散艺绝、奄奄一息的悲惨境地。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后，饱经沧桑的手工业回到人民手中，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56年1月基本实现了“一化三改”，使处于分散、落后

状态的手工业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开创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全面发展



2 吉林市志·轻工业志

的新局面，手工业逐渐发展成轻工业。这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

训。但就其整体上评价，轻工业始终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的，并对

吉林市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工农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吉林市参与《吉林市志·轻工业志》卷编纂的人员，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在详细调查、考证、分析资料的基础上，较翔实地记述了时间跨度三

百多年的轻工业发展历史。修志工作是一项浩瀚的系统工程，编纂人员不仅

要博闻强记，而且在历史跨度较大，典籍稀少的情况下，经过周咨博访，精心

磨勘，认真编纂，其中甘苦，如不亲莅此事是难以领略的。此志在编纂过程

中，曾得到原为轻工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领导、老艺人的大力支持，市地方

志编委会的精心指导，北京、沈阳、大连、长春、吉林市等图书馆，特别是吉林

市档案局的无私帮助。因此，本书告竣，可谓“众手修志”的成果，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参与《吉林市志·轻工业志》编纂的人员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在详细调查、考

证、分析的基础上，用可靠的资料，如实地记述了各企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为

吉林市轻工业发展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财富，是一件

有益于千秋大业的事，将会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吉林市轻工业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凡的，其中吉林地区的塑料工业，初期

也是在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958年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已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

碰到过一些挫折，但是各企业能够在教训中不断前进，经过多次的设备更新

改造，新设备、新技术在系统内得到广泛的应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很快发

展成为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和技术，能生产上百种产品，并有着浓郁的

地方特色，将塑料应用于农业、人参种植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北方寒冷地区

农作物的早熟丰产丰收。吉林市的塑料工业不仅是吉林市轻工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且已成为工、农业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新兴工业力量，

不断为发展国民经济、繁荣市场做出贡献。

吉林市第一轻工业局

吉林市第二轻工业局

吉林市塑料工业局

19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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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吉林市志·轻工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原貌，突出时代

特色和地方特色，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起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限截止于公元1985年，记述

吉林市轻工业(一轻工业、二轻工业、塑料工业)发生、发展以及在各个时期兴

衰起伏的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表、录等体裁，横排竖写，运用章节体，设置卷、

篇、章、节，概述和大事记置于各卷之前。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文风严谨、朴实、简洁。语言

文字按照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执行。

五、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一律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

年；辛亥革命以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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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中使用数字，除引用原文外，均按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中宣部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执行，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中使用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部分取材于有关省、市

档案馆及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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