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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乡市化肥厂丹江牌碳酸氢

绥多次评为省优质产品。

——1





●

萍，市橡胶厂海鸥牌水

油法鞋类再生胶获省优、部

优奘，1989年奎国同行业质

评捷第一名。



▲

萍；一声毛巾厂Aw皇后毛巾i乏国窜垃

贸邙优质产品荣誉征书，井被列八出rj免

检产品。

■

苹乡市惭器厂雄狮牌300型台秤获部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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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 展望未来

——代序
-．土—-

日

。盛世修志，古今有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年，展现于读者面前的《萍乡市

轻化纺工业志》，是萍乡市轻化纺工业战线上全体职工的智慧和劳动的总结，是萍乡市

轻化纺工业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
。

萍乡虽然以“江南煤都"著称于世。但轻化纺工业却是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到1989年止，已能够生产80多种大类5000多个规格型号的产品，拥有固定资产原

值22061．40万元，净值15223．30万元，获省优、部优的产品有99项(次)，实现产值

36893．58万元，为国家创造了2521．60万元利税，从而成为萍乡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本局工业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详今略古，秉笔直书的手法，重点叙述建国以来萍乡轻化

纺工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这部工业志的出版，不仅能够为有关领导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可靠的

历史文献，而且可作为今后有关方面制定发展规划的参考依据，同时也是进行市情教

育，形势教育，艰苦创业优良传统教育的好材料。如果说这部工业志能为读者在今后的

工作实践中起到上述积极作用，我们编写这部志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今天，回首走过的艰难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无不

欢欣鼓舞，展望萍乡轻化纺工业的美好未来和灿烂前景，我们更加感到任重道远，信心

百倍。

我们要以不断进取，奋发开拓的精神，以踏实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的工作作风，依靠

科技进步，严格企业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素质，赶上全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用辛勤的劳

动谱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新篇章。

伊志忠

l 9 9 0．7．20

※伊志忠同志现任萍乡市轻化纺工业局局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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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

科学性的统一。

二，编纂目的。遵循“资治，存史，教化黟的宗旨，全面系统地记述萍乡轻化纺工

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包括行业的发端、发展、演变、兴衰的全过程。为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为向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提供

教材，为各级领导干部掌握情况，进行决策提供资料，为子孙后代保存地方行业史料，

积累资料和科学数据提供鉴证。

三、编纂原则t坚持“详今略古、详特略同黟的原则，记述萍乡手工业，轻工业，

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发展的全貌及其客观规律。力求做到资料真实，记述准确。对成绩

和功劳不粉饰，对错误和失误不隐讳。

四，时间断限。依照萍乡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萍乡市志编纂工作条例》之规定。上

限为1911年(辛亥革命)，下限1985年。时间跨度74年。但根据记述需要，按照事物的

发端和发展，视其具体情况，适当向上追溯或向下延伸，一般延伸至1988年，个别事物

虱]1990年。

五，志书内容。分机构设置，一轻工业，二轻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获奖名

优产品，重点企业介绍，管理工作等8章40节，加上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

等，共17余万字，90页表格，26幅照片。

六，志书体例，以文字记述为主，适当辅以表格、照片。其结构上分章，节，目。

采用横排竖写章节本末记事体，力求做到突出重点，照顾整体，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七、由于管理工作上的条块分割，本着管什么写什么的原则，本志包囊而未详列的

行业有。鞭爆焰花(花爆，企业属乡镇企业管理局和焰花工业局管辖)，瓷业(电瓷企

业归机械电子工业局管辖，建筑瓷归建材工业局管辖，少量日用陶瓷属乡镇企业局管

辖)，食品工业(果品、糕点，花果划归商业局管辖，食品工业中本志只记载饮料酿

酒)。
，

八，本志文体，时间表示，数字，统计、度，量，衡，代号，符号和称谓的书写，

均按照全国统一规范执行。 “概述"内数字在统计局数字基础上，均增加了本系统管理

的属重工业范畴的产品，如化肥、纺织机械，再生胶等行业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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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千百年来，萍乡的劳动人民利用本地资源，巧施工艺，发展手工业生产，创造了许

多具有本地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大宗土特产品有。土布，土瓷，土纸，鞭爆、土硝，土

酒，花果。

唐宋年代，本县先民已知用陶纺轮从事纺织。土布生产和印染工艺，则由湖南传

入。夏布生产工艺由万载传入。清末萍乡的土布生产，比较普遍。到民国27年(1938)

后，全县已具相当规模，有织布行和织布户1400余家，染布坊30多家，除矮纺车和矮织

机外，有高织机800多台，夏布织机100余台，踩石300多副，年产土布30多万匹，萍乡

白布曾与湖南平江白布齐名，后发展为“洋布”÷印花布，苏花布，彩条花布。染布加

工发展为士林青布、缎青布、青线布。民间织夏布年产1000匹以上。民国期问，萍乡漂

白布，曾参加全省土产展览。 一

南坑乡村瓷窑遗址表明：萍乡的陶瓷约起源于宋代，经过数百年的演绎，发展，逐

步形成以上埠为中心的瓷业生产区。1904年以前烧粗瓷，后进化到烧细瓷。清光绪三十

一年(公元1905年)，成立“萍乡瓷业有限公司汐，从景德镇招来40余名技工，7建四座

芷窑，‘引进“祁门釉果黟，使萍乡瓷业迅速进入鼎盛时期。1909年产业工人达2000余

人。瓷器品类有40余种。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举办矗南洋劝业赛会黟，。展出萍

乡瓷器300余种1000多件，为江西馆的重点， 盘萍乡山水美人瓶纾等四项展品倍‘受。推

崇，会上，萍乡瓷业有限公司获得奖证。1937年，发展为电瓷，普通瓷，美术瓷三大

类。 一
：“ 元代，为爆竹生产服务的爆料纸，在萍乡的上栗，杨岐，长平，芦溪，万龙山、华

云、宣风等地发展起来。清代，纸槽和工棚有800多座，年产爆料纸19200多担。随之，

棉引纸工艺从抚州传入芦溪，半山，南坑等地开始制造，芦溪的高楼，更田，lll下等

地，几乎处处设槽，户户造纸，成为“棉引纸之乡黟 。一

’ 萍乡的鞭爆约起于明代中叶。清道光年问( 年)，，上栗，芦溪已形成两大爆竹

生产和出口基地。厂家、作坊达230多家，从事爆竹生产者(不含下手加工)达l 800余

人，年产爆竹38000多箱。城内和上栗、芦溪两个集镇广设爆庄，收购转销本地和醴

陵，’浏阳的爆竹，年收销量达4万箱以上，销往全国很多大城市，及香港，东南亚一些

国家和地区。

-一清代，爆竹所必须的原料之一土硝，熬煮工艺从浏阳等地传入，土硝生产随之兴

旺，清末，上栗、芦溪两地有大小硝厂80余个，日产土硝2000多斤，并有副产品硝盐。

清朝年间，萍乡手工酿制各种土酒。糯米酒、谷酒，老冬酒，红薯酒等，颇有特

色，芦溪名日“玉兰香黟酒，清乾降四十九年(1784年)销往南洋。

民国2年(1913年)，萍乡城内月光塘熟师欧阳子载，开设靠日新德黟花果店，日

3



1920年，花果品类已有80多个。湖南省国货馆曾设专柜展销其产品。产品不

，且远销东南亚．民国19年(1930)，“日新德秒花果，以其色泽鲜艳，形

艺独特，口味颇佳等特色，被选送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彦，并大奖。随

后又三次获江西省有关部门颁发的甲等奖。

此外，还有印刷、制伞、制秤，棕麻，缝纫、制鞋、本、篾，铁、藤器等行业。

解放前夕，国民党抓丁拉夫，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手工业趋于衰落，

官办的赣西印刷所，县教育用品生产合作社先后倒闭。上埠的萍乡瓷厂工人只剩60余

人。县城仅剩30多家织布行、染布坊，酿酒作坊、缝纫店铺、书纸印刷店家。另有一些

分散在上埠的瓷窑，芦溪，上栗的手工鞭爆业，大安、上栗、杨岐、湘东、福田的纸

槽。

萍乡解放前的手工业，除印刷业，瓷业及部分资本雄厚的织布行有少许简易机器设

备外，其余各行业都是手工操作，生产工具和设备十分简陋，生产工艺落后，劳动强度

很大。1949年，轻工业(即手工业)产值只有408万元。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于1951年恢复了纸浆、印刷两家企业的生产。

支持织布、印染，缝纫、鞋帽，陶瓷，鞭爆、竹木篾器、制伞、衡器、棕绳等传统的手

工业生产。1952年全县有个体手工业户2449户，从业人员6895人。轻纺工业年产值9 1 4

万元。1954年，国家开始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者自愿组织起来，成立各

种合作小组。从成立第一个缝纫生产合作社起，到1956年胜利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

造，全县城乡组织起棉织，印染，缝纫，鞭爆、印刷、棉纸、伞业，五金，竹木篾业等

各类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128个，从业人员5271人，占手工业人员总数的98％。同

年底，扩社并社，手工业合作社调整为78个，从业人员4153人。产值1862．7万元，产值

年年递增，合作社得到了巩固。1952年至1956年的5年问，每年平均递增速度为25％，

1957年，轻纺工业产值为2352万元，是1949年的5．7倍。这78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后

来大部份发展成为轻化纺工业国营企业和市大集体企业。

1958年“大跃进"时期，推行“左"的路线，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执行丘以钢

为纲炒，重工业企业遍地开花。轻工业虽有发展，但递增速度大大落后于重工业，导致

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轻重比例失调，加上1960年开始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轻工业原

材料奇缺，一部份企业只得关闭，解散，下放一批工人回家务农。1963年全市轻工业产

值大幅度下跌，仅1939万元，降至1956年以来的最低点。1964年贯彻中共中央中发

(61)433号《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恢复了各级手工业管

理机构，组织手工业工人归队，调整盲目升为全民所有制和大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性质，

纠正规模过大和行业混杂弊端。退赔被平调的钱物，这样，使当时以手工业经济为主体

的轻纺工业又出现了生机。1965年，轻化纺工业产值回升到2325万元。

1966年上半年， “文化大革命黟开始，由于刮起了“停产闹革命一，批“唯生产力

论黟的歪风，一些国营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被打乱，必要的规章制度被取消，使一些开

始好转企业受挫。但奋战在生产第一线的广大职工，力排干扰，尤其是自负盈亏的集体

企业，积极抵制外来干扰，极力减少“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

七十年代，兴办了化肥，电扇等骨干企业，一批企业转产为橡胶、塑料、化工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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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乡、镇办轻工业也纷纷兴起。1970年，全市轻化纺工业产值4241万元，比最低点

的1963年增长118％。1975年，轻化纺工业总产值5643万元，比1970年增长33％。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国民经济“凋整，改革，充实，提高万的方

针，进行工业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整顿，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引进，先后投资近亿

元，新建和改建了190多家轻工、化工、纺织企业，引进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吹膜，

吸塑成型、注塑，不干胶印刷，高速冲床，染整等近20条国外先进生产线和机组，大大

加强了轻化纺企业的技术基础。改革开放使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开始由单纯的计

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萍乡的轻化纺工业开始振兴

1980年，全市轻化纺工业产值突破1亿元(11904万元)。1985年，全市轻化纺工业产

值突破两亿元(25342万元)。“六五黟期间，产值每年以6．8％的速度递增。1988年，

全市轻化纺工业产值突破4亿元(43229万元)，比1985年增长70％，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的35．1％。出现了经营管理改善，产量产值上升，能源消耗下降，产品质量优化，竞

争能力增强，出口产品增多，利润税金增加，经济效益提高的好势头，涌现了一批颇具

特色的企业和产品’电风扇年生产能力达40万台，注塑鞋年生产能力470万双，晴雨伞

年生产能力100万把，腐植酸化工产品等的生产能力和生产量均名列全省第一。鞭爆

焰花，塑料制品产值列全省第二。农地膜，化肥、台吊扇，苏轼蜂蜜酒，钙塑瓦楞包装

箱，再生胶、牛皮箱板纸，轻质碳酸钙，铬黄，自开晴雨伞、注塑鞋、300型台秤，腐

植酸制剂、毛巾等一大批产品成为全市轻化纺行业之拳头产品，获省优，部优以上优质

产品奖和优秀新产品奖及省以上科研成果奖达102项(次)。

产品销路也大为拓宽，不仅畅销国内各省，市，自治区，而且远销日本，美国、非

洲，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1年以来，出口产品每年以50％的速度递增。1985

年，出口产品有毛巾，棉布，台吊扇，炭黑，碳酸钙，布鞋，鞭爆焰花，灯头，钢丝刷

等近十大类，年供货值为585．70万元。1988年出口品类增加了印花床单，套装浴巾，方

巾、布胶鞋，铬黄、群青、氯酸钾、酞青绿G，柠檬黄，工艺品，服装加工，棉纸和其

它纸，珠木坐垫、纱窗等10多个品种，年供货值为3636．35万元，比1985年增长6倍

多。

1985年，全市有各级各类轻化纺企业230个，按所有制级别分：全民企业11个，市属

大集体企业30个，区属大集体企业16个，乡、镇、街，村办企业173个。230个企业中，

按行业分l轻工业企业(含二轻)185个，化工企业37个，纺织企业8个。1988年，全

市轻化纺企业增至334个，比1985年增加104个。生产行业有。造纸及纸制品、印刷业，

食品、饮料制造、饮料酒制造、日用硅酸盐(陶瓷，玻璃)，家用电器制造(电扇)，

日用杂品(晴雨伞等)、工艺美术品制造(鞭爆、焰花)，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纺织

业，缝纫业、化学肥料制造、有机化学制造(炭黑、苯酐，腐植酸制品等)。、橡胶及其

制品业，纺织机械等近20个行业。产品品种有80多个大类5000余个品种规格。1985年

末，有职工27816人，占全市工业系统职工总数的21．58％。拥有固定资产原值8846．30

万元，占全市工业总固定资产的11．78％。动力机械总能力为39592碰，占全市工业总动

力机械的11．8％。1985年市轻化纺工业局所属26个企业中，全民企业11个，大集体企业

15个。企占地面积57 1824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46577平方米。固定资产投资额64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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