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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是指从事手工劳动为主的工业性生产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民国时

期，城乡人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如家具，炊餐用具，编织品等，和农民所用的生产资料如

犁、锄，镰，铎，耙，水车以及修理服务，大多是手工业所提供的，为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

活服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受到生产

关系的束缚，政治上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手工业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新中国成立

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扶持下，手工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形成了完整的二轻工

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现今德阳二轻工业，既包括了城镇集体所有

制传统的手工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建筑安装业、工艺美术、修理服务业，又包括新

兴工业，现代工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在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大工业服

务，为出口服务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阳县二轻工业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政治上安定团结，在经济

上发展速度加快，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的大好形式下而编修的。本志力图以四壕基本原则

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整理记载二轻工

业发展历史过程，以及建国三十五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以便知今鉴古，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德阳县二轻工业志》记叙了从1911年至1984年70多年来德阳县(包括原罗江县)二轻

工业及手工业的历史和现状，特点和变化——记叙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的根本变革；记叙了由个体手工业私有制经济到集体公有制经济的伟大转变，记叙了生产力、

生产关系的巨大发展。德阳县二轻工业的根本变革，和巨大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而实现的。德阳县二轻工业的发展，是广

大二轻职工几十年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的结果。是一部艰苦创业史。

《德阳县二轻工业志》共十三篇，计 字。它以志为经，纪、传、象、表、图并

用，广采博引，综合表述，详今略古，立脚当代，篇章自成一体，全志融会贯通，一脉相承，

寓经验，挫折予史实之中。其中，《民国时期手工业》篇与《建国后二轻工业的发展》篇为

纵写，《手工业老字号》篇与《工厂小史》篇为横排。《二轻工业各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篇

与《产品纪事》篇贯穿今昔，并行不悖。《经营管理》篇与《人物》篇以当代为主，反映物

质与精神力量所起的历史作用。

谨以此书献给从事二轻工业的和新一代的刨业者和建设者借鉴和运用，从中得到规律性

的认识，为二轻工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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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建国后的19幽年，7罗汪县合并予德阳县。为了《德阳县二轻工业志》一书结构的完

整翱统一，各个篇章在台县之前的各个时期及其以后，罗江均为德阳县的一个地区编排在德

阳县这个范筹之内。统计资料亦概其全。

二，德阳县治设旌陌镇j t981年11月以前为城关镇。二轻工业企业一般按惯例以所在

地，．所生产酌产品命名。但是在旌阳镇的企业为德阳县××厂，省去了“旌阳”二字；在罗

汪的德阳县工具厂，德阳县纺织器材厂省去了“罗江”二字。德阳、罗江、孝泉、黄许通称

四犬镇，其中的德阳实指旌阳镇。

三、在垒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为县级领

导机关。以后成立的手工业管理局，二轻工业局继续执行了联社的一整套制度，局长，付局

长都被选为联社主任、付主任，两个机构一套人马。

四、二轻工业包括二轻工业企业，二轻建筑安装企业j建筑安装企业在统计制度上作为

独立的部门，总产值未列入二轻工业总产值之内。

五、按照部门志分工的原则，本志以现有归口管理的行业9企业和新建立起来的行业企

业为主立志，从详。下放社队的企业i划归其它部门的行业、企业，由区乡人民政府和归El

管理部门立志，本志略有陈述。

六、城镇街道工业，直属各镇人民政府9又归口二轻工业局管理9由各镇人民政府立志。

举恚仅设立《街道工业》篇，概其全貌作综合的记述。

。j七、坚持生人不立传。在本志《人物》篇中所列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名师巧匠、

和+葺学成才只就他们从事手工业的某些事迹成就，记录入志。

八、本志纪年；建国前以民国××年纪年，建国后以公元××年纪年，并省去“公元”

二字n志中提到××年代，系指二十世纪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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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德阳县地处成都平原北部边缘，与绵阳，中江，广汉．什邡，绵竹，安县接壤。幅员面

积1097平方公里，人口685902人(1982年人日普查数)。“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子

美诗)。山水相映，平原与丘陵相间，田畴沃壤，物阜民殷0凯江河、绵远河、石亭江横西

东；川陕公路、宝成铁路纵贯南北，德天铁路向西伸向绵竹汉旺煤炭资源产地，公路网遍及

城镇与乡村之问，与邻县相通；人民渠四期、五期，六期工程，引来都江水灌溉万倾田，百

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实现了自流灌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交通方便，农业生产发达。20世

纪50年代，架通了高压电线。60年代，在县境内相继建起了全国闻名的第二重型械器厂，东

方电机厂‘，东方电工机械厂等26个中央和地属以上的国营工业企业，对繁荣德阳地方工业，

=轻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

德阳二轻工业在本志所断限的时间内，经历了1911年至1949年的民国对期个体手工业时

代，1950年至1984年的建国后二轻工业集体经济。建国后的二轻工业集体经济，经历了50年

代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到集体公有制的合作化运动，60年代的调整恢复，70年代以后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建设，80年代的由加工型、生产型企业为生产经营型和开拓型企业的转变，以及

1984年的经营管理改革。二轻工业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传统手工业产品到发展新兴

工业和现代化工业产品，形成了一个多产品，多结构的二轻工业经济体系，在国民经济和

“四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61年至1981年的20年间，二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八

倍，利润增长二十二倍，上交国家营业税，所得税增长十三倍。1984年与1981年比较：工业

总产值3，475万元，增长36％，利润272万元(考核数)增长55．4％，上交国家两税2】5万元，

增长41．7％，1984年，二轻工业总产值占德阳县地方工业总产值17．8％。

民国时期，手工业经济是小农经济社会的组成部份。手工业以李宝成创制的德阳潮扇，

艺术较精良，运销省内外，民国35年为极盛时期，年产量达到52，400把。当时，集中在场镇

的棉纺织行业，从业人数多，产值大，据1950年的调查，1023户，2463人，总产值662，177元。

一土纸业在罗江地区较为广泛，分布在文星、略坪、宝林、观音、河清等乡，两县从业205人，

总产值22，274元。集中在城镇，有着悠久的历史的金，银、铜、铁，锡等金属制品业，生产

发达，以及遍布城乡的木器，竹器，缝纫，土陶，建筑，修理服务等行业涉及到衣、食、住、

行等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49#-地方

工业总产值511万元，其中手工业总产值436万元，占85．2％。民国时期，德阳没有电力，交

通运输工具落后，手工业生产分散。劳动生产率低，手工业者仅以此维持生计。

建国后，1950年至1952年，手工业工人纷纷开业，生产恢复很快，在个体经营基础上，

出现了十人以上私人合伙组织。1952年，手工业总产值746万元，比1949年上升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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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在县委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从1953年建立第一个生产合作社起，在积

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指引下，经过说服示范，启发手工业劳动者自愿地联合起来，引导

手工业走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掀起了合作化高潮，全行业、全县相继建起了各种类型的生

产合作组织，恢复和发展了中断的手工业产品，提高了生产力，满足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的需要。1956年成立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社(组)146个，社(组)员

6，304人，占手工业总人数的92％，基本上完成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了由个体手

工业私有制到集体公有制的伟大转变。

1958年以来，手工业合作社经历了三年“大跃进”的穷过渡，共产风、高指标、碚指挥，

企业合并转厂、下放、不适当的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等等，造成了经济损失。在党的领导下，

纠正和克服了这些“左"的错误，才使企业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19,61年成立了手工业管理局，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了与国家纺

织工业争原料的棉纺织行业和调整刘出粮食、商业部门管理的食品工她恢复和发展了手工
业合作社经济，稳定了职工队伍；恢复和发展了手工业传统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和发

展了罗江马头牌莱刀、金雁牌锯条，孝泉草镰刀．锯镰刀，木桶，德阳锄头、药铡刀等名牌

产品；扩大了潮扇产品的出口，新增市场紧缺的饭锅；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提高机械

化程度，加强了企业的自身建设，在贯彻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疆服务，为大工业服

务，为出口服务中作出了贡献。1965年，调整后，手工业合作社(组)为62个，社(组)员2，685

人，总产值447万元，比t961年上升29％，占地方工业总产值的15．9％。

在经历了1966年以来文革大动乱，1970年各级领导班子相继建立起来，1972年恢复了手

工业管理局。手工业合作社为求生存、求发展，突破了手工业生产传统产品的限制，扩大生

产规模，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大厂办小厂，发展小厂为大厂，使用新材料，变换新产品，提

高机械化配套生产能力，改革低级低档产品，发展高级，高档产品，向工业化，现代化工业．

静召标奋斗。因此，在二轻工业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批更新换代的产品，如属于丝棉织物中

的丝绸、化纤衣料、真丝提花闪光被面，提花枕巾，属于化学工业产品的硅酸钠，试剂硫酸、塑料

铡最，制动刹车片，属于机械工业的c618—1车床，9FQ饲料粉碎机以及马铁另件，再生灰口

铁，淋泥等产品，基本上改变了手工业合作社的自给自足、地产地销的传统生产结构，突破
了簸区界限，发展为多产品，多结构、多渠道的二轻工业经济体系。1978年手工业生产合作

社纛名为厂，实行支部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手工业亦改称二轻工业，手工业管理局改

榉轻工业局j但是，集体公有制的性质不变，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计件工资妁体制不变。
鹰争年来，机构几经变动，但性质任务没有变动，联社的牌子也一直保留了下来。集体经济

嗡性质和体制，适合了二轻工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实践征踞生产关系一

定要适合生产力，违背了这个原则，就必须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二轻工业在历史上

产生的两次波折，就完全证明了这个事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各个时期曾选拨过经济效

益较好的几个或者1Io个企业为合作工厂，但为时不久，也都相继改为合作社性质。1978年，

二轻工业(包括建筑安装，以下同)45个企业，职工5，516人，总产值2，160万元。占地方工业

总产值的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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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隅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发展属展经挤薪时期，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

方针，建立适合本企业特点的责、牧、利槽结合的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榭位经济责任制，把企

业的命运和职工的利益同生产嶷营酌好坏、职工责献的大小紧密结合起来，扩大企业自主经营

范围，二轻工业生产因之有了很大的发展；设备得以蔓新，j业务得以扩大，弪济效益得以提高，

连最困难的服装、建筑等行业，也恢复了生机。至198+g年，=强工业又增加了真丝双绉j丝绢手

绘，浴巾、方巾、汽车齿轮、自行车配件、纺织刺条、塑料纱管，注塑鞋、砂灰砖，化学剂等高

精度产品，外贸出1=I和旅游产品。1983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i660万元，比1979年上升58．6％a

在推进企业的巩固发展和变革中，六十年代持续开展了以比学，赶，帮，超为中心的

增产节约运动，学先进，比先进，帮后进，大练技术基本功，加强企业管理；七十年代，持

续的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学大庆战天斗地的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19

72年至1982年中，开创十年无亏损企业；各个时期均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形式发展变化和要

求，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中力量进行企业整顿，既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又发挥

创造精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自建社以来，二轻工业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机修力量，后方车间，把设备维修制造给合起

来，以自己制造为主，争取大厂加工另配件，制造大、中型设备结合起来，系统内集中力量，突

击攻关结合起来，发扬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开展技术革新革命。据1971年至1983年

的不完全统计，实现技术改革，推行优选法的成果共2，700项，其中自制设备782台，科技成果88

项。在七十年代相继出现的锅铧厂铸锅机械化，梳花社弹棉絮机械化，二轻机械厂成批生产

C618—1车床，建筑公司推行的“干打垒”办法，修建三层楼房等，在系统内外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推动了二轻工业技术革新的不断深入和发展。1984年建立了19个重点技改项目，总投

资653万元，当年竣工投产10项，完成投资357万元，扩大生产创造产值232万元，新增利润

26万元。多年来，一直沿着数百年形成的师付带徒弟的传统，这种培养方法缺少必要的基础理

论和专业理论，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现代化的需要。1982年，投资17万元，修建了一幢1．790

平方米的六层大楼，办起了二轻工业职工学校，开办了会计、电子班，配合有关部门举办了

工业统计、销售统计、锅炉工、建筑施工等培训班，培训了444名学员，其中，系统内19I天。

走出了自己培训人才的道路。

1984年，是经济体制改革之年。1983年9月，德阳建市，10月成立市二轻局，领导关系诌绵

阳地区二轻局转为市二轻局。1984年5月25日，市，县二轻局合署办公，增强了领导力孽。为

了克服多年形成的封闭式僵化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经济责任制，权力下放，为企业“松绑”

进行了经营管理改革，集中力量改革技术，引进先进成套设备，改进局机关的领导方法霉企

业实行“四权八制，，。局机关设立办公室、政工科、企业整顿办公室、生产计统科、财务融、

科技科，街道工业科、综合科。除一部份坚持科室日常工作人员外，其余划分纺织缝纫旗塑

料化工、五金家电，木器日用品、建筑建材，街道工业六个组，由科局长带领，对企业进行

分类指导，协助企业抓好技术改革项目。

1984年，省府发(1984)14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放开搞活城镇集体工业企业若干规定》

中，有关减税、增加提留作了具体规定。因此，1984年实现利润考核数为272万元，增加提

留后，实际利润169万元，按粗算，减征所得税24．85万元，体现了国家对集体企业的照顾和

优惠，增强了企业的经济力量，实行了退休统筹办法，密切了企业与职工的关系。



1984年，二轻工业43个企业，职工4，636人，劳动生产率7，927万，固定资产总额1，580万

元，自有流动资金总额222．6万元。二轻工业计有机械、化工，塑料加工，木制品、五金制

品，纺织，缝纫，文教用品、工艺美术，皮革，土陶．竹藤，棕草制品，建筑材料，包装、

工业性修理和建筑安装等16个工业部门，782种产品，1，584个花色品种。1984年完成工业总

产值3,475万元，比：1983年提高32％，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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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德阳县二轻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

萆位：总颧万元，平均元

职工工业 固定 自有流 劳动 上 交 劳动工资 合作事业基金
年号企业数 利 润

人数 总产值资产 动资金 生产率 两税总额人平 总 额 其中：
上交

1954 36 557 28 O．28 0．27 0．85 503 0．56 13 L9．6 ／ ／

1956 146 6304 524．9 2．79 5．71 10．5 834 10．1 122 16．1 ／ ／

6200 574．7 3．98 13．3 13．0 925 11．16 132 17．8 ／ ／1957 180

12．2 20 6．53 2272 6．21 104 25．1 ／ ／1960 62 3456 788

75．7 23．] ／／1961 68 2733 316 20．5 21．7 7．59 1203 11．05

1965 65 31258．540．5 96．3 52．2 1966 73．9447．7 19．7 0．8,34．2

3620 727 68．1 141 38．3 2008 26．4 111．5 25．619705．4600．9

1971 3847 7 8S．7 164．1 62．3 2155 49．1 118．7 25．2 4．8 1．964

1753．6 272．5 383．3 ．21．9 4672 104．6 280．7 40．7197621．762 8．73753

22 3611 1677．9 490 128 75．8 4657 96．9 215．5 49．7 30．9 14．21979

22 3657 2383．6 752 249．8 149．5 6518 133．3 246 56．1 12．8 5．11980

45 5429 2555 772 372．5 175．2 6094 151．6 352 54 16．9 6．41981

42 5660 2725 1324．5 189．7 207．9 6817 L82．7 378．9 55．7 26．8 9．81983

43 6272 3475 1580 222．6 169．3 7927 214．5 487．9 70 22．15 7．01984



表(二) 德阳县二轻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一，传统产品

单
品 名 1954 1957 1961 1965 1970 1975 1980 1984

位

铁制小农具 万件 25．7 9．9 18．5 34 19 22．7 3．6 4．45

木制农具 ” 9．3 1．2 7．7 3．5 1．8 2．3 0．05 0．08

竹制农具 H 3 3．7 0．5 0．3 0．21 ／ ／ ／

木制家具 11' 2．58 ／ 1．72 0．89 0．7 1．42 1．64 1．41

匠作工具 H ／ 1．0 1．64 5．13 35．6 104．9 31．4 5．66

其中s
木工锯条

ll ／ ／ 0．64 4．45 35．6 83．7 31．4 5．12

木杆秤 万只 ／ 0．18 ／ ／ ／ ／ 0．21 0．13

日用土陶 万件 ／ 18．9 ／ 7．12 ／ 13．7 7．8 5．39

莱 刀 万把 ／ 1．5 1．67 0．75 3．31 5．81 3．68 4．54

服 装 万件 ／ ／ ／ 42．7 ／ 68．3 66．3 31．78

布 鞋 万双 2．93 3．5 11．07 6．89 16 30 40．4 71．09

棉 布 万米 147．8 206．2 75．9 21 40．2 53．1 17．5 65．4

毛 巾 万张 5．15 9．0 10．8 ／ ／ 16．07 73．01 394．02

袜 子 万双 7．43 14．2 8．4 ／ ／ ／ ／ ／

纸 伞 把 ／ 23．000 5000 1000 ／ ／ ／ ／

潮 扇 H 5．000 29．300 12．000 ，， ，， 2000 ／ ／

． 砖 万块 71．2 155．9 792．5 ／ ／ 606 719．9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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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以来发展的产品

计量
产品名称 1973 1976 t977 19 7，8 1980 1981 1983 1984

单位

脱粒机 部 803 1011 ／ ／ 572 700 ／ ／

饲料粉碎机 台 30 259 410 ／ ／ 36 ／， ／

打米机 部 ／ 100 245 100 152
“

60 25 56

C618—1车床 厶
9 48 86 100 8 ／ ／ ／日

农用轴承 万套 1．2 3．11 3．72 ／ |“0．58 ／ 7’ ／

塑料制品 吨 ／ 10．6 26．2 118 534 465 987 “745

皮 鞋 万双 ／ ／ ／ ／ 1．37 O．12 、0．79 0．43

手提箱 口 ／ ／ ／ 3600 2000 2000 1500 t800

元 锹 万把 ／ ／ 4．81 2．06 ／ 3．49 ／ 1．17

元 钉 吨 ／ ／ 57 288 923 1045 477 788

木暖另件 万件 ／ 52．4 60 47．8 106．4 135 200．5 234．3

铸铁水管 吨 ／ ／ 504 407 1671 1653 】412 2076

再生铁 ” ／ 8．4 28 2801 ／ ／ ／ ／

丝织品 万米 ／ 2．54 24,4 344 61．4 69．8 43．8 62．8

纺织纱管 万只 ／ 375．4 454．8 ／ 500 382．9 257．6 487

水 泥 吨 ／ 1043 2050 2900 3083 2876 5371 6852

硅酸钠 ” ／ 1032 1553 1591 1961 2395 3231 3209

压切面机 部 351 273 428 ，， 339 4 ／ ／

三酸试剂 瓶 ／j ／ ／ ／ 9329 14900 19838 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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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1953年县供销社联合社设立生产合作股，

2．1954年12月，德阳县供销社主任任秉权，

一次社员代表大会。

开始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铁器社主任应平之出席了四川省手工业第

3．1956年，德阳、罗江先后召开了第一次手工业社员代表大会，成立了手工业生产合

作社联合社。德阳选举任秉权为理事任任，卢文礼为监事主任。罗江选举林时成为理事主

任，张慕贤为监事主任。

4．1956年合作化运动，德阳、罗江共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146个，社(组)员6304

人，占手工业总人数的92％基本上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1957年12月，罗江手工业联社主任林时成出席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

大会。

6．1958年的“大跃进”，使136个手工业合作社(组)、4，282人，合并转为74个全民所

有制地方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手工业纳入工业局管理体制。

7．1959年，罗江县并入德阳县。罗江县工业局并入德阳县工业局。

8．1961年成立德阳县手工业管理局。调整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9．1962年i四川省手工业管理厅厅长苗逢树带队20余人来孝泉二轻系统蹲点一个月。

；10．1962年，德阳县财政局、银行、手工业管理局，为了贯彻中央财政部、手工业管理

总局、手工业合作总社、人民银行总行联合通知，对过去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和公社工业

魔发生的盈亏和债权债务，由国营工业主管部门和人民公社负责处理，对手工业合作社的资

财被无偿调用，必须坚决赌退的精神，进行了清理。清理结果：由地方财政拨款，赔退固定

资盎71．5万元，赔退流动资金53．6万元；在国营期间，由地方财政拨款增加的固定资金11万

元，≯转为地拨基金，增加的流动资金9．9万元，转为银行贷款。

花囊1．1963年5月17日，德阳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召开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选出曹立

生籀理事主任，解华廷为理事付主任孙德昌为监事主任。

麓12．1966年6月，应平之作为先进单位铁器社代表出席全国农机会议，由农业部和中华全

壤手工业合作总社颁发了改良农具铁糙耙奖状。

1 13．1969年8月23日，成立工交手管革命委员会。

14．1969年10月13日，工交手管革委会文件通知，划分区乡手工业厂社领导关系；(一)

城区，罗江、孝泉、黄许，柏隆五场镇，所有手工业厂(社)行政、生产、财务等工作直属工

交手管革委会领导管理；(二)鄢家、金山、略坪、惠觉，通江、八角，寿丰、相嘉等乡区手

工业社，行政、生产交由当地公社革委会领导，生产计划仍由工交手管革委会安排。公社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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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应加强领导，对手工业厂(社)的资金财产不能任意平调。从此以后乡区18个手工业社，

社(组)员396人，总产值197万元(包括以后移交的柏隆两个社)转为公社企业。

15．1971年1月成立手工业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

16．1973年9月，恢复手工业管理局。

17．1973年经县委组织部批准，手工业管理局成立党总支，将罗江、孝泉、黄许镇党委

领导的二轻工业厂(社)党支部，划归手工业管理局党总支。又于1983年9月县委决定，将罗

江、孝泉、黄许三镇的二轻厂社党组织关系交回镇党委。

18．1975年10月24日，省二轻局在德阳举办省二轻系统学习德阳经验学习班，为期四天。

参加现场学习班的人员，有各地区部份二轻局负责人，39个重点县(区、专业公司)局长

(负责人)和省地市州财税局负责同志共298人，省财政局、省人民银行、自贡市支行代表和

德阳先进企业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学习推广德阳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的经验；学习推广德阳

连续四年无亏损，基本做到“六有、六无’’的经验。(六有：成本有核算分析，基建有程序，

资金使用有计划，消耗有定额，开支有审批，采购有控制。六无：任务无拖欠，企业无亏损，

库存无积压，无计划外基建购置，税利上交无拖欠，职工无借支)。

19．1975年，省二轻工业厅党委书记冯涛，带领科处级干部等十人，在德阳二轻局蹲

点，为时两月。协助我局总结管理经验，制订《德阳县二轻工业1976--1980五年发展规化》。

并为此向全省各地、州、市、县二轻局发了简报。

20．1975年12月20日，省二轻局《关于轻工业集体所有制合作工厂、社、退休问题暂行

处理意见》的联合通知： “准许退休基金按工资总额1．5％和年终缴纳所得税后净利润2％提

取。若支付退休费大于上述基金，其差额列入营业外开支”。在此之前，职工退休只发生活

费。从此以后，解决了退休基金统筹不足的问题。各厂、社实行了退休制，解决了职工后顾

之忧。

21．1978年5月，由省委、省政府命名德阳县锅铧厂为“大庆式企业”并发给奖旗。

22．1978年6月，局长曹立生，锅铧厂支部书记应平之出席轻工部召开的全国轻工业学大

庆会议。

23．1978年8月9日，经县委批准：德阳县手工业管理局更名为德阳县二轻工业局。手工

业亦相继改称二轻工业。

24．1978年10月，县委决定将罗江，孝泉、黄许三镇手工业厂(社)划归社队企业后，经

职工多次向省、地、县上级领导要求，县委于1980年11月决定，三镇二轻工业重归二轻局。

25．1978年11月20日经县委决定，社队局与二轻局合并办公，挂两块牌子，统一领导，

后于1979年8月分开。

26．1978年12月，大部份社改为厂，建立党支部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任命了厂

长、付厂长，集体所有性质不变。

27．根据省革委(70)176号文件。 “关于城镇街道工业归口由各地手工业局领导。”和

省委(79)85号文件： “国家规定属二轻系统的行业，由二轻局归口管理"的精神，1980年二

轻局设街道工业股，管理街道工业。

28．1978年，湖南省各地、市、州二轻系统代表，来德阳二轻厂社参观。

29．1 983年9月德阳建市。1984年5月德阳市、县二轻局合署办公，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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