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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I县志·多经志》



编 写 说 明

《北川县志·多经志》，在各级领导，有关部门支持下，经过

艰苦努力，已写成初稿。由于时间短、任务重，编篡人员史志常识

缺乏、文字功底浅，错误在所难免，请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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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j

北川发展多种经营历史悠久。‘据道光《石泉县志·食货》载：

“榷茶始于唐，至宋以为筹国备边之要法。”有茶、桐、漆、果、

药、蚕等种、养业8 9种；民国《北川县志·产物》载：属于多经

项目有2 O 6种。民间素有“卖茶叶买口粮、卖桐子缝衣裳"和“

中坝附子北川种，潼川盐井通口竹”的说法。自古农民有将土特产

品运往江(油)、彰(明)、 安(县)、 绵(阳)掉换粮、油、

盐、布等生活用品的习惯。多经生产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占有

重要地位，据《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按国家统计局1 9 8 0年不

变价计算一一下同)：一九四九年多经产值l，2 0 2万元，占农

业总产值7 4·4％，人平1 8 1·2 8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共产党、 人民政府重视多种经营生

产，一九五六年县设置多经管理机构，三十年调整充实人员2 0多

次。多经生产虽然几起几落，几经曲折，但发展仍然是快的：一九

五二年多经产值1，4 l 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7 6·6％，增长

1 1·7 4％，人平2 O O·7 6元；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统购统

销后，农民有侧重发展粮食生产的倾向，对多种经营有所放松，一

九五七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 8·7 5％，多经产值则下

降6·9 4％，人平1 5 5·7 8元。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受“左”倾错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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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损失，

比一九五二年下降5·9 5％，

l 5 2·0 4元。

一九六二年产值l，3 2 8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6 9·7％， 人平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三年调整时期，贯彻“以粮为纲，全

面发展"的方针，多经产值迅速增长，一九六五年产值1，6 8 3

万元，比一九六二年增长2 6·7 3％， 占农业总产值6 5·8

％，人平1 7 1·7 l元。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多种

经营又遭到严重破坏，一九七六年产值1，2 9 5万元，比一九六

五年下降2 3·1％，占农业总产值5 2·8％，人平9 4·1 3

元。

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了“础的干
扰，全县实行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因地制

宜发展生产，各级领导干部蹲点，带头上山开荒种植，虽出现大轰

大翁不切实际地大办场、园、站，但却新建了种植业基地2 1·8

万亩，畜牧业、工副业得到全面发展，一九八五年产值2，8 O O

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8 1·9 4％，占农业总产值6 3·3 5

％，人平2 0 6·9 4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第一章 机构沿革

第一节 县级机构

北川多种经营，解放前无专职管理机构， 隶属实业所、 实业

局、教建科、农业推广站、农情报告员兼管。

解放后，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五年隶属建设科、农业科兼管。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成立北川县副业指导委员会，下设副

业办公室。委员会由县长肖首财、县委书记李指明、农工部副部长

王光文、县妇联主任王素华、粮食局副局长王真蛮、县联社副主任

董玉堂、人民银行副行长刘经伟、财委副主任赵思周、副业办公室

副主任姜定周组成。肖首财任主任委员，李指明、姜定周任副主任

委员，李指明兼副业办公室主任，姜定周兼副主任，配备专职干部

二名．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改设中共：ll：JiI县委多种经济委员

会，由李指明、肖首财任主任委员，以王光文、姜定周、王素华、

刘经伟、税务局长梁范廷、农业局长张正文、商业局长赵思周、粮

食局长韩天正、生产办公室副主任严朝炳、财委秘书李选基，工商

科副科长刘光业、交通科副科长王治森、人武部李明三、团委杨光

才为委员，下设多种经济办公室，由肖首财兼任主任，赵思周、姜

定周兼副主任，配专职干部五人。



日，改为多种经营领导小组，由副县长邓家

人民银行行长郭全章、 商业局副局长罗义

由邓家西任组长，郭永瑞任副组长，姜定周

二日改设中共={I：JiI县委多种经营领导小组，

办公室。

六日．邓瑞林任={I：JlI县多种经营办公室副主

以上机构于一九六二年二月七日撤销。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复设tI：JiI县多种经营领导小组，由邓

家西、王光文、’赵思周，罗义财、刘光业、农业科长陈仁明、粮食

局政治部副主任周永富七人组成， 邓家西任组长、 王光文任副组

长，下设办公室由姜定周管理日常工作。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由县委书记雷文世、县长陈孝忠、副

县长王光文、农水局长佘良、农业银行副行长梁永松、林业局长袁

家林，赵思周七人组成多种经营领导小组，由雷文世任组长、陈孝

忠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赵思周任主任、姜定周任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文化大革命”夺权，多种经营机构瘫痪，工

作停止。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成立北川县革命委员会多种经营办

公室，由县革委副主任王光文兼管，设专职干部二人。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由王光文、陈孝忠，邓家西、县委常委

陈万潆，农工部长罗世祥、财贸部长张秀德、农水局长佘良、计委

副主任刘光业、林业局副局长宋其银九人组成，由王光文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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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忠，陈万谦任副组长， 陈万谦兼办公室主任， 设专职干部三

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Fi，由县委副书记曹平均，陈孝忠、邓家

西分管多种经营工作， 多种经营办公室由财贸部副部长李宗秀负

责，设专职干部三人。．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李隆联任北川县多种经营办公室副主

任，设专职干部四人。

一九八O年十月由县革委副主任母广轼分管多种经营工作。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FI，将原北川县革命委员会多种经营办公

室更名为北川县多种经营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八月五日， 北川县多种经营领导小组由县长邓家

西、付县长叶乃恂、佘良，财办主任杨启凯、计委主任罗世祥、农

办主任袁家林、经委主任黄纯忠、科委副主任罗志荣、物委副主任

乔金胜、财政局长李选基、 农行行长谢茂森、 多办副主任李隆联

1 2人组成，由邓家西任组长，叶乃恂、佘良任副组长，李隆联任

办公窀副主任，多种经营办公室升为部委级，配专职干部六人。

一九八四年一月撤销农办，财办、多办，三办合并为农贸办，

由农贸办副主任李隆联分管多种经营工作。



第二节 区级机 构

随着县级多种经营机构的建立，区级多种经营机构亦相应设置。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全县五个区、二十八个公社分别设置

多种经济委员会。区以一个书记专管，区办公室设一专人，全县共

l O人；公社一个支部书记，一个管财经的乡长，两个副业科长和

一个供销部主任共五人，全县共1 4 O人；3 6 O个大队，每个大队

以一个副连长、一个副业股长，全县共7 2 0人；l，0 0 0个小

队，每个小队以一个副业排长、全县l，0 0 0人，层层专管多种经

营生产。此外还有县上下到各区、社专管多种经营干部5 6 O人。

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六日，全县五个区，各区设专管生猪的副

区长或区委副书记一人；2 8个乡，各设专管生猪的乡长或支书一

人。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县委在全县六个区， 以区设一专

人，公社一个社长、生产队一个队长专管多种经营。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全县区、社两级共配备多种经营专

职干部3 8人，供给由县联社统一拨付给县财政科再转拨各区，社

支付。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日，各区由区公所、供销社、粮站、财税

所、营业所，工商所、 林业站组成各区多经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

室，公社设多经领导干部分管，并以公社配备多经专职干部一人。

一九八四年一月，县上机构合并，区、乡机构随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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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多：经产值变化

第一节 私有制时期

全县总面积4．3 0 1，7 4 5亩，其中耕地面积4 6 1，8 1 3

亩，仅占总面积的l 0·7％，荒山草坡3，8 3 9，9 3 2亩，

占8 9·3％，具有发展多经生产的优势。历代农民亦注重发展多

经生产。 《龙安府志·民俗》有“民素以森林为食，仰食于绵剑”

“以金代赋"的记载。道光《石泉志·物产》载“榷茶始于唐、至

宋以为筹国备边之要法”。有茶，桐、漆、果、药、蚕等种、养业

8 9种。民国《北川县志·物产》载有属于多经的项目2 O 6种。

麻窝的当归，畅销滇黔。小坝、坝底、禹里、苏保等地的生漆远销

日本、泰国。通口的班竹是三台、射洪、蓬溪，中江一带盐井不可

缺少的材料。 绿茶早在唐代就列为全国八大名茶之一。 民间素有

“卖茶叶买El粮，卖桐子缝衣裳’’和“中坝附子北川种，潼川盐井

通口竹，，的说法。自古农民有将土特产品运往江(油)、彰(明)

安(县)、绵(阳)一带换取粮，盐，布等生活用品的习惯。多经

生产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九四九年，。全县多

经产值l，2 O 2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7 4·7叻， 人平1 81．28

元，其中农业产值1 7 7万元(除粮食产值一下同)， 占多经产

值1 4·7 3％；林业3 4 3万元，占2 8·5 4％；牧业2 5 9

万元，占2 1-5 4％；副业4 2 3万元，占3 5·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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