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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志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的一个分志，定名为<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轻纺工业志>o

二、编写本志的指导思想，原则以及计量、计时、简化汉字j标点符号的

使用、文体、文风等，均按<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凡例"的统一规

定。

三、本志断限：上限因事而异上溯，下限原则上截到1988年。部份章、

节延至出版前一年o(其因请看后记)o

四、本志的收录范围：凡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手工业(二

轻工业)、轻工业、纺织业的各个行业的个体、集体和国营厂、社的发展历史

与现状，不分隶属部门，均人本志。

五、本志体例采用述、志：纪、录、图、表、照七体。排列顺序以概述开

篇，志为主体，录、图、表、照穿插其中，大事年纪殿后。志分15章，即酿酒，

卷烟，制糖，造纸，纺织、服装，日用化工，工艺美术，印刷，陶瓷、玻璃，皮革、

塑料，铁木加工，其它行业，机构，职工，管理o

六、本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以章横排行业或门类，以节和目纵述其

历史与现状o

七、本志附录里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j仅录1977年后，被省(含省厅、

局)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八、本志所用数据大部份来源于州统计局的资料，部份采用本系统的

档案资料。本系统挡案资料由于统计口径各异，即财会和劳资。故，个别

数据不一。为保持原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本志照录o ．

九、本志所用的总产值，1980年后的，均按国家有关规定，即“80不变

价’’，“90不变价”进行计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编修<轻纺工业志>，全面地反映民族地区

轻纺工业的轨迹，吸取历史借鉴，推动民族地区轻纺工业的发展，是值得引

为重视的事情。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轻工业局，在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支持下，

依靠轻纺工业企业的密切配合与修志专业人员四年的艰辛努力，编纂出版

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轻纺工业志>，是全州人民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件喜事，也是贵州历史上第一部少数民族地区轻纺工业志，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表示热烈祝贺o

’这部志书是用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新体裁编写而成。

以朴素简洁的文字、实事求是的表述方法，比较全面、科学地反映了全州轻

纺工业发展的艰苦历程。并用大量的具体事例，数据表述了全州轻纺工业

的基础、特点、变化。对于今后指导全州轻纺工业工作，必将发挥重要作

用。

志书的结构与布局较好。具有地方性、时代性、资料性、综合性的特

点。全书按行业或门类共设15章：即酿酒，卷烟，制糖，造纸，纺织、服装，

日用化工，工艺美术，印刷，陶瓷、玻璃，皮革、塑料，铁木加工，其他行业，机

构，职工，管理。记述发展基础，概述整体发展面貌，突出了全州轻纺工业

的重点与特色。做到脉络清晰，大事不漏，主要轻纺工业行业都在志内。

通过志书，使人们清楚地知道在1949年前，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轻

纺工业是十分落后的，没有一个轻纺工业工厂，很多初级的日用消费品都

不能生产。1949年生产总值96．99万元。1949年后，经过40年的建设，全

州轻纺工业发生巨变。到1988年底止，已拥有17个主要轻纺工业行业，

125个企业，职工4320人(含集体企业)，年总产值上升为13862万元。较

1949年增长100余倍。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增长2倍多。

轻纺工业总产值占全州工业总产值的57．4％，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在

众多的产品中，白糖、贵州醇、竹荪酒、灵芝酒、苡仁米酒船代银镀镜、瓷



砖、塑料编织袋、民族桂花布、一次净脚气香露、“皱立消”、“君春乐”、打字

纸、通草堆画等名特产品先后被评为轻工业部和贵州省的优质产品。有的

轻工业产品不仅州内自给有余，还销到州外、省外、国外，为自治州的经济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展望未来，黔西南自治州发展轻纺工业大有可为，大有希望。整个志

书起到了“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特之为序。

贵州省轻纺工业厅厅长
’

一邱栋臣

1991年3月20日



，育 二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轻纺工业志》，以正确的观点，求实的态

度，详实的史料，记述了黔西南州近二百余年，从手工业生产发展到现代轻

纺工业的漫长历程。该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以丰富的资料详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四十年来全州轻纺工业发展的成就，是全州工业发展史

志中一朵绚丽多彩的“艳花"o

一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轻纺工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

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历史上，“盘江八属”有皮张、牲畜、甘蔗、粮食、

油料植物、水果、烟叶、香料植物、木、竹、陶土、硅砂及众多土特产品，为发

展轻纺工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封建制度的束缚，社

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工业的兴起，境内先后也办起

了一些轻纺工业。由于当时政府对民族工业不予重视和扶持，至1949年，

这些工厂，无一幸存，仅剩下少量个体生产的棉纺织、陶器、铁器、木器、鞭

炮等手工业作坊。是年，州属八县(市)轻纺工业总产值仅96．99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黔西南州的轻纺工业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其间虽有波折起伏，但发展是主流。在生产技术设备上，不仅原有的纺织、

造纸、制糖、酿酒等行业基本实现由手工操作到机械化生产的转变，而且还

新发展了一批新兴行业，如塑料加工、日用化工、机制卷烟等。四十年来的

发展速度，年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4．25％o 1990年与1978年相比，全州轻

纺工业的产值翻了三番o 1990年在全州工业总产值中，轻纺工业产值占

60：6％，在全州工业发展中居举足轻重的位置。纵向相比确有较大的发

展，横向与省内外轻纺工业发达地区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1988年全

州轻纺工业产值，仅占全省轻纺工业产值的1．93％。可见黔西南州轻纺

工业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预示着有较大的发展

潜力和后劲待开发。

志以资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轻纺工业志痧的出版，为我们

回顾过去，探索地方轻纺工业的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借鉴。为振兴黔西南



州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制定黔西南州轻纺工业的“／k2i计

划"和“十年规划"，加快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经验。在这里我对

轻纺工业志编纂者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严谨的工作，表示真诚的谢意。对

该志书编纂过程中给予支持、帮助的单位和人士表示感谢。

看了这本书，受到不少启发，略撰数言，以序其书。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

张文炳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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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地处黔≮滇、桂三省

(区)结合部，气候温和，自然资源较丰富，为发展轻纺工业提供了物质基

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了·些轻纺行业。

如制糖、纺织、酿酒、造纸等，制造了．·些轻纺产品，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

务oj清雍正年问，曾以境内生产的红糖进贡朝廷；使该产品驰名省内外，誉

称“府糖"(即南龙府所产之糖)0安南(今晴隆)、贞丰两县生产的白皮纸，

以其质柔、色白而畅销滇、桂、粤。。曲酒成为市场之畅销货c『’鸦片战争后，

因其区位特点，洋纱"不断从两广、云南两线输人，，为发展棉织业提供了更

多的原料o．辖区的捧舴、新城(今兴仁)逐渐发展为贵州省手工棉织业五大

集中产区之o；从业者万余人10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兴办实业的兴起，，境内

民族轻纺工业开始“萌芽’io清宣统三年(1911年)，贞丰＼南笼(今安龙)的

几个绅士合股在贞丰县的窑上开办南丰陶瓷公司，建厂生产陶器。民国2

年(1913年)；兴义县人周农凤主持创办陶瓷厂于白碗窑山后，聘请江西技

师传授技术0‘15年(1926年)。兴义县人开办首家群益石印社和狮牌火柴

厂‘。21年(1932年)，棉纺织开始出现私营企业，，兴义县先后开办福生恒宽

布厂、何绍云织布厂、平民织布厂：三星袜厂等，产品从单一的“，土布：’(俗称

，小布)发展生产宽布1、毛巾。、棉袜等。27年(1938年)，冲共党员张立(普安

县人)奉命回普安开展革命工作，因其需要与他人合伙先后开办裕民染织

厂。鱼洞河纸厂等实业，为革命筹集资金和安插人员o。贵州省企业有限公

司(官办)于29年(1940年)在安龙开办机制糖厂害31年(1942年)贞丰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开办纺织、日用陶器等企业o!＼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滇缅公路不畅，国外汽油输入受阻。为供应抗日战争的需要，30二32年

(1941'1943年)，国民政府先后在兴义j安龙、贞丰等县建厂÷生产酒精供

应军、民用汽车作燃料：同期，贞丰县人谭启龙利用窑上石英砂资源，开办

玻璃厂。’33年(1944年)，兴义县人合资成立长风化学工艺社；生产化妆

品：肥皂、化学药品等。‘到38年(1949)年o‘境内先后开办轻纺企业2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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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由于受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加之交通不便、规模小、时局动

乱、货币贬值等因，先后倒闭，仅剩下部份个体手工业。年产值仅96．99万

(已折算为第二套人民币币值，下同)o

1950年，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后，首先从恢复发展手工业人手，增加轻

纺产品，解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先后在兴义、晴隆、盘县各建一酒精

厂，生产酒精以解汽油紧缺o 1952年又建立地方国营陶瓷厂。是年，兴义

专区轻纺工业完成总产值557万元，比1949年增长近5倍。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一1957年)，兴义专区轻纺工业有较

大发展。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的支持下，通过开展手工业合作化的

途径，采取对产品实行订购、包销等形式，先后组织数百家集体企业发展生

产，增加轻纺产品o 1954年国家投资在兴义的巴结兴建机制糖厂和兴义

县印刷厂。1956年在兴义兴建一小型玻璃厂o 1957年，轻纺工业完成总

产值1616万余元，是1952年的1．9倍。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

搞什么“百厂区"、“千厂县"，盲目地兴建一些轻纺企业。因大多数不具备

条件，一哄而上，大部分未投产就下马，造成财物的损失，影响了轻纺工业

的正常生产o 1962年，今州属8个县(市)仅完成轻纺工业总产值1053万

元，比1957年减少34．8％o主要产品糖、酒、日用陶器的产量分别减少

67．5％、33．6％、66．65％o 1963年，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对轻纺企业进行整顿。经过3年努力，至1965年，

兴义地区轻纺工业产值接近1957年水平o ，

1966年一1975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轻纺工业生产受到一

定程度的影响o 1969年兴义地区轻纺工业产值比1965年下降25．56％o

1972年后，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变更，兴义地区的轻纺工业又有所发展。

先后兴建册亨县酒厂、贞丰糖厂等5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兴义地区综合

厂，安龙玻璃厂等8个大集体企业，新增产品有塑料制品、铸铝制品、火柴、

肥皂、电池、玉雕、玻璃器皿、台称等。糖、酒、纸等主要产品产量也有所增

加o 1976年，兴义地区有轻纺工业企业125个，职工6367人。其中，全民

所有制企业22个(至1978年先后有6个企业下马)，职工1293人。但这些

企业经济效益不够理想o 1977年，据16个全民所制企业和64个集体企业

的调查，亏损企业分别为7个、18个。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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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5％，亏损金额60余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亏损50万元。

1980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境内轻纺工业发展较快。是年，

‘完成总产值4165．16万元，比1971年增长165％o糖、酒、纸产量分别增长

182％、199％、140％o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先后进行领导体

制、经营体制、用工和工资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发展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

的多种经济成份的轻纺工业，形成了国营、集体、私营、个体都发展，城乡一

齐上的新格局。同时改革过去以指令性计划生产为主的模式，通过计划调

节和市场调节并存，逐步过渡到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营、管理体制。增强

企业的自主权和活力。在各企业中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以加强

管理为基础，以增加适销对路产品为前提，以降低物耗、增加效益、扭亏增

盈为考核目标”的治理整顿工作。与此同时，先后新建黔西南州针织厂、望

谟糖厂等全民所有制企业，异地扩建兴义卷烟厂。兴义市酒厂、黔西南州

糖厂、贞丰糖厂、兴义市塑料厂等企业进行较大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扩大了全州轻纺工业的生产能力，增添了发展后劲。至1988年，黔西南州

轻纺工业有较大发展，年产值增至13862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完成

81．58％)o州、县轻工部门直属企业共有73个、职工4320个。其中，全民

所有制企业37个，职工2962人。年人均创产值：全民所有制企业为7338

元，集体企业为4308元。其中，塑料加工业年人均创产值为13146元。产

值名列前三名的行业为酿酒、造纸、制糖，分别占全州轻纺工业总产值的

22．23％、18．39％、12．76％o 1988年，黔西南州轻纺工业行业有：酿酒、造

纸、卷烟、塑料制品、日用陶瓷、棉纺织、针织、印刷、日用化工、服装、皮革、

家具、工艺美术、糖食糕点、粮油加工、五金、竹藤棕草编织等，其产品有一

百余个，共一千多个品种。1980年至1988年先后投入大批量生产的新产

品有：兴义窖酒、贵州醇、灵芝酒、竹荪酒、山翁特醇、苡仁米酒、铝代银镀

镜、炸药卷纸、塑料制品、瓷砖、桂花棉布、针织内衣裤、脚气一次净香露、通

草堆画等o“有的产品如贵州醇、兴义窖酒、灵芝酒、竹荪酒、山翁特醇、梓油

木“没奈何”、桂花棉布、脚气一次净香露、一号60克书写纸、一号28克打

字纸等，先后被轻工部或贵州省评为部或省优质产品，分别获得各种奖杯

(状)o兴义市塑料厂被贵州省有关部门指定为农用薄膜定点生产厂。陆

关纸厂生产的炸药卷纸为贵州填补了空白。兴义市酒厂生产的贵州醇、兴



义市民族商品厂生产的素色毛巾、兴义市日化厂生产的脚气一次净香露、

兴义纸厂生产的特号打字纸、贞丰陶瓷厂生产的蒸鸡钵等产品分别出口到

美国、I意大利、瑞士、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二泰国以及香港、澳f-19国家和

地区：仅贵州醇一项，至1988年共创外汇近200万美元o．1993年底，兴义

市贵州醇酒厂(原兴义市酒厂更名)进入国家大二型企业行列，在全国500

家大工业企业最佳经济效益饮料制造业，中占第16位，百元产值利税率在

全国白酒行业中占第二位,1994年创利税1：．3亿元j‘．j．|。一√：j’．≯?!-i

奠：：1988年，黔西南州全民所有制轻纺企业共有固定资产6210万元(1985

j々1988年新增2350万元)’o机制糖生产能力为日榨甘蔗1200吨，饮料酒

年生产能力8000吨(其中，贵州醇3000吨)，机制纸和棉布年生产能力分

别为4000吨，60万米，卷烟年生产能力5万箱，年可产针织品350万件，年

生产塑料制品700吨。至‘1994年：经技改后，贵州醇年生产能力为1万

吨，兴义卷烟厂年生产能力为20万箱，全州完成轻工总产值(90不变价)

34182万元，比1988年增长1．46倍oo■：．j：警_∽‘p。。‘：i§j、j o—ot。j

。一．o‘。。．黔西南州轻纺工业产值占全卅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52年为

5．27％：，1957年为10．7％。，1962年为8．4％，1965年为9．03％，1979年为

8．51％，i975年为14％，1980年为1I．3％；1985一年为15．8％，1988年为

19．6％，1994年为17．4％。o．j占全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52年为85．22％，

1988年为57．46％；1994年为36．68％o轻纺工业总产值中，集体企业产值

的比重：1956年为76．2％，1988年为18．16％，1994年为22．．6％：⋯_’_：，

，‘，’：黔西南州轻纺工业所需原材料，除棉纱、塑料及部份辅料需从外地购

人外，其它原材料可从境内的农副产品和自然资源中得到解决’o其支柱产

业：贵州醇、卷烟、制糖、造纸、陶器等行业的原材料自给优势较强，大有发

展前途0．：特别是制糖业，是贵州省蔗糖的主要产区，产量占全省的96％

(1988年数)o还可利用废糖蜜年生产酒精数百吨，蔗渣是造纸的原料o

1988年，仅甘蔗一项，蔗区农民增加收入4800多万元j是脱贫致富的佳径。一

‘：÷_，?，纵观黔西南州轻纺工业的发展历程，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事业的发

展I：：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些传统行业及其产品被兴新的行业和产品所

替代，但它们曾对国计民生作出过有益的贡献oj 1957年至1980年‘，由于受

“左”的错误影响和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束缚，忽视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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