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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王荫国

在欢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日子里，我

们把《敖汉旗二轻工业志》捧献在人们面前，《敖汉旗二轻工业志》

记述了百多年来全旗二轻工业(手工业)发韧、发展、壮大的历史，

是敖汉旗有史以来第一部二轻工业经济专志。

二轻工业包括15个生产行业，是轻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轻工

业产品对于丰富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出口创汇和支援农牧业生产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敖汉旗二轻工业(手工业)从手工业作坊一

一手工业合作社(组)过渡而来，至今已发展到拥有6户二轻企业，

包容10个生产行业，一个初具雏形的社会主义县级二轻工业群体正在

形成。

《敖汉旗二轻工业志》的问世对于帮助人们了解和研究敖汉二轻

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索敖汉二轻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激励全

旗二轻战线各族职工为振兴敖汉二轻工业贡献聪明才智，都将是有所

裨益的。

敖汉旗地处祖国北疆，物产丰阜，地灵入杰，二轻工业有着无限

广阔的发展远景。放眼未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军

中，《敖汉旗二轻工业志》必将会续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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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敖汉旗二轻工业志》为地方经济专业志。依照详今略古的

原则，记事上限为1851年，下限断至1985年底。

二、本志以生产发展为主线，兼及其它，分章、 节、 目横排竖

写，时类并举，纵横结合，力求突出二轻工业的专业特点。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述、记、志、传、录、 图、表七体编

纂，图片、．表格穿插其间。

四、大事年表，凡系统内大事均简要述录， 按年月时间顺序排

列。



概 述

敖汉旗地处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努鲁儿虎山北麓，西辽河上游

土地面积8301平方公里，入口51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

多数的多民族聚居旗。

追溯敖汉旗手工业发展的历史，早在清咸丰年间(1851年--1 862

年)下洼(现下洼镇)就出现了手工业作坊。同时，全旗境内还出现

了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铁匠、木匠、石匠、皮匠等手工业匠人。

百多年来，敖汉旗各族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利用地方资源巧施

技艺，积极发展手工业生产，创造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

手工业品。其中既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铁制农具、石器，又有为少数

民族生产生活服务的锡器、铜器、马俱、皮革毛毡制品等。世世代代

劳作生息在敖汉大地上的各族手工业者为发展全旗文化，满足各族人

民生产生活需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手工业生产方式落后，劳动

生产率低，全旗手工业生产日趋衰落。以新惠街为例，封建国前夕手

工业作坊只剩8户，从业人员仅有25人。

1945年敖汉地区解放，全旗手工业的发展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怀重视手工业生产，采取许多措施帮助手工

业者进行生产自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195曼年12月敖汉旗手工业

联社成立，1956年全旗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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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2年全旗手X-业总产值仅4．65万元，1 955年增长到23．6万元

3年时间手工业总产值增长了5倍。手工业生产资料杜会主义改造为手．

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解放以来，全旗二轻战线各族职工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劳动，艰

苦创业，集体经济日臻壮大，到1985年底共有皮毛厂、农牧业机械厂、

服装厂、木器厂、五金厂、二轻供销公司6户二轻企业，拥有职工

39’8入，固定资产1 38．6万元。

解放以来，全旗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条件有了根本性改善。过去抡

大锤、拉风匣的铁器五金行业用上了空气锤、车床、铣床；过去抡斧

头、拉大锯的木器行业换上了电锯、木工刨床；旧社会称为“臭皮匠”

的皮毛行业工人， 搬进了宽敞洁净的厂房， 用上了洗毛机、进口精

剪机。1 985年 二轻系统在册设备共有276台，其中通用设备1 04台，

专用设备1 1 9台，自制设备53台。在皮毛加工、塑料和化工行业中。

有许多工序实现了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电子、远红外线、可控硅

等现代技术在全旗一些二轻企业中也得到了应用。

解放以来，全旗二轻工业除恢复和发展了许多传统产品外，还扩

大了生产门路，开发了许多新产品。五十年代恢复了木器业、中小农具

业、皮革业等中断了的产品；六十年代中小农具业扩大了生产领域，增

加了农业水利机械，皮毛加工业中增加了地毯编织业；七十年代发展

了机械制造业，增加了牧业机械产品，木器行业中增加了制镜、电刻

喷花等新工艺，皮毛加工业中新增了羊剪绒生产；八十年代开发了塑

料、化工产品，新增了硝基漆稀释液、农用塑料管、内外墙涂料等新

产品。皮毛加工业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产品、的花色品种。全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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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企业现有产品65种，曾列入市、旗计划的产品有24种。敖返旗皮毛

厂生产的红枫牌法官皮帽1983年被最高人民法院选为全国法官着装

帽，1985年被评为“自治区优秀新产品”。

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给全旗二轻工业带来了无限的

生机和活力。自!．981年1,1 4恢复二轻局和手工业联社以后，全旗二轻

企业从集体经济特点出发，认真贯彻执倪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素质；

调整产品结构，广开生产门路；革新改造挖潜，提高经济效益；打破

“大锅饭”，完善落实各项经济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二轻战线广

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旗二轻工业生产逐年发展。1981年完成

玉业总产值17 3．07万元，实现利润4．73万元。1,98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287．7万元，实现利润1 6．B万元。 “六五”期间全旗二轻工业总产值

平均每年递增7．6％，实现利润总额平均每年递增29．5％。

从手工业合作化以来，全旗二轻工业虽然几经折腾，但依然保持

着二轻集体经济的顽强生命力。据不完全统计，1963年至1985年二十

二年里，二轻系统共上缴国家利税343．46万元，为繁采全旗经济，为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厉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

途中，敖汉旗二轻工业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必将会奔向更加

发展兴旺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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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有关领导和皮毛厂领导、技术员在一起探讨剪缄帽产品质量问题

敖汉旗皮毛厂生产的剪绒帽

纂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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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汉旗农牧业机械厂塑料车间

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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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议旗农牧业机械厂的部分产品

敖议旎衡器厂生产的金属杆称

[k巨田玎图E匕曩控■碰1蚕



B毛厂制帽车间一角



敖汉旗五金厂生产的铝罐和铝合金栏柜

敖汉旗木器厂(罐头厂)的部分罐头产品



甑

敖汉旗木器厂生产的

【部分家俱

敖汉旗服装厂工人正在整理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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