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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志丛书之十一

绵阳市机械农机志

绵阳市机械农机局编

一九九O年·绵阳



198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

记杨汝岱(左三)到东方绝缘材料厂视察工作．

1990年5月2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

家钱伟长f中)到东方绝缘材料厂视察工作．



东方绝缘材料厂生产的各类绝缘材料产品

绵阳市通用机械厂生产的天府牌立式多功能洗衣机



四川矿山机器厂生产的长江客运索道

四川矿山机器厂生产的蒸汽燃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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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新华内燃机厂生产的柴油机

绵阳新华内燃机厂生产的牡。一汽油机



绵阳市农机供应公司销售门市部

绵阳市内燃机配件厂生产的各型内燃机配件



四川省三台烘干机厂生产的多用途干燥机

三台县水泵厂生产的水泵



江油涪江机械厂生产的磨粉机

四川省北川县茶机厂生产的茶叶杀青炒干两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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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县机械厂生产的稻麦两用脱粒机

江油诂江机械厂生产的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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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素有川西北重镇之称的绵阳市，是新兴的科学电子城。而作

为装备部门的机械工业和农机化事业，其科学水平和现代化程度

将直接影响蓟全市经济的发展速度。

抚今忆昔，思绪万千。绵阳市机械工业和农机化事业从20世

纪4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以来，历经40多个春秋，几度坎坷，几度

奋发，数次调整，数次腾飞。生产规模从小到大，农业机械从无

到有，产品由国内市场到进入国际市场，农田作业从传统农具到

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搞活经

济、深化改革的浪潮中，全市机械工业和农机化工作更加焕发出

青春和活力。机械工业己成为绵阳市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农机具

在农业生i一。抗旱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农业增产增收作出

了较大贡献。

人生有限，历史将永存。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

的胜利坦途。为了总结我市机械工业和农机化发展的经验教训，

使先驱者功绩永存，后来者共勉明鉴，我局特地编修了《绵阳市

机械农机志》。编修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历史事实的发展脉络，采用科学的方法，以

详尽、准确、真实的史料，如实地记述了全市机械工业和农机化

发展的历程，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及时代特色，对今后我市机械

工业的深化改革和全面振兴，进一步加强农机化管理等都有极大

的参考价值。并将为领导机关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供读者和后



人了解我市机械工业和农机化事业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增强其为’

之奋斗的决心和信心，鼓舞人们为今天的改革和建设不断进取，

勇于开拓，再攀高峰。

《绵阳市机械农机志》的编写，自始至终受到上级主管部

门，修志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指导和帮助，得到机械农机战线各级

领导，有关专业人员和全体职工的关怀和支持。经过全体编修人

员盼辛勤劳动，得以园满完成，值此书问世之际，我谨在此表示。

深切的谢意。

官尊国

1990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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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力

求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一，以达到资政、教化、存史的目的。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横排门类，纵述史

实，并附以图、表、录等。本志遵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在全面展现绵阳市机械工业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兴起、发展的历史

过程的同时，详细记述了建国后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的巨大变化。

三、本志上限自1905年，下限原则止于1988年12月。个别内

容为照应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断限于1989年。

四、本志记述的行业范围主要是全市机械农机系统的国营企

业，企业管理重点记述市属机械工业企业(含原绵阳地区)，但

在概述和有关章、节中涉及到军工、集体和乡、镇机械工业企

业；农业机械化侧重记述了乡以下的发展、使用和管理情况。

五、本志中的称谓，如行政区域、机构、地名、设备等一律

沿用当时名称。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再现时一般

用简称。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不称职务或职称。

六，本志统计数据主要以市机械农机局，县(市、区)农机

志和市机械农机直属企事业单位统计资料为主，少数数据沿用原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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