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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写宝鸡市《乡镇企业志》是为了记述宝鸡乡镇企业的发展史与现状，反

映宝鸡人民在中共宝鸡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展乡镇企业，强国富

民的光辉历程；从中体现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性和乡镇企业兴

衰起伏的经验教训；以便对今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起正镜旁鉴和扬长避短的作

用。

此次编写《宝鸡市乡镇企业志》是一部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的

部门志。也是本市有史以j来第一部乡镇企业部门的“小百科全书"。在编纂

中，本着重史实，古今并收，以今为主，力求完备。按照编志要求，用了近

三年的时间，经过广征博采，核实资料，反复研究，多次修改，形成了这部

宝鸡市乡镇企业的部门志。

本志从内容上要求广泛和达刭一定的深度，但因一些历史资料残缺不金

我f『丁的历史和专业知识有限，加之编写力量薄弱和时间仓促，在体例选材、

考证援引，以及编排等方面的缺点和谬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专

家和乡镇企业工作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宝鸡市档案馆，市志办、市有关局管理档案的同志、

各县、区乡镇企业局的领导和编志同志的热情协助，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

谢。

宝鸡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

申志义

1989年3月



凡例

宝鸡市《乡镇企业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乡镇、村、联合、个体

办企业为记述范围。上限起于乡镇企业的发端，下限止1988年底。

本志采用语体文、重在事实资料的记述，叙而不论 艾字力求朴实无华，

简洁严谨。

全志编排以横为主，纵横结合，事以类从，类为一事。采用志、记、傅、

图、表、录等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记述内容，综合今古，详今略古，重点突出，两点结合。

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乡镇企业的佼佼者，或以事系人，或

列表简介。

入志资料，以宝鸡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历年统计报表、工作总结，宝鸡市

统计局、档案馆、公安局档案，以及走访资料为准，对确无考证者，则宁缺

勿滥。

大事记以时等事，收集与乡镇企业起源、发展、演变等方面的有关大事，

新事、要事。 ，

按照历史事实，确定称呼和提法，如手工业、公社工业、社队企业、乡镇

企业等。

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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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途经。宝鸡市地处八百里

秦川西域，境内陇海、宝成铁路穿越川陕，宝平公路逶迤，交通运输比较发达。

市区现代工业基础较好，有部、省、属企业53个，周围小城镇林立(有35个)。

全区“六山一水三分田”，1988年有耕地575．07万亩，农业劳动力115．39万

人，宜种植粮棉油等12种农作物，年复种指数在150％以上，南北二山生产甜

梨核桃、桃杏苹果、大枣葡萄等果品12种，药用植物500余种，生药材2000

多种，纤维植物150多种，油料植物60余种，香料植物20多种，染料植

物5种，现有森林面积95tO．77万亩，山区森林复盖率达651．1％，木材积蓄

量3400万立方米l有地下矿藏18个种类，矿点内有铜矿、铅锌矿、黄铁矿、硅

石矿、磷肥矿、煤矿、电石矿及白云石、‘长理石、石灰石等，大都分布在各

山区河谷地带；以嘉陵江、渭河、千河为主干河道的水系支流有302条，年

迳流量平均为41．27亿M3，可发电1557．5万度，常年可供发电量10万度左右，

全市有地方特产、名产、传统工艺、名吃百余种。诸如此类，为发展乡镇企

业，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

宝鸡乡镇企业，是农民在农村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集市贸易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分工为铁、木、石、瓦

等十大匠手工技艺。并成为农村的工副业的基础。1938年，中国工合运动兴起，

宝鸡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成立工合事务所10个，组建起手工业合作社60余

个，从业者达1500余人，但因种种原因不能持续发展。解放后，农业实现了合作

化，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因陋就简办起了一些农具修造厂。在国家援助下，农

民自愿筹资入股，组织起一批供销合作社。五匠(木匠、铁匠，泥瓦匠．石

匠、篾匠)四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和其它种类的手工业逐步遍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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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村的乡镇商业和集市贸易日趋繁荣。1958年，在大跃进的口号下、公

社、大队兴办一大批工业企业。1959年又依靠无偿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力、

财力、物力办起了一批社队集体工业企业，有的也过早地由集体所有制转为

全民所有制，从而挫伤了农民办企业的铡极性。1960年至1962年，是我国严重

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大批社队工业不得不因原料、资金、生产、费用等

问题被迫停办。1966年至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时期，仅有的一些社队

企业又因受到各种限制而难以生存。1970年北方地区召开了农业会议，号召发

展“五小工业"(小煤矿、小钢铁．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各县区社队工

业才开始有所起步。1976年，全市社队企业发展到5158个，从业的亦工亦农

工人60823人，工业总产值3648万元。当时党中央提出了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

战略部署，并从政策上规定了支持社队企业的一系列优厚待遇，从而使宝鸡

社队企业获得了真正的转机，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全市社队

企业总数为3637个。1981年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对全市社队企业加强了领

导，进行了调正，一是对880多个社办企业进行了整顿，加强了管理，对220个

企业进行了挖潜改造；使2100个社队企业得到了综合治理；200多个企业进行

了关停并转。二是加强了企业的供销服务。全市各县区和社队建起供销公司

12个，建材公司4个，展销门市部13个，贸易货栈等100多个，为社队企业的产前

产后疏通渠道，供应销售社队企业的原料和产品占全额经营的60％以上。三是

努力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全市采取企业自训，走出去，请进来等途径，先后共

培训技术人才56545人次，内联外引技术项标241项，引进技术人才2100名。四

是狠抓了产品质量。全市社队企业中推行了质量检验岗位责任制，每

年开展一次“质量月活动’’，进行质量大检查和名优产品评选工作，1985年

全市有28种产品分别达到部优、省优和同行业评比前六名，去磁器、红外

线电热炉、干洗毛料、粘合剂、氧化铁黄等产品工艺，达到了国际水

平。同时安全生产也有了很大改进。1984年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

1985年，宝鸡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借贷受控、资金匮乏、物资紧缺的情

况下仍得到更大的发展。全市乡镇氽业发展到25527个， 比1984年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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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比1978年增长了八倍；总收入达71608万元，比1984年增长77．4％，

比1978年增长了十倍；总产值完成74057万元，比1984年增长了74．1％， 比

1978年增长了十三倍，其中工业总产值达40550万元，比1984年增长了64．4％，

比1978年增长了7倍；利润7211万元，比1984年增长了52．5％，比1978年增

长了4．7倍；上缴国家税金3060万元，比1984年增长65．2％，比1978年增长了12

倍。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傅占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8．8％， 比1984年增长

了12．8％，比1978年增长了35．8％。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市出现了部省属企业、市县属企业和乡镇

企业联合，军工和民工联合，科研同生产联合，流通同生活联合，取长补

短，共同发展的好势头。宝鸡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建

设，走城乡共同繁荣"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两下(工业产品下乡，科技下乡)

两进(农副产品进城，农民进城)一建设(小城镇建设)的工作部署；制定了

部。销、市、县(区)、乡(镇)企业五块一盘棋；部省、市县(区)、乡镇企业

“三路并进”，联合发展，以及一视同仁的策略、原则和政策b在全市、特

另lI是乡镇企业战线，主要抓了转变思想，探索路子和搞好服务工作。强调各

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要从思想上明确树立以城市为中心，城乡一体，共

同繁荣的观念；明确树立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靠山”， 对部省属、市县

属、和乡镇企业一视同仁，三路并进的观念；明确树立发展商品经济必须依

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观念；明确树立等价交换、互利互惠的商品经济观念。用

经济办法打破城乡之间、条块之间的分割状态，组织跨城乡、跨部门、跨所

有制关系的广泛的经济联合和协作。通过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了乡村工业。

联合的主要形式有：一是以名优产品为龙头，城乡企业之间组成企业群体，

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生产。二是大厂出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乡镇出场地、

劳力联合办厂，合资经营。三是围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开展联

合协作。四是主机厂扩散零部件，实行定点协作生产。五是引进资金，以产

品补偿。六是科研生产联合。七是技术转让和技术协作。八是农商合资，兴

办市场。全市从1985年至1988年，部省属企业向乡镇企业扩散大量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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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达成联合协作项目950项，可新增产值9821万元。同时，在科学技术方面，

给乡镇企业输送人才共2100名，组织科技服务队下乡工作，举办企业技术与管

理人员培训班1130期，培训各类人员56545人次，不少乡镇企业主动向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请教，加强科研与生产结合。1984年以来，共有13所院校，210多

名代表来宝鸡考察，同5。6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签订合

同，协议326项。已列入星火计划的共212项，实施了16项。搞好信息服务，促进

技术交易。市级有关部门通过召开经济技术开发项目发布会、科研成果交易

会、举办技术市场等方法，向乡镇企业传播科技信息，为乡镇企业与科研单位

挂勾搭桥铺路，取得较好成果，目前已形成以国营企业为依托，以工业企业为

支柱，以名优产品为龙头，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体系。使乡镇企业有了六个转

变：一是企业已由手工劳动转向了机械，半机械化操作型。全市乡镇企业占有

机械化设备3万多部件(台)。二是企业由靠固家靠银行贷款投资转向靠集资联

合办企业。全市乡镇集资办企业11944个。三是由乡村两级办企业转为四个轮

子一齐转。全市联办、个体企业异军突起，1988年，发展到71809个，总收入达

76945万元，相当于1980年全市乡镇企业的总收入。四是企业内封闭型转向了

开放型经营。五是乡镇企业由靠外延转向抓内涵和自身也向外辐射能量，全市

乡镇企业向外转让技术项目、信息100多项。六是企业由单层次经营转向．多层

次、多形式经营体制。全市有上千个老企业清产核资，作价入股，按股分红，合

作经营，共担风险，同享收益，开辟了一批起点高，见效快、投资少的企业。

截止1988年，宝鸡市乡镇企业已发展到77108个(其中乡办1254个，村办3948

个，联办1962个，个体69947个)；企业人数391722人(其中乡办54871人，村

办122矗15人，联办29169人，个体185167人)；企业总收入173195万元(其中乡

办33670万元，村办62 5，86万元，联办14944万元，个体62001万元)；工业总产

值96603万元(其中乡办20938万元，村办45183万元，联办9246万元，个体办

2—1336万元)，利润16212万元(其中乡办1450万元，村办4240万元，村以下

105-22万元)，税金7592万元，(其中：乡办2080万元，村办2994万元，村以下

2518万元)；拥有固定资产651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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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过去展示未来，从宏观上讲，发展乡镇企业，一靠政策，二靠管理，

三靠科学，四靠联合。政策要适应对路，不逆水行舟，管理要继续推广完善

“三制(承包、租赁，股份、)"，建立健全管理、供销、技术培训，信息交

流，质量检验等服务体系，大抓“三上一高”(即上水平、上技术、上质量．

提高经济效益)。积极推动资金、人才、物资、技术方面的横向联系。

从微观上讲，乡镇企业本身的发展，一要小，二挖老，三要精，四要新。

“小”就是以小取胜，发展短、平、快项目。“老"就是对老企业要通过挖、

革、改促进后劲， “精”就是产品质量达到高、名、优，以产品求信誉。

“新"就是不断开发新产品，有计划的发展新企业。

总之，宝鸡乡镇企业的发展，虽已创历史最高纪录，但比起兄弟市和地

区差距还是很大的，仍须深化改革加强领导。

陈绍良

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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