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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修志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光荣而悠久的历史传统，修部门志又是方志

的基础和补充。因此，修好杜队企业局的部门志，它可以记载我县

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解放思想，搞活

经济，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民收入，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向生产的深

度和广度进军的历史和现状，记叙他们在生产、管理，分配，交换

和在探索新技术，新工艺等方面的事迹。由于社队企业是新兴的企

业，它行业多、品种繁、涉及面广，从业人员多，从事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资料繁浩。要修好社队企业局的部门志，确

非一件易事。我们力求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社队企业的历史和现状，在分析研究资

料的过程中，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忠于历史，注重史德的原

则，秉笔直书，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原则上书至八一年，尽量追

溯其始末，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藉以发挥鉴

古观今，古为今用的作用·当前为“四化带服务，今后为子孙后代所

借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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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邡县社队企业局《局志》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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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什邡县社队企业局局志》以下简称《局志》，是在什邡

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组织下，为新修《什邡县志》而编写的。它不

仅为新修《县志》提供基础素材，也为今后从事社队企业工作的同

志所借鉴，因此《局志》力求实事求是，力求去其糟粕，存其精

华f、使人阅读之后、对我县社队企业之兴衰变化情况，巷比较全面系

统的了解。

2、《局志》为了便于观览阅读，一律采用语体文，记叙体，

文字力求简炼。纪元一律采用公历。地名阻什邡县地名领导小组编

纂的《地名录》为准。

3、鉴于什邡县社队企业局，建立时间不长，但涉及面广，行

业繁杂的特点，为了便于记叙，说明问题，除建制沿革采用纵的记

叙方式以外，其它篇、章、节均采用横的方式，横中有纵加以记

叙。凡属我系统经营过之行业，生产过之产品，对后人育借鉴者。

本有书则长，无书则短的原则，整理了专章专节，对于那些生产时

间短。产品不甚过关，今后又无多大价值者(如湔底公社的电焊

条，龙居公社的橡胶制品，马井、元石公社的车用蓄电瓶，隐丰、

马井、洛水等地的电瓶硫酸，等等)，则未记述，以免枉占篇幅；

对于那些从事理发、补鞋，补锅、配匙修锁、启刀子磨剪刀之类，

从古荃今皆如此，人人皆知，没有记述的必要，则舍而弃之。

一 4、本《局志》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之旨，着重记述了粉碎
，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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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打以后社队企业蓬勃兴起之情况，力求声其兴起之时代背景，

兴起后之发展变化，利弊得失，下限原则上稠至一九八一年，上限

作了力所能及的追溯。能用文字记述者，以文字叙述之，碍于文字

叙述者，用年表列之，以期达到简呀扼要，便于观览之目的·

、5，《局志》着重记叙了与本局工作密切相关之事项，凡属本

局工作范围内之事业则志，否；j{l】则不志，鉴于体制调整，企业捌进

划出频繁的实际情况，划进管理肘闻之内则详，尚未划进或划出时期

则略，因此部门志与部门志之间，局志和公社志之间，重复叙述，

在所难免，修志中或因着眼点不同，或因取材渠道差别，所记述之

事，可能各异，只有在撕修县志分志的时候，加以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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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_?我县农村历年来以农为主I兼营多业，从来不是单一经营≥。．点多

面广的各类作坊、油房、’烧房(．酿酒)，粉房，豆芽房，豆腐房，

疆磨、酱固房骂等，遍及农村各个角落，山区小煤窑遍及红白，云

华，八角三个公社，人数众多的泥，木，雕_’解，石、锏，铁，

锡，篦等工匠，几乎社社队队都有。这些作坊和工匠，为广大城乡

居民提供生产工具和生活物资，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产业啬这些作坊

耳口工匠，从属于农户多系农忙务农，农间务工，是农民的主要付业

驶入·虽经世道变迁，沧海桑田，．但这些工付业门路，始终不断，

是农村经济不可分割的部分。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农业合作化以后，不少作

坊，归农业合作社经营：需要粮食作原料的作坊，。因粮食统购统

销，原料不能纳入圉家计划而纷纷停办，。但仍保留了不少为国家加

工，农业合作社在加工过程中挣取加瑚；。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
以后，农村以乡为单应组建了政社合一，五位(工。_农，．商，学、

兵)～体的人民公社，。随即开展了大办公社工业的热潮，于是出现

了一批农具厂、肥料厂，石灰厂、篦器厂，打米厂i糖果厂等一大

批企业。由于缺乏经验，一轰而上，再加上管理不严，．．制度松

弛，．在三年困难对期中，一些基层干部在企业搞吃吃喝喝，多吃多

占，影响很坏，再加上产销不正常，一九六二年注贯彻，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全部关厂下马，把人民公社搞成“清

·5’



水衙门?·后来由于社会需要，一些生产队和大队，又相继办了一

些企业，但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经常遭到批判和排斥，直到一

：ttA=六年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仅六百万元。

．粉髀“四人帮蟹以后，：绩束了定化大革命的十年冉乱∥特别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盒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羧乱反正p，号召解放

思想，搞活经济，同时果取了·系列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明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露：，．又此，我县社队企业，在省，

地，县备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立足资源，根据条件，发挥

倪势，扬长避短，。本着原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生产有条件；．经

营有褐润的原则，几年来发展较快。它基本上遍布城乡每个角落，

从行业上看，有食品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及冶金◆

工业，机搬工业、纺织缝纫及皮革工业，森林厦造纸文教用。品工

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种植业、养殖业，其它工业·．

在这些企业中有社队自己兴办的企业口也有原二轻、粮食，交通等

部门划归的企奶可谓门类齐全，行业繁多·
通过几年来的实践，品种已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经济效益

己目益显著。目前产品除解决当地市场需要外，已形成了一些拳头

产品，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这些产品主要有雪茄烟，黄连素

片，大曲酒，白酒≥灯泡j土纸、‘皮鞋等。有的产品还供出口，如

猪鬃、盐水蘑菇。实践证明，社队企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

发展前途二： 一
．

为适应社队企业大发展的需要，局的各项工作，必须紧紧跟

上。几年来社队企业局的工作，概括起来，除狠抓社队企业的发展

以外，主要抓了五个方面：一抓培训I二抓管理，三抓质最I四抓供

销渠道，五抓安全生产。在抓培训方酉，除外出参观取经，请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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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