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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几千年来写史编志的优良传统，并为我们的四化建设事业提供历史

借鉴，特编写《四川省郫县工交局志》。《四川省郫县工交局志》是新《郫县志》的组成部

分，：是在县人大常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和县志编写委员会的指导下，编写出的我县第一部

关于国营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变化情况的真实记录。本着“略古详今、立足当代、回首过

去、展望未来”的原则，《四川省郫县工交局志》着重记述建国以来，特别是成立郫县工业

交通局以来，我县国营工交企业发展变化情况的各项史实。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前，本

县范围的部分较典型的手工作坊、古桥、古道以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则力求尽量追溯。解放

后的史实，编写到一九八一年底为止。

由于编志工作面广、量大，涉及时间较长，许多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加之我们缺乏经

验，时间也较紧迫，在整理和编写中如有不当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四川省郫县工交局志》全篇共分五大部分，即历史沿革、国营工业、交通运输业、模

范和名人与大事记。同时，附以必要的略图与表格。

一九八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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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郫

县汽车队、锅厂和扬声器厂先

后茯得的“大庆式企业”锦旗

豆办

郫县豆办厂职工正在翻晒

一九八一年新建的郫县犀

浦豆油生产车间外景

一九八。年初“郫县豆办”

和“犀浦豆油"同时被评为“四

川省优质产品”

一九七八年由郫县豆办厂试

制成功的豆办翻晒机和近年来新

建的条池

犀浦豆油厂化验人员正在分

析豆油的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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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郫县印刷厂添

置的大型印刷设备——彩色腔

印机

一九八一年前后郫县食品

一厂和食品二厂陆续安装T近

红外食品烘烤炉



结构

郫县古时桥搂子桥上部

结构

郫县古时桥楔子桥下部



中孔为净跨16米少赫租弯

扼拒彤果，两端孔为无筋无肋

净跨IZ米靛曲拱的郫县永定桥

一九^一年动工修建的郫

善三逍堰一孔四十八米有筋有

肋空腹式兢曲拱桥，桥下近繁

曲郫县永定桥

黑≯一-



，

萝吨

，

量垦：萋

J
。
l

奠̂

O

丫0／

l
|

l
／

、
．
．
，
·
√

、r

娶
麓

剐冀一

窍擎纂爿描·粼H
≮爿娲

双
静

j·
一

，

、

l：
≯

!∑．，。O

¨o⋯．．

翻豫∥萎蠹善
圈，埠蒌冬≈聋冀；毒

I卜矗_1
；，

矮曩
f

等

，-，

!．}，，：

，．，

瓣最抑-‘，N

，，



解放前夕区划与地名

郫筒镇

德源乡 大禹庙

何家乡 何家场’L
清平乡 释迦桥J

太和乡 太和场1
(成都县)仁义乡 仁义场J

犀浦乡 犀浦镇

合兴乡 高店子

回龙乡 毛家桥1
青龙乡 青龙场f

(成都县)安靖乡 两路口

永定乡 三道堰

古城乡 马街

花园乡 花园场

永兴乡 两路口

龙溪乡、 龙家湾、
普兴乡} 普兴桥}
三元乡’ 三元场’

新民乡 新民场

安德乡 安德铺

竹瓦乡， 竹瓦铺

唐昌镇(原崇宁县城)

何武乡
庆合乡

崇兴乡

太平乡

万寿乡(部分)
灵圣乡
唐昌乡(部分)

圆觉乡
唐昌乡(部分)
万寿乡(部分)

解放前后郫县行政区划及地名对照表

解放后曾用称谓

郫筒镇、红光镇

德源乡、德源公社、红旗公社

清河乡、清河公社、解放公社

团结乡、团结公社

犀浦公社、幸福公社、反修公社

合兴乡、红光公社

合作乡、合作公社

安靖乡、东风公社

永定乡、三道堰公社、战旗公社

古城乡，古城公社、火花公社

花园乡、花园公社，花园镇，向阳公社

永兴多、永兴公社

三元乡、友爱乡、友爱公社

新民乡、新民公社、前进公社

安德乡、安德公社、胜刹公社

竹瓦乡、竹瓦公社、新胜公社

唐昌镇、红卫镇

八一年底区划及地名

郫筒镇

德源公社 大禹庙

清河公社 何家场

团结公社 太和场

犀浦公社 犀浦镇

红光公社 高店子

合作公社 毛家桥

安靖公社 两路口

三道堰公社三道堰

古城公社 马街t

花园场公社花园场

永兴公社 两路口

友爱公社 三元场

新民场公社新民场

安德公社 安德铺

新胜公社 竹瓦铺

唐昌镇

何武乡、庆合乡，和平乡、晨光公社 晨光公社(郫县城东郊)

崇兴乡 崇兴公社

太平多 红星公社

崇兴公社 护国寺

红星公社 太平寺

万寿乡、灵圣乡、唐昌乡、先锋谷社 先锋公社(庸昌北街)

唐元公社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公社万寿场
、，LrJ、I，lJ、I‘rJ

井桥树庙寺庵号寺水烧杠主华圣台觉凉火青瘟法灵川圆



目 录

第一部分郫县工业交通局建制沿革⋯⋯⋯⋯⋯⋯⋯⋯⋯⋯⋯(1)
第一章 成立郫县工业交通局前的建制概况⋯⋯⋯⋯⋯⋯⋯m⋯⋯⋯⋯⋯⋯⋯⋯⋯·(1)

第一节 解放前的工业交通管理机构⋯⋯⋯⋯⋯⋯⋯⋯⋯⋯⋯⋯⋯⋯⋯⋯⋯⋯⋯·(1)

第二节 郫县人民委员会工业交通科⋯⋯⋯⋯⋯⋯⋯⋯⋯⋯⋯⋯⋯⋯⋯⋯⋯⋯⋯(1)

第三节 崇宁县人民委员会工业交通科⋯⋯⋯⋯⋯⋯⋯⋯⋯⋯⋯⋯⋯⋯⋯⋯⋯⋯(2)

第二章 郫县工业交通局的成立及名称演变(1958--1971)⋯⋯⋯⋯⋯⋯⋯⋯⋯⋯(2)

第一节 郫县工业交通局和崇宁县工业局⋯⋯⋯⋯⋯⋯⋯⋯⋯⋯⋯⋯⋯⋯⋯⋯⋯(2)

第二节 郫县-r：．、lk局和交通局的分设⋯⋯⋯⋯⋯⋯⋯⋯⋯⋯⋯⋯⋯⋯⋯⋯⋯⋯⋯(3)

第三节 再设郫县工业交通科与工业交通局⋯⋯⋯⋯⋯⋯⋯⋯⋯⋯⋯⋯⋯⋯⋯⋯(3)

第四节 郫县工业交通管理站⋯⋯⋯，⋯⋯⋯⋯⋯⋯⋯⋯⋯⋯⋯⋯⋯⋯⋯⋯⋯⋯·(8)

第三章 郫县工业交通局的重新恢复与内部设置(1971—1981)⋯⋯⋯⋯⋯⋯⋯⋯(4)

第一节 重建郫县工业交通局⋯⋯⋯⋯⋯⋯⋯⋯⋯⋯⋯⋯⋯⋯⋯⋯⋯⋯⋯⋯⋯⋯·(4)

第二节 一九八一年底郫县工交局内部机构设置及党政群团组织负责人⋯⋯⋯⋯(4)

第三节 工交局历届党总支负责人⋯⋯⋯⋯⋯⋯⋯⋯⋯⋯⋯⋯⋯⋯⋯⋯⋯⋯⋯⋯·(4)

郫县工业交通局建制沿革一览表⋯⋯⋯⋯⋯⋯⋯⋯⋯⋯⋯⋯⋯⋯⋯⋯⋯⋯⋯⋯⋯⋯(5)

郫县工交企业、事业单位名称、地址、始建年月与发展变化情况一览表⋯⋯⋯⋯⋯(8)

第二部分工业⋯⋯⋯⋯⋯⋯⋯⋯⋯⋯⋯⋯⋯⋯⋯⋯⋯⋯⋯⋯(“)
第四章 工业生产环境与条件⋯⋯⋯⋯⋯⋯⋯⋯⋯⋯⋯⋯⋯⋯⋯⋯⋯⋯⋯⋯⋯⋯⋯(11)

第一节 工业资源及其分布⋯⋯⋯⋯⋯⋯⋯⋯⋯⋯⋯⋯⋯⋯⋯⋯⋯⋯⋯⋯”⋯⋯”(11)

第二节 经济结构、社会条件与技术经济条件⋯⋯⋯··一⋯⋯⋯·⋯⋯⋯⋯⋯⋯⋯⋯(11)

第五章 解放前工业生产概况⋯⋯⋯⋯⋯⋯⋯⋯⋯⋯⋯⋯⋯⋯⋯⋯⋯⋯⋯⋯⋯⋯⋯(12)

第一节 土特产品与行会组织⋯⋯⋯⋯⋯⋯⋯⋯⋯⋯⋯⋯⋯⋯⋯⋯⋯⋯⋯⋯⋯””(12)

第二节 私营手工作坊及其生产规模⋯⋯⋯⋯⋯⋯⋯⋯⋯⋯⋯⋯⋯⋯⋯⋯⋯⋯⋯(13)

一九五一年郸县土特产品运销情况调查表⋯⋯⋯⋯⋯⋯⋯⋯⋯⋯⋯l J·l⋯⋯⋯⋯⋯(13)

第六章 解放后工业发展情况⋯⋯⋯⋯⋯⋯⋯⋯⋯⋯⋯⋯⋯⋯⋯⋯⋯⋯⋯．．．⋯⋯⋯·(14)

第一一节 解放初期工业生产概况和国营工业的诞生⋯⋯⋯⋯⋯⋯⋯⋯⋯⋯⋯⋯⋯(14)

第二节 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5)

第三节 “大跃进”中的工业(1958—1961)⋯⋯⋯⋯⋯⋯⋯⋯⋯⋯⋯⋯⋯⋯⋯(16)

第四节 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17)

一九六二年前后停撤企业情况一览表⋯⋯⋯⋯⋯⋯⋯⋯⋯⋯⋯⋯⋯．⋯⋯⋯⋯⋯⋯⋯(19)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业生产⋯⋯⋯⋯⋯⋯⋯⋯⋯⋯⋯⋯⋯⋯⋯⋯⋯⋯(22)

第六节 粉碎“四人帮”后国营工业的迅速发展⋯⋯m⋯⋯⋯⋯⋯⋯⋯⋯⋯⋯⋯·(23)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七章 工业各厂矿专题叙述⋯⋯⋯⋯⋯⋯⋯⋯⋯⋯⋯⋯⋯⋯⋯⋯⋯⋯⋯⋯⋯⋯⋯(24)

第一节 四川省郫县宽河坝煤矿⋯⋯⋯⋯⋯⋯⋯⋯⋯⋯⋯⋯⋯⋯⋯⋯⋯⋯⋯⋯⋯·(24)

第二节 四川省郫县水泥厂⋯⋯·r等¨⋯⋯⋯⋯i·，，⋯⋯⋯⋯⋯⋯⋯⋯⋯⋯⋯⋯⋯(24)

第兰节 四川省郫县氮肥厂⋯⋯⋯⋯⋯⋯⋯⋯⋯⋯⋯⋯⋯⋯⋯⋯⋯⋯⋯⋯⋯⋯⋯(25)

第四节 四川省郫县锅厂⋯⋯⋯⋯⋯⋯⋯⋯⋯⋯⋯⋯⋯⋯⋯⋯⋯⋯⋯⋯⋯⋯⋯⋯(26)

第五节 四川省郫县压龟扬声器厂⋯⋯⋯⋯一．．．⋯⋯⋯⋯⋯⋯⋯⋯⋯⋯⋯⋯⋯⋯”(28)

第六节 四川省郫县印刷厂⋯⋯⋯⋯⋯⋯⋯⋯·⋯⋯⋯⋯⋯⋯⋯⋯⋯⋯⋯⋯⋯⋯⋯·(28)

第七节 四川省郫县豆办厂⋯⋯⋯⋯⋯⋯⋯⋯⋯⋯⋯⋯⋯⋯⋯⋯⋯⋯⋯⋯⋯⋯⋯(29)

第八节 四川省郫县犀浦豆油厂⋯⋯⋯⋯⋯⋯⋯⋯⋯⋯⋯⋯⋯⋯⋯⋯⋯⋯⋯⋯⋯<31)

第九节 四川省郫县酿造厂⋯⋯⋯⋯⋯⋯⋯⋯⋯⋯⋯⋯⋯⋯⋯⋯⋯⋯⋯⋯⋯⋯⋯(32)

第十节 四，fI省郫县食品一厂．．．m⋯⋯．．．⋯⋯⋯w⋯⋯⋯⋯⋯⋯⋯⋯⋯⋯⋯⋯⋯⋯·(33)

第十一·节 四川省郫县食品二厂⋯⋯⋯⋯⋯⋯⋯⋯⋯⋯⋯⋯⋯⋯⋯⋯⋯⋯⋯⋯⋯⋯(33)

第十二节 四川省郫县酒广⋯⋯⋯⋯⋯⋯⋯⋯⋯⋯⋯⋯⋯⋯⋯⋯⋯⋯⋯⋯⋯⋯⋯⋯“(34)

第十三节 四川省郫县王业供销公司⋯⋯⋯⋯⋯⋯⋯⋯⋯⋯⋯⋯⋯⋯⋯⋯⋯⋯⋯⋯(35)

附录：郫县部分土特产品生产工艺(另附)

郫县工交局系统主要工业产品历次不变价对照表⋯”¨⋯⋯⋯⋯⋯⋯⋯⋯⋯⋯⋯⋯⋯(36)

⋯九八一年各工业厂矿产品及年产能力一览表⋯⋯⋯⋯⋯⋯⋯⋯⋯⋯⋯⋯⋯⋯⋯⋯(38)

各时期生产指标及基本情况统计表⋯⋯⋯⋯⋯⋯⋯⋯⋯⋯⋯⋯⋯⋯⋯⋯⋯⋯⋯⋯⋯·(39)

一一九八一一年主要工业生产原料耗量及单价统计表⋯⋯“⋯⋯⋯⋯⋯⋯⋯⋯⋯⋯⋯⋯．．(43)

一九八一年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一览表⋯⋯⋯⋯⋯⋯⋯⋯⋯⋯⋯⋯⋯⋯⋯⋯⋯⋯(45)

郫县工交局系统备企业生产指标历史最高纪录一览表⋯⋯⋯⋯⋯⋯⋯⋯⋯⋯⋯⋯⋯(46)

工交企业历年主要技术革新项目一览表⋯⋯⋯⋯⋯⋯⋯⋯⋯⋯⋯⋯·⋯⋯·⋯⋯⋯⋯”(47)

郫县工交局系统工程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54)

一九八一年底工交企事业单位内部机构设置一览表⋯⋯⋯⋯⋯⋯⋯⋯⋯⋯⋯⋯⋯⋯·(55)

第三部分交通运输业⋯。⋯⋯⋯⋯⋯⋯⋯·⋯⋯_⋯⋯⋯·⋯⋯”(57)
第八章 解放前道路状况⋯⋯⋯⋯⋯⋯⋯⋯⋯⋯⋯⋯⋯⋯⋯⋯⋯⋯⋯⋯⋯⋯⋯⋯⋯(57)

第一节 古道、驿道、古桥古渡⋯⋯⋯⋯⋯⋯⋯⋯⋯⋯“⋯⋯⋯⋯⋯⋯⋯⋯⋯⋯．．(57)

清代同治八年(一一八六九年)郫县疆域全图⋯⋯⋯⋯⋯⋯⋯⋯⋯⋯⋯⋯⋯⋯⋯⋯⋯(62)

清代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崇宁县治图⋯⋯⋯⋯⋯⋯⋯⋯⋯⋯⋯⋯⋯⋯⋯⋯⋯(63)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道路状况⋯⋯⋯⋯⋯⋯⋯⋯⋯⋯⋯⋯⋯⋯⋯⋯⋯⋯⋯⋯⋯⋯(64)

郫县民国时期道路图⋯⋯⋯⋯⋯⋯⋯⋯⋯⋯⋯⋯⋯⋯⋯⋯’⋯⋯⋯⋯⋯⋯⋯⋯⋯⋯⋯(65)

民国时期崇宁县治图⋯⋯⋯⋯⋯⋯⋯⋯⋯⋯⋯⋯⋯⋯⋯⋯⋯⋯“⋯⋯⋯⋯⋯⋯⋯⋯⋯(66)

一九五八年埘入郫县的崇宁县民国时期县政道路图⋯⋯⋯⋯⋯⋯⋯⋯⋯⋯⋯⋯⋯⋯(67)

民国三十五年郫县乡村道路统计表⋯⋯⋯⋯⋯⋯⋯⋯⋯⋯⋯⋯⋯⋯⋯⋯⋯⋯⋯⋯⋯(68)

第九章 建罾以来公路事业酶发展⋯⋯⋯⋯⋯⋯⋯⋯⋯⋯⋯⋯⋯⋯⋯⋯⋯⋯⋯⋯⋯(72)

第一节 概况⋯⋯⋯⋯⋯⋯⋯⋯⋯⋯⋯⋯⋯⋯⋯⋯⋯⋯⋯⋯⋯⋯⋯“⋯⋯⋯⋯⋯“(72)

繁二节 干道⋯⋯⋯⋯⋯⋯⋯⋯．．．⋯⋯⋯⋯一一⋯⋯t．．⋯“h⋯⋯⋯⋯⋯⋯⋯⋯⋯⋯⋯(72)

2



第三节 县道⋯⋯⋯⋯⋯⋯⋯⋯⋯⋯一⋯⋯⋯⋯⋯⋯⋯⋯⋯⋯⋯⋯⋯⋯⋯⋯⋯⋯⋯‘(73)

第四节 社道、专用道⋯⋯⋯⋯⋯⋯⋯⋯⋯⋯⋯⋯⋯⋯⋯⋯⋯⋯⋯⋯⋯⋯⋯⋯⋯⋯(75)

第五节 大队道、机耕道⋯⋯⋯⋯⋯⋯⋯⋯一⋯⋯⋯·⋯⋯⋯⋯⋯⋯⋯⋯·b bltbIO·6．．．．．t⋯(76)

郫县道路图⋯⋯⋯⋯⋯⋯⋯⋯⋯⋯⋯⋯⋯⋯⋯⋯⋯⋯⋯⋯⋯⋯⋯⋯⋯t．-⋯⋯⋯⋯⋯⋯(7穸)

郫县各种道路通过公社、大队数及里程统计表⋯⋯⋯⋯⋯⋯⋯⋯⋯⋯⋯¨¨⋯⋯⋯⋯(穸8)

郫县县、社、专公路技术状况一览表⋯⋯⋯⋯⋯⋯⋯⋯⋯⋯⋯⋯⋯⋯⋯⋯⋯⋯⋯⋯(79)

郸县各时期通车的公社和大队数统计表⋯⋯⋯⋯⋯⋯⋯⋯⋯⋯⋯⋯⋯⋯⋯⋯⋯⋯⋯(88)

第十章 桥梁⋯⋯⋯⋯⋯⋯⋯⋯⋯⋯⋯⋯⋯⋯⋯⋯⋯⋯⋯⋯⋯⋯⋯⋯⋯⋯⋯⋯⋯⋯(89)

第一节 概况⋯⋯⋯⋯⋯⋯⋯⋯⋯⋯⋯⋯⋯⋯⋯‘⋯⋯⋯⋯⋯⋯⋯⋯⋯⋯⋯⋯⋯⋯(89)

第二节 大中型桥梁⋯⋯⋯⋯⋯⋯⋯⋯⋯⋯⋯⋯⋯⋯⋯⋯⋯⋯⋯⋯⋯⋯⋯⋯⋯⋯(89)

第三节 小桥与涵洞⋯⋯⋯⋯⋯⋯⋯⋯⋯⋯⋯⋯⋯⋯⋯⋯⋯⋯⋯⋯⋯⋯⋯⋯⋯⋯(94)

郫县县、社、专公路大、中桥梁现况表⋯⋯⋯⋯⋯⋯⋯⋯⋯⋯⋯⋯⋯⋯⋯⋯⋯⋯⋯‘(96)

郫县县、社、专公里小桥现况表⋯⋯⋯⋯⋯⋯⋯⋯⋯⋯⋯⋯⋯⋯⋯⋯⋯⋯⋯⋯⋯⋯(98)

郫县县道及主要社道涵洞分类统计表⋯⋯⋯⋯⋯⋯⋯⋯⋯⋯⋯⋯⋯⋯⋯⋯⋯⋯⋯(102)

第十一章交通建设与公路养护⋯⋯⋯⋯⋯⋯⋯⋯⋯⋯⋯⋯⋯⋯⋯⋯⋯⋯⋯⋯⋯⋯(104)

第-一节 交通工程与民工建勤⋯⋯⋯⋯⋯⋯⋯⋯⋯⋯⋯⋯⋯⋯⋯⋯⋯⋯⋯⋯⋯(104)

第二节 公路养护与管理⋯“⋯⋯⋯⋯⋯⋯⋯⋯⋯⋯⋯⋯⋯⋯⋯⋯⋯⋯⋯⋯⋯“(105)

郫县1960--1981年交通建设费用情况统计表⋯⋯⋯⋯⋯⋯⋯⋯⋯⋯⋯⋯⋯⋯⋯⋯(109)

郫县历年民工建勤改建维修公路、桥梁情况统计表⋯⋯⋯⋯⋯⋯⋯⋯⋯⋯⋯⋯⋯(110)

郫县公路养护机具统计表⋯⋯⋯⋯⋯⋯⋯⋯⋯⋯⋯⋯⋯⋯⋯⋯⋯⋯⋯⋯⋯⋯⋯⋯(112)

第十二章解放前的运输概况⋯⋯⋯⋯⋯⋯⋯⋯⋯⋯⋯⋯⋯⋯⋯⋯⋯⋯⋯⋯⋯⋯⋯(113>

第+三章解放三十二年来运输业发展状况⋯⋯⋯⋯⋯⋯⋯⋯⋯⋯⋯⋯⋯⋯⋯⋯⋯(114)

第一节 解放初期的运输业概况和郫崇两县运输合作社的建立⋯⋯⋯⋯⋯⋯⋯(114)

第二节 “大跃进”中的郫县专业运输队伍⋯⋯⋯⋯⋯⋯⋯⋯⋯⋯⋯⋯⋯⋯⋯(115)

第三节 专业运输单位的发展与变化⋯⋯⋯⋯⋯⋯⋯⋯⋯⋯⋯⋯⋯⋯⋯⋯⋯⋯(116)

第四节 汽车客运联合经营⋯⋯⋯⋯⋯⋯⋯⋯⋯⋯⋯⋯⋯⋯⋯⋯⋯⋯⋯⋯⋯⋯(118)

第五节 郫县境内的拖拉机运输⋯⋯⋯⋯⋯⋯⋯⋯⋯⋯⋯⋯⋯⋯⋯⋯⋯⋯⋯⋯。(119)

第六节 郫县交通运输管理站⋯⋯⋯．．．．⋯⋯⋯⋯⋯⋯⋯⋯⋯⋯⋯⋯⋯⋯⋯⋯⋯(119)

第七节 交通安全工作概况⋯⋯⋯⋯⋯⋯⋯⋯⋯⋯⋯⋯⋯⋯⋯⋯⋯⋯⋯⋯⋯⋯‘(120)

第八节 郫县境内的客运概况⋯⋯⋯⋯⋯⋯⋯⋯⋯⋯⋯⋯⋯⋯⋯⋯⋯⋯⋯⋯⋯⋯(121)

附录 郫县汽车站、郫县监理站⋯⋯⋯⋯⋯⋯⋯⋯⋯⋯⋯⋯⋯⋯⋯⋯⋯⋯⋯(121)

郫县工交企业历年车辆购置情况统计表⋯⋯⋯⋯⋯⋯⋯．．．⋯⋯⋯⋯⋯⋯⋯⋯⋯⋯‘(123)

郫县历年机动运输车辆情况统计表⋯⋯一⋯⋯⋯⋯⋯⋯⋯⋯⋯⋯⋯⋯⋯⋯⋯⋯⋯‘(124)

县属交通运输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表⋯一⋯⋯⋯⋯⋯⋯⋯⋯⋯⋯⋯⋯⋯⋯⋯⋯⋯⋯“(126)

镇、社交通运输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表⋯⋯⋯⋯⋯⋯⋯⋯⋯⋯⋯⋯⋯⋯⋯⋯⋯⋯⋯(127)

燃油消耗情况统计表(～、二)⋯⋯⋯⋯⋯⋯⋯⋯⋯⋯⋯⋯⋯⋯⋯⋯⋯⋯⋯⋯⋯‘(128)

近年郫县境内的交通事故统计表⋯⋯⋯．．．．⋯⋯⋯⋯⋯⋯⋯⋯⋯⋯⋯⋯⋯⋯⋯⋯⋯(129)

3



第四部分模范和名人⋯⋯⋯⋯⋯⋯“⋯⋯⋯⋯⋯⋯⋯⋯⋯⋯·(1 30)
第一节 解放后历年来获得中央与省府奖励的先进单位与个人⋯⋯⋯⋯⋯⋯⋯(130)

第二节 解放以来获温江地区奖励的先进单位与个人⋯⋯⋯⋯⋯⋯⋯⋯⋯⋯⋯(130)

第三节 名人简介⋯⋯⋯⋯⋯⋯⋯⋯⋯⋯⋯⋯⋯⋯⋯⋯⋯⋯⋯⋯⋯⋯⋯⋯⋯⋯．．(131)

第五部分大事记⋯⋯⋯⋯⋯⋯⋯⋯⋯⋯·⋯⋯⋯⋯⋯⋯⋯⋯··(1 32)
解放以来工交企业一般事故统计表⋯⋯⋯⋯⋯⋯⋯⋯⋯⋯⋯⋯⋯⋯⋯⋯⋯⋯⋯⋯，f 133)

4



第一部分郫县工业交通局建制沿革

第一章成立郫县工业交通局前的建制概况

第一节解放前的工业交通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县政府设有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等十多个科室。其中建设科的

职能范围是：一、道路桥梁电信及其它土木工程；二、农林水利与垦牧；三、度量衡检定及

收音；四．工商矿业；五、粮食管理及增产事项；六、合作事项；七、其它建设事项。在桥

梁道路建设方面，主要是组织民工修桥补路等。在工商矿业方面，主要是负责工商矿业、同

业公会的登记注册和组织各私营工商业参加物资贸易交流等活动。建设科地址一直设在县府

内部。

第二节郫县人民委员会工业交通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郫县较场坝正式召开了解放大会，从此郫县的历史翻开了

新的一页。⋯九五。年，郫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设立了财政科．建设科、工商科以及民政，司

法、文教、卫生等七个科室，其中财政科兼管工业，建设科负责农业与交通建设工作。

一九五四年底，郫县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企业小组，对外亦称工业企业公司，盲

接由县人民政府领导。成立该机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人民政府对国营、合营与私营工

业的领导、改造和管理。工业企业小组人数不多，首任组长为郭忠道。

一九五五年三月，郫县人民政府建设科改名为农业科，同时单独成立了郫县人民委员会

交通科，专管交通建设工作。周帮俊任原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第一任负责人，单独成立郫县人

民委员会交通科后由邓学林任副科长。郫县人民委员会交通科主要负责县内道路新建、维

护，绿化等项工作。

一九五六年二月，郫县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小组更名为郫县人民委员会工业

科、郭忠道为副科长。同年底，由陈均木接任工业科副科长职务。

一九五七年三月，郫县人民委员会工业科、交通科与成立不久的郫县人民委员会手工业

管理科和郫县手工业联社进行合并，组成了郫县人民委员会工业交通科，郭忠道、邓学林、

马佳富、陈均木同时担任工业交通科剐科长职务。成立工业交通科后，办公地址迁到西街现

农资公司一带，此前先后成立的上述工交管理机构，均在县府内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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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崇宁县人民委员会工业交通科

一九殴九年十二二强，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驻防崇宁的原国

民党九十五军第225师举行了武装起义。继后随着解放军军事代表抵达，崇宁县人民获得了解

放。崇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其内部机构设置与郫县大体相同，财政科兼管工业，建设科兼

管交通建设。

⋯九五四年底崇宁县也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企业小组，负责人为李维绪。约一年

以后工业小组更名为崇宁县人民委员会工业科。

一九五五年十月，崇宁县人民政府建设科改名为农业科，另成立崇宁县人民委员会交通

科，郭相如、陈春山曾任交通科负责人。

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崇宁县人民委员会工业科和交通科合并为工业交通科。一九五七

年四月二十三日，工业交通科进一步与崇宁县手工业管理科(对外亦称手工业联社)合并，

机构名称仍为崇宁县人民委员会工业交通科，负责人为贾思禄、罗通文、段锋。

崇宁县财政科、建设科、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企业小组均设在崇宁县府内部，后来成立

的交通科、手工业管理科、手工业联社和工业交通科，则在厝昌镇北街，即现食品二厂原厂

址一带办公。

第二章郫县工业交通局的成立

及名称演变(i958一I 97 i)

第一节郫县工业交通局和崇宁县工业局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郫县工业交通局正式成立，办公地址设在原郫县人民委员会

工业交通科所在地，赵京一任郫县工业交通局第一任局长，郭忠道、宋天龙、陈均木任副局

长。赵京一实际未到职，约一月左右调离郫县，日常工作主要由陈均木主持。郫县工业交通

局内部设置有财务科、办公室、手管科、交通科、工业科等科室。五九年春．陈均木调离，

由吴先存主持工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在原崇宁县工业交通科的基础上，组建了崇宁县工业局，其内部

设有手工业管理科、财会室和办公室，由手工业管理科兼管崇宁县的交通建设与交通运输工

作。县委指派郭焕崇任崇宁县工业局负责人兼局机关支部书记，未任命正副局长。崇宁县工

业局办公地址设在唐昌镇南街现省属岷江机床电器厂电影院一带。

一九五八年十月，郫县和崇宁县合并，十一月十一FI，两县正式合署办公，县委及县人委

办公地点设于郫县，原崇宁县工业局负责人郭焕崇等同志先后分别上山大办钢铁，部分人员



调往郫县充实工业管理部门，其原属工业和交通运输单位均交由郫县工业交通局统一领导和

管理。 。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为了便于办好工业，郫县与灌县曾经合并约半年时间，称灌i郸县。

郫县工业交通局曾经迁往灌县工交局办公，由灌县付县长许守立兼任灌郫县工业交通局局

长。一·九六。年初，灌郫两县重新分设，郫县工交局有关人员陆续迁回本县办公。六。年一

月，吴先存任郫县工交局局长，副局长为郭焕崇，郭忠道(借调地区都钢厂)，宋天龙(借

调修鱼咀电站)，陈均木(已调未免职)。

第二节’郫县工业局和交通局的分设

一九六O年二月十六日，郫县工业交通局一分为二，分别成立工业局和交通局。郫县工

业局局长为吴先存，副局长有吴关锁、付育云；宋天龙和郭忠道。工业局内部设置有办公

室．重工科、轻化工科、手工业管理科、供销科、科技室和财务计划科。办公室主任为郑恩

祥，轻化工科副科长为范学礼，手工业管理科科长为刁志明等等。郫县交通局局长为曾廷

才，付局长有张石夫，康德明、郭焕崇和张正心。其中郭焕崇同志1960年元月曾任工业交通

局付局长，1960年2月工业与交通分家后改任工业局付局长，1961年5月再改任郫县交通局

付局长职务。郫县交通局下设科室有办公室、财务科、运输科与交通建设科，财务科负责人

为施实诚，运输科负责人为张富、周道明，交通建设科负责人为段锋。交通局办公地址迁到

现郫筒镇派出所一带。

第三节再设郫县工业交通科与工业交通局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为了精简机构，县委决定将郫县工业局和郫县交通局缩编为

郫县工业交通科，同时恢复成立了郫县手工业管理局。郫县工业交通科负责人为李建福，先

后任工业交通科副科长的有马金堂、张石夫、邱祖文和王星富。成立工业交通科后，办公地

址迁回县府内。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郫县工业交通科与郫县手工业管理局再次合并，组成了郫县工业交

通局，一九六七年元旦开始办公。地址迁往郫县川剧团后面，即现商业局家属院所在地，马

择君任负责人，后由马仕富任局长，玉星富、刁志明任付局长。

第四节郫县工业交通管理站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县委发布文件，宣布撤消郫县工业交通局和一一九五五年十月成

立的群众运输管理站，成立郫县工业交通管理站。郫县工业交通管理站革命委员会主任为张

步伦，副主任为蔡其新和陈光树。成立时实行了干部、民兵、群众三结合的形式，张步伦、

蔡其新、马仕富为干部代表，孙永成为民兵代表，陈光树、李建成、支U贵云、曾廷才为群众

代表。郫县工业交通管理站下设机构有政工组、办事组和生产组，政工组副组长为张树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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