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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颜怀炎

副组长：杜宣天 潘广贵

成员。王时英 吴志萤 龚益林

编写办公室

主编：吴志萱

编 辑：乔达渺j 白天钟 余贤德

制 图：吴j基萱 乔达叫

摄影：王永清

编审人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时英 杜宣天 苏理贵 苟在忠

唐艺 龚益林 谢仁义

廖扬恺 潘广贵 颜怀炎

审定单位：万源县地方志办公室

校 对。余贤德 张学飞 田崇玖 向仕强

封面提字：廖扬恺

封面设计。向以华

印 刷：万源县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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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向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方志"是其中一颗

璀灿的明珠，我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优良传统，可在近代，国象忧患，动乱频繁， “方志，，事

业虽逐趋衰落，但未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欣逢盛世， “方志”如枯木逢春，《万源县工业志》亦应运而生。

为了贯彻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我们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经

委决定组建《工业志》领导小组的编篡班子，于I 9 8 6年2月2 1日正式开展了《工业志》

编篡工作，在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编篡人员为了“上对祖宗负责，下为子孙造福，”有益

于四化建设的精神，工作上发挥了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脚勤，手勤，1：1勤，日夜辛苦，

、以致胼手胝足，以1年时间查阅档案8 1 8卷，还深入厂矿采访当事人，取得3 2 00万字的

原始资料。
。

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

是的精神，尊重历史，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力求体现时代精神和突出地方特点，记载

我县工业的发展变化，重点记载建国以后工业发展情况，特别是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

业的巨大变化。 ’
．

志稿完成之后，经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再经工业战线上的老领导和县志办公室负责同

志审查，修改定稿。因此，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工业志》得以如期完成。

《工业志》的问世，将为我县工业发展提供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为进一步发展地方经济

事业，提供借鉴。对工业战线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很好的教材，它在

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在《工业志》编写过程中，承万源县档案馆为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承县志办在业务上

进行了具体指导，在经委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各企业的通力协助下，终于顺利完

成。在此，谨向上述单位的领导和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编志过程中，由于这是一项新工作，要求高，难度大，遗漏和错误之处，请各级领导，

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以及读者给予不吝批评指正。

＼ 《工业志》领导小组

．i乜



．凡 例

一，《万源县工业志》(以下简称本志)，上限起自1 9 l 1年(冶金工业不受此限)

下限断至1 9 8 5年，本着“略古详今，详近略远，，的原则，以章、节、目三个层次，依次

排列。

二、本志根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本部门实际，力求思想

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全志l 1章5 8节6 9目，约3 4万字，重点记述所属企业的

生产经营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中工业总产值，按各个时期不变价格计算编列，未作调整，其他经济技术指

标，按原数录列；各厂矿简介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辖企业的生产经营现状为主。

四、本志主要记述县办国营工业，从l 9 6 2年1 0月以后不包括代管的集体企业和在

县境内的中央、省、地所属工业企业。

五，本志对1 9 5 5年以前的企业资金，均按旧币录列，未按新币折算。

六，本志体裁为语体文、记叙体。全书采用图、表、一志、传、录几种形式。图表附于各

章节之后，以弥补文字叙述之不足，照片汇集卷首。
?

七，表达时间和数目均用阿拉伯字，不用汉字。建国前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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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县位于川东北边缘，大巴山腹心地带。东连城口，南接宣汉，西与平昌、通江毗

邻，北靠陕西省镇巴、紫阳两县，素有“秦川锁钥，，之称。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全县总面积
3 5 6 5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 9 6 6 0 0人。

由于我县地处山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不仅农、林、牧、副、土特产等地上资源品

类繁多，而且地下矿产资源极为丰富，除久负盛名的煤、铁矿产外，还有优质石灰石、铝土

矿、磷矿、锰矿等2 6种矿产。加之襄渝铁路纵贯县内南北，公路四黝＼达。交通之便。能
源之利。为发展我县工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但是在建国前，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

压榨和残酷剥削。工业发展极为缓慢。驰名省内外的炼铁业虽有2 0 0多年的历史，但系私

人开办。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厂多企业小，全系季节性生产，资金贫乏，销路不畅，运

输阻塞，资金周转不灵或天灾人祸，企业倒闭甚多。．
‘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工业生

产，设有专门机构，专人管理，对私营工业进行了整顿和全面规划，将印刷厂收归国有。对

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进行了扶持，帮助、恢复和发展。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 9 5 4年先后兴办了1 4个地方国营土铁厂，对私营企业逐步加以改

造，至1 9 5 6年就有龙潭纸厂，石冠寺煤厂、万联锅罐厂和自力铁厂改造为公私合营。

1 9 5 8年中央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我县掀起大办钢铁运动，先后从大

竹，渠县，平昌、邻水等县动员了I 1万劳动力，来我县筑炉炼铁。短期内，办起县属厂34

个，区乡厂3 8 6 7个。但当时由于没有充分准备和周密计划，更无工业管理经验，靠打人

海战术盲目蛮干，加之交通不便，资金缺乏，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造成很大损失。三年自

然灾害，致使农村劳力缺乏，粮食产量锐减。1 9 6 0年冬，根据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精减下放人员，充实

农业第一线。调整后，保留了5个企业，全系统扭亏为盈，1 9 6 3年实现利润111400元。

1 9 6 6年至1 9 7 6年“文化大革命”的1 0年动乱中，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煽动下，推行极“左"路线，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受到冲击，机构瘫痪，群众对立，武斗

不息，企业工作无人抓，生产无人管，从1 9 6 7年至1 9 7 6年，8年连年亏损，盈亏相

抵后，亏损额达4099500元。

1 9 7 6年9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县工业建设有了

新的变化。通过深入贯彻“调查、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县工业逐步走上了健康，

稳定的发展道路。企业逐步扩大了自主权，同时，对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验收，实行了经济



责任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按“四化”标准培养和选拔了企业领导班子，突出经济效益，

大抓产品质量等有效措施，改变了企业面貌，增强了业企活力，促进了全县工业的迅速发

展。1 9 8 5年，局属1 0个企业，工业总产值达14808740元，实现利润1513000元。创造

了历史最好水平。现在，全县轻重工业同步发展，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结构趋向合理。工业

生产的发展，为我县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3 6年来，我县工业发展变化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只

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使企

企业兴旺发达，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党的总任务，到本世纪未，达到工农业总

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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