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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门头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届)

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1 990年1 1月——1 991年4月

董春生

张进宽赵鸷飞 范路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云夫王兰声王德起王增林白晓亭安久亮

刘春虎刘继庭余世昌宋殿儒杨锡铨赵志安

赵连夫唐树青董景俊彭德良

北京市门头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二届)

1 991年4月——1 992年1月

主任董春生

副主任 张进宽赵鸷飞(常务) 范路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云夫王文君王兰声王永金王增林白晓亭

安久亮刘春虎刘建国余世昌金国山 陈国峰

赵连夫唐树青颉增田董景俊彭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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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门头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三届)

1 992年1月——1 997年6月

主任董春生

副主任赵鸷飞 张守玉 范路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云夫王文君王兰声 王永金白晓亭刘春虎

刘建国余世昌金国山 陈国峰赵连夫唐树青

董景俊彭德良

北京市门头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四届)

1 997年6月——2000年1月

顾问赵久合

主任王凤江

副主任孙尧东 李清云 于克达张进增(常务) 张守玉

赵鸷飞(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刚王金荣王清平 白晓亭艾宏敏孙学曾

孙树茂萧长坤邢兰洲张树根余世昌 宋继清

宋殿儒杨治国 陈素花陈梅生赵庆轩赵永高

赵玉斌聂文玉韩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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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门头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五届)

2000年1月——2002年4月

顾问李建华

主任刘永富

副主任孙尧东 赵志安赵棣慧 张进增(常务)

韩立宝赵鸷飞 范路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羹l

雾蠢

冀霎|薹

雾羹

垂垂篓

蓁篓羹

羹蓁薹

萋雾妻

囊薹鋈

羹鋈璧

羹冀垂

蓁薹蓁

鬟蓁萋

囊雾薹

霪蓁雾

鍪錾雾雾霾震垂篓震黧蘑鬻雾霆萋耋鬟黧篓蓁

霎羹蓉翼蓁蕃蓁——冀霎蓁囊囊薹蓁

霉霎翼蓁雾

囊雾薹萋雾

蒌

全县供给2800

人的军需，每月织布800匹。共有纺线的妇女3．7万名，织布机959架。全县每年织布12万

匹。1950年5月，建平谷轧花厂，有职工12人。1952年，建平谷第二轧花厂，有职工14人。

195卜1952年，两厂共加工皮棉36．8万公斤，产值64万元，产品销至北京、天津。1953年，

全县有织布匠60户，从业61人，共有资金2139元。1957年，第一轧花厂与第二轧花厂合

并，称平谷轧花厂。1960 年，有职工44人，总产值100．4万元。后又分建为平谷轧花厂、峪

口轧花厂。期间，农村土纺土织陆续减少。19r75年，两厂有职工116人，固定资产原值86．3

万元，总产值326．2万元 ，利润总额39．6万元。1979年，因县内取消集体棉花种植，两处轧

花厂下马，土纺土织亦取消 。

乡村建棉纺织企业始于19r7 9年。是年，马坊公社早立庄大队建弹花厂，主要加工被套。

80年代，有几家小型厂投产 。1990年，有乡村企业6家，从业173人，固定资产原值91．8万

元，总产值183．1万元 ，利税27．9万元。主要产品有棉线、汗布、棉布、被套、麻袋等。年产

棉布63．6万米，麻袋2． 4万条。

二、针织品

以毛针织为主。 解放战争中，大众合作社在县内办有绒毛厂、织袜厂，新中国建立初期

解体。5㈣年代 ，县内有少量手工业者走村串户织手套、袜子。1974年，张各庄公社王都

庄大队建毛农厂。，年产2万件。此后，乡村毛织、lk快速发展，产船大部出fj。1980年，全县

有企业17家， 其中毛农厂14家。年产针织衫裤58万件，出口52万件。毛针织业成为乡村

企业的骨干行业 ，毛衣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出现乐政务毛衣一、二、三厂、山东庄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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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大队建毛农厂。，年产2万件。此后，乡村毛织、lk快速发展，产船大部出fj。1980年，全县

有企业17家， 其中毛农厂14家。年产针织衫裤58万件，出口52万件。毛针织业成为乡村

企业的骨干行业 ，毛衣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出现乐政务毛衣一、二、三厂、山东庄毛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