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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轻纺工业志》是凉山州轻工纺织系统一部

行业志．为适应凉山州轻纺系统存史资政之需，本志对资料的编辑详

于专业志，略于部门志，其结构介于两者体例之间，独立成志。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实存真，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概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三、本志侧重记述纳入凉山州轻化工业局管理的州、县(市)属

轻工丝纺企业的历史和现状，对隶属其它部门管理的企业记载从略，

各项统计数据亦不纳入轻纺工业统计。

西昌地区并入凉山州以前，西昌地区(专区)和凉山州(区)因

行政区划不同，本志按事物出现先后并列编排。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综合运用述、记、志，图、表、 录等体

裁，以志为主，图表随文设置。

文字、数字、专用名词、术语、计量单位等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标准局、国家出版局等行政

机关的规定，标点符号按《新华词典》附录的规定使用。工业总产值

分别按当年实际上报的数据统计。

五、本志上限为1840年，下限截至1990年，为了保持事物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少数事件不受此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历史纪

～】“



，一般使用当时的通用年号，括注公元年号；地名均使用当时名

，括注现名。

六、1955年3月1日以前流通的旧人民币，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

比值为10000：1元。

七，本志人物表收录受省、部级正式表彰授予的先进模范人物和

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序

国兴修志，这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特有规律。纵观我国历史，

隔代编史，当代修志，早已成为代代相传的传统。根据四川省轻工业

厅和凉山州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州轻工丝纺系统开展了修志工

作，历时七载，搜集500多万字资料，编纂出《凉山彝族自治州轻纺

工业志》，实非易事。这是我州轻纺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将

为凉山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和服务。

《凉山彝族自治州轻纺工业志》采用纵叙横陈，纵横结合，详近

略远，秉笔直书的方法，集人、物、事的资料性为一体，综合记述凉

山州轻纺工业的发展沿革、生产工艺、行业重点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客观反映了凉山轻纺工业的特点、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经验教训，

详细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本志书广征博采，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有利当代，惠及后世，撰写告成，值此庆贺。

轻纺工业在凉山州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凉山州历史渊

源和起步较早的行业之一。全州轻纺工业系统广大职工在党和各级政

府领导下，献身民族地区经济建设，顽强拼搏，开拓进取，艰苦奋斗

几十年，使之初具规模，成为凉山州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并培

育出一批名优拳头产品，实属来之不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存史、资政、教化”、借鉴历史

出发，我们希望金系统职工对此书认真一读，从中了解历史，吸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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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客观规律，开创凉山未来，把我州轻纺工业发展到一个

修志，在凉山州尚属首次，加之时间短、任务重、人员少、

，未臻完善，敬请热心于此的同志指正。

王学义

一九九三年二月



概 述

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北界雅

安、甘孜两地州，南连攀枝花市，东西两面-9云南省毗邻，东北与乐

山、宜宾两地市接壤，面积6．1万平方公里。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凉山始设越蔼郡，以后历代曾

改设偶州、建昌府(卫)、宁远府等。1950年3月27日西昌解放，12

月成立西昌专员公署；1952年10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区在昭觉建

立，1955年4}1改设凉山彝族自治州；1978年10月，撤销西昌地区建

制，并入凉山州，首府从昭觉迁至西昌。1990年末，全州辖西昌市和

木里、盐源、德昌、会理、会东、宁南、普格、布拖、金阳、昭觉、

雷波、美姑、甘洛、越西、冕宁、喜德等17个县市。

凉山州地处川滇结合部，自汉代以来就是四川通往祖国西南边陲

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和举世闻名

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都从这里经过。如今，成昆铁路有

375公里纵贯五县一市，金州公路通车里程8775公里，河流通航里程

365公里，成都至西昌航空线402公里，交通方便。

凉山州地处西昌、攀枝花、六盘水“金三角”地带，成矿富集，

资源丰富，有各类矿床近百种，已探明储量的达59种，矿产资源的开

发，对轻纺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治州森林和竹林资源

丰富，浩瀚的林海覆盖着崇山峻岭，成为绿色宝库。．州内有森林面积

2492万亩，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九，木材蓄积量2亿多立方



造纸工业具有广阔前景。全州幅员广阔，土地资源丰富，人

5亩，还有人均25亩非耕地可供开发利用。境内多数地区土

光，热、水条件好，农作物一年两熟，河谷和低山坝区可一

丰富的农副产品为发展轻纺工业提供了充足原料。州内经济

前景远大，宁南、会东、会理、德昌等县金沙江河谷和安宁

河中下游海拔1300米以下地带，属南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光照甚

强，热量集中，无霜期长，是甘蔗生长的最适地区；地处二半山和高

山平坝的布拖、昭觉、盐源、普格、冕宁、越西、美姑等县，适宜发

展甜菜生产。这些地区发展糖料生产具有产量高、质量优、经济效益

好的优势，是全省理想的糖业生产基地。会理、会东、宁南、普格等

县具有种植烤烟良好生态环境，是全国烟草种植区划的“最适区”，

所产烟叶可与云南烟叶媲美，是加工生产中、高档香烟的优质原料，

被列为全省重点烤烟生产基地。宁南、会东、冕宁、西昌、德昌．．普

格、会理、甘洛、越西、喜德，金阳、雷波等12县市，海拔在1800米

以下的沟坝地区和二半山区，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地

肥沃，适宜裁桑养蚕，桑叶质量好，产量高，是全省重点蚕丝生产基

地。州内草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草质良好，可以全年放牧，现有

草埸3600余万亩，可载-畜800多万头，大量皮、毛、奶、肉可供加

工，是金省重要畜牧业基地。

凉山轻纺工业发展历史悠久。西汉时期，定笔(今盐源)县就已

出盐；栽桑养蚕有2000多年的历史，唐宋时期，冕宁泸宁．．甘洛田坝

的“山生丝”曾汇入“南方丝绸之路”，经滇西运销印度、尼泊尔、

阿富汗等国；唐朝时，偶州即有贡丝布和花布；隋唐时期，西昌市北

山有瓷窑烧制瓷器；明朝时，西昌、盐源等县已产纸；清朝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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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会理等地大量种植甘蔗，压汁熬制红糖、白糖、冰糖和饴糖，西

昌，会理等县开始木刻、石版印刷、棉织和毛织。

民国初期，轻纺工业逐步兴起，三十年代发展较快，西昌、宁

南．．盐边等地的造纸业，德昌、会理、冕宁等地的陶瓷业，盐源白盐

井、黑盐塘和会东新田等地的盐业，西昌、会理等县的印刷业，西昌、

冕宁、越倩等地的蚕丝业，西昌、会理、冕宁、昭觉等县的纺织业，

会理、宁南、德昌等县的制糖业，西昌、会理等地的制皂业等，都具

有一定影响，但都是手工作坊或家庭式生产，规模狭小，工艺落后．

抗日战争爆发后，百业萧条，物价飞涨，加之交通阻塞，封建势力高

利盘剥，军阀混战，致使轻纺工业逐渐衰落，到1949年，仅存少量小

纸厂、纺丝厂、肥皂厂、陶瓷厂、印刷厂和个体盐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十分重视轻纺工

业的发展，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先发展轻纺工

业，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建设，从小到大，由土到洋，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但也历经坎坷，有过挫折和教训。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0一

1952年)，国家没收官僚资本，接管部份私人企业，把它改造为国营

企业，兴建几个小印刷厂和肥皂厂，凉山轻纺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并为以后的发展播下种子。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开展对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兴建一些小糖厂

和盐厂、纸厂、棉麻纺织厂。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全国贯彻“以农业为基

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开

工，带动了凉山轻纺工业的发展。在三年(1958--1960年)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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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办工业"， “大搞小土群”，开办一大批小纸厂、小红

陶瓷厂等企业，将部份公私合营后的集体企业转为国营企

受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影响，加之

，国民经济严重失调。1959年，为实现工业生产机械化和半

开展“三五"运动(五种机床、五种工具、五种动力)，

效，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1960年，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

术革命为中心，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厂

际、厂内劳动竞赛，推广应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综合利用取得一定成

效。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保证市埸供应为

中心，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重点，1961—1962年对轻

纺工业布局作了适当调整，压缩和精简部分劳动力，对盲目发展起来

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将部份金民所有制企业转为

集体所有制，对原料有保证、生产条件好、关系群众生活的企业予

以扶持发展。1962年国营企业贯彻《工业七十条》，推行党委领导

下的厂长负责制，健全以厂长为首的行政指挥系统，明确各级领导责

任制和技术责任制，完善规章制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

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生产技术，领导、技术人员、工

人三结合进行科学试验)，企业管理的混乱局面和亏损问题有所好

转。

三年调整时期(1963m1965年)，国家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战线，

理顺农轻重的关系，轻纺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企业开展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

前期，四川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轻纺工业投资减少，加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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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的干挠和破坏，致使企业停工停产，生产大幅度下降，企

业普遍亏损，轻纺工业发展缓慢。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后

期，企业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和劳动纪

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狠抓产品质量，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

常，此间兴建和改造了一批企业，米易糖厂、宁南糖厂和一批小红糖

厂建成投产。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

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197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又提

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凉山州进一步调整轻纺工业

布局，增加投入，实行“六优先”政策(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

先，安排挖潜、革新、改造措施项目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

贷款优先，使用外汇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安排优先)，扩大企业

经营自主权，引导企业从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逐步推行各种形

式的奖励制度、拨款改为贷款、资金有偿占用、固定资产有偿调拨等

制度，为轻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77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工业三十条)，把它作为工业管理

的总章程；全国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各企业深入开展“工业学

大庆”群众运动，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

责制，加强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和岗位责任制，抓职工队伍建设，苦练

基本功，开展以“优质，快速、安全、低耗”为中心的比学赶帮超的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轻纺工业进入正常发展阶段。此间华弹、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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