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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皇不天￡

一、机构沿革

天津市的轻工业，在解放初期是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处负责接收并管理。工业接

管处结束后，市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工业生产的领导，于1949年12月7日成立了工业局。1950

年1月21日改组为公营工业管理局。并任命杨成为局长，刘仁术、李中垣、顾柱为副局长。

轻工业局前身——企业管理处成立(1952年9月16日)前，天津市的轻工业工厂是地方国

营工业局负责领导的，共37个轻工业工厂(其中的造纸、印刷、橡胶、食品行业18个厂后归轻工

业处领导)。玻璃、石棉、化工、文教等19个厂于1952年逐步移交企业管理处领导。

1952年以来第一轻工业局机构的发展变化情况，主要分以下几个阶段：

天津市公营工业管理局企业管理处：1952年9月16日至1953年2月22日

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企业公司：1953年2月23日至1954年9月22日

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1954年9月23日至1958年3月4日

天津市轻工业局：1958年3月5日至1965年7月5日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1965年7月6日至1968年4月25日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1968年4月26日至1978年7月25日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1978年7月26日至1990年

(一)企业管理处(1952年9月16日至1953年2月22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营工业管理局在1952年下半年，由于接管生产以来单位骤增，为了加强管

理，于1952年9月16日以工秘发字第3682号文，决定成立企业管理处(公营工业管理局9月18

日以工秘发字第3776号文颁发方形、长条、椭圆戳各一个)．并决定将公营工业管理局领导的耐火

器材等10个厂，划归企业管理处领导。张博兼任企业管理处处长、张一之任企业管理处副处长、赵

守珍任企业管理处副处长。办公地点在南市慎益大街18号。

企业管理处内部机构是六个科：秘书科、人事科、生产计划科、经营科、财务科、保卫科。职工人

数125人，其中包括工勤人员15人。

企业管理处的任务是，以加强局属中小型工厂的领导，发挥地方国营企业的作用，实行国家计

划经济，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营方针是稳步发展，逐步扩大对一般的民需工厂领导，以利用

设备挖掘其最大的潜在效能，为国家创造财富，对国计民生作用较大的工厂则大力扶助，扩大设备

和扩大经营，变小型为中型，变中型为大型厂，以建设现代化的国营企业，并加强民主管理改革经

营，增进职工福利待遇。

职责范围：企业管理处直接受局长领导，所属工厂的生产、计划、财务、经营，基建、人事调配等

工作统由企业管理处负责办理。党务工作受局党委直解领导。．在工作上一般的行文由企业管理



4 第一篇第一轻工业

处处理。但遇有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须经局核准后始可办理。

企业管理处从成立到改组共5个多月时间，领导19个厂，(不包括并厂或调出的4个厂)职工

总数约计2446人。

(--)企业公司(1953年2月23日至1954年9月22日)
‘

1953年由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市工业局接管生产单位的增多，机构逐渐庞大。为了达到减少层

次，配养干部和充实下层的目的，局决定按专业性质成立专业公司。因次于2月2日以工秘[1953]

发字第776号文通知成立企业公司。企业公司除领导原企业管理处18个厂外，局还决定将永明油

漆工业公司归企业公司领导。张博任经理、张一之任副经理、赵守珍任副经理、宋文彬任副经理。

1953年2月23日，企业管理处与原企业公司正式合并，定名为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企业公

司。办公地点在和平路189号。

企业公司业务性质属于工厂企业管理部(原企业公司纯属商业性质)，负责管理耐火、化工、玻

璃、文教、制革等行业的33个厂外(其中有1954年9月18日合营的13个厂)，并负责领导天津市

企业公司门市部的工作。(该部纯属业务经营，对内独立，对外不独立。)

公司内部机构设有11个科2个室：人事科、劳动工薪科、生产管理科、公私合营科、计划科、

经营科、财务科、技术保安科、基建科、保卫科、行政科、经理办公室、监察室。干部约160人。

(三)第二轻工业局(1954年9月23日至1958年3月4日)

为适应当时地方企业的发展，加强对地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胜利地完成国家过渡时

期的艰巨任务，市人民政府于1954年9月17日以津厅财字[1954]号第2139号决定撤销天津市

地方国营工业局。1954年9月23日企业公司改组为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并于同日启用新印信，

市以津秘[1954]字第2004号令发的方印及长条戳各一颗。

第二轻工业局成立后，仍由张博、张一之、赵守珍、宋文彬负责。

1955年7月15日，市人民委员会以津委人秘字01号文任命：唐柏任局长，张一之、汪德熙、宋

文彬任副局长。

1955年7月29日又以津委人[1955]字09号任命：袁宗汉、伏文敏任副局长。

津委人(1957]字2号文免去宋文彬，汪德熙副局长职务。

1955年4月，天津市为了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加强地方工业的统一管理，对地

方工业的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根据天津市轻工业行业户数、人数所占的比重很大，行业产品杂，

原料种类多，供销上也较困难，各行业生产技术过程亦不接近，如麦粉、印刷等具体情况，天津市决

定把各局管理的行业。重新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整。划分为一轻、二轻两个局。

根据这个决定，第二轻工业局于1955年4月22日将玻璃、制药、粘板、搪瓷等13个厂(其中

有一季度准备合营的4个厂)职工人数2697人移交给第一轻工业局接管。4月22日将耐火、化工、

油毡、氧气、石棉、铝品等18个厂(其中有一季度准备合营的2个厂)职工人数4105人移交给重工

业局。4月25日将医疗、器械两个厂，职工526人交给机电工业局接管。

4月22日第一轻工业局接管了第一轻工业局交来的食品、油脂、印刷、烟草行业的12个厂。调

整以后第二轻工业局领导的行业是：文教、印刷、油脂、皮革、食品五大行业共23个厂，职工总数共

计5187人，连同私营工业总计1249户，职工23289人。

为了适应这次行业调整的要求。便于一条鞭管理，同时对第二轻工业局机关组织机构进行了

调整，成立了4个专业处：食品工业处、皮革工业处、文教印刷工业处、油脂工业处。此外，第二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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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局下属生产安排委员会，于1954年10月间成立．1955年10月结束。生产安排委员会直属天津

市生产安排委员会(计委)和局的双重领导0主要任务是负责统一安排天津市各私营企业的生产。

办公地点1955年4月底迁至大同道16号，5月26 13以轻二[1955]办字114号文通知各单位。

第二轻工业局内部是3个室、10个处、2个独立科：即办公室、监查室、总工程师室；计划处、财

务处、供销处、人事工薪处、公私合营处、安计处、食品工业处、皮革工业处、文教印刷工业处、油脂

工业处；基本建设科、保卫科。职工人数约260人。

1955年底，根据中共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全国各地农业已进人大发展的阶段，为适应农

业大发展的要求，国营工业就必须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迎接合营高潮的到来，

对局的机构又进行了改组，撤销了4个专业处(食品工业处、皮革工业处、文教印刷工业处、油脂工

业处)。1956年1月18日经市人民委员会以津委工[1956)字第09号文批准，成立了5个专业公

司。即印刷制品工业公司、文教用品工业公司、油脂化学工业公司、食品工业公司、皮革鞋帽工业公

司。9个直属厂，即：恒大烟草厂、罐头厂、植物油厂、乐器厂、制绳厂、起士林食品厂、津南制革厂、七

星摄影器材厂、照相机厂、随着公司的建立，相应的对局机关内部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即；办公室、

监察室、对资改造办公室、人事处、计划处、生产管理处、保卫科、财务科、安计科、劳动工资科、基本

建设科。

在1956年的合营高潮中，根据市人委的指示，于1956年1月10 Et和20日先后分两批实现

了全行业合营，计9个行业，826户从业人员13366人(其中职工10431人，资方及代理人1428人，

业主507人)。第一批合营的有烟草，植物油两个行业，共29个厂1121人；第二批合营的有印刷、

纸制品、食品、文教、皮革、鞋帽、油脂化学等7个行业，共559户10338人，及代进来的手工业238

户857人。后来，由于与各局有些个别调整，再加上地方国营及老合营厂，在生产改组前，共有879

户。职工21433人。

按照中央关于“大部不动，小部调整，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动落后”的原则，结合第二轻工业局

所属单位大户少，小户多，设备陈旧简陋分散，分布的极不平衡，以机械化生产与手工操作为主要

方式，产品为人民生活必需品等特点，结合长远归划分批进行了生产改组，到1956年底，由原属

879个基点厂，经过改组以后，充分利用自有设备，解决质量低劣、长期亏损现象，同时也调整了技

术力量，在减轻体力劳动的同时，改善了劳动条件，因此，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

(四)天津市轻工业局(1956年3月5日至1965年7月5日)

1．从1957年开始，国家为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改变了工业体制，中央的许多企业下放，交地方

管理。而尚未下放的企业，也明确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为了适应这一要求，于1958年3月5日天

津市人民委员会第15次会议决定，将原第一轻工业局，第二轻工业局合并为天津市轻工业局。

天津市轻工业局于1958年3月5日正式成立，市人委3月27 13以厅祝字215号文颁发了铜

质圆形印信一颗。任命杨冠农任局长，张一平、肖传道、伏文敏任副局长。

随着管理机构的变动，对各局所管的企业，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轻工业局所管理的

行业是：自行车、车具、缝纫机、打字机、油印机、度量衡、日用五金、文教体育用品、乐器、皮革、食品、制

鞋、印刷、纸制品、造纸、照相机、火柴、植物油、木材粘板、搪瓷、玻璃、铅制品、油毡、脂皂、化妆品、香

精、香料等27个行业共413户。这些厂除原一、二轻工业局所管企业外，还有是从重工业等局调入的。行

业变动以后。第二轻工业局职工总数为65266入，其中工人55325人，占职工总数的84．76％；干部9185

人，占职工总数的1 4．07％。全体职工中有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1 7283人，另外还有私；b-．k员38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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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这个形式的变化，加强对企业的领导，对轻工业局机关的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成立

了二室，六处：即办公室、设计室、生产技术处、供销处、计划处、人事处、基本建设处、则务处。下属

10个公司，即：食品工业公司、皮革鞋帽工业公司、油脂化学工业公司、文教用品工业公司、印刷制

品工业公司、造纸工业公司、玻璃制品工业公司、轻工业公司、车具工业公司、木材工业公司。局直

属厂即：造纸总厂、油脂化学厂、卷烟厂、恒大、摄影、红星、机电制造、自行车、缝纫机、搪瓷等厂。天

津轻工业局和公司机关干部共65 1人。其中局机关干部194人，各公司平均47．5人。1958年总产

值701343．507千元，利润133482．44千元。

1958年9月，一部分规模较小的工厂下放给各区管理。市轻工业局交区管理的有64个厂，职

工总数为15080人。为了便于安排生产和市场交商业部门管理的有19个厂，职工总数为5758人

(轻工[1958]135号)。印刷公司及所属厂全部划归文化局领导，职工总数为6132人(轻工[1958)办

132号)。企业调整以后，于10月1日除车具公司外，其它公司一律撤销。食品、皮革、文教、油脂、玻

璃、造纸、轻工业公司撤销，印刷公司交文化局，木材公司交物资供应处领导。

局属企业调整以后，根据市轻工业局1958年10月10日轻工[1958]人伏字第344号文决定，

局机关的职能处室也随之变动：办公室、生产计划处、财经处、干部教育处、动力设备处(1959年3

月改生产办公室)、基本建设处及4个专业处(日用机械、造纸文教、日用化工、硅酸盐)；局直属单

位是46个厂，车具公司、设计公司、科委(下属7个研究所)、轻工业、工业、技工、保育院、幼儿园。

2．天津市轻工业局1959年机构变动情况

通过一年来的情况发展，区、局在分工管理工厂方面，特别是在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上，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问题，如对统一安排基建项目，老厂进行改建、兼并、统一安排生产和原料

的分配，物资调拨和设备的调整、干部的调动和劳动力的管理等问题上，区、局之间往往意见不一

致，步调不统一，对生产和建设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市委于1959年5月12日，以[1959]委字第114号文决定，将原下放归属区的工厂，收回由

市、局按行业设专业公司领导管理。

遵照市委指示，天津市轻工业局将体制进行了调整，并以轻工[1959)办张字第58号文公布执

行，变动后全局共有264个厂，其中原局管厂54个，接收区管厂65．个，手工业局厂140个，其它局

交来5个厂。职工总数为100854人。

随着所属企业的增加，对局管理机构也进行相应的调整，撤销了4个专业处(造纸、日用化工、

日用机械、硅酸盐)，按行业性质成立了10个公司(造纸制品、玻璃制品、日用化学、日用机械、车

具、皮革制品、文教用品、日用五金、服装鞋帽、特种工艺品)，分别归口管理所属企业。此外，将7个

大型厂由局直接领导，即：自行车厂、造纸总厂、卷烟厂、摄影器材厂、搪瓷厂、手表厂、天津制革厂

(该厂于10月15日改由皮革公司领导)。张一平任局长，肖传道、伏文敏、李立格、张苏、刘学田、韩

延任副局长。局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三室五处，即：办公室、生产办公室、小商品办公室、计划处、干教

处、基建处、供销处、财务处。

根据天津市委指示，天津市手工业局、手工业联合总社于10月1日正式恢复工作，与天津市

轻工业局合署办工，在局机关内部成立联社办公室，局以轻工[1959J办张字第138号文报市备案。

1959年总产值146996．2万元，利润24441，2981万元。

3．根据1960年工业生产发展和工作任务，为了进一部贯彻经济工作越作越细的方针，使局机

关的工作更好地为基层，为生产服务，将局机关的三室五处一委，改为七处一室一委一部，即：生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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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处、技术改造处、干部处、财务处、劳动工资处、基建处、安全卫生处、办公室、科委、供销经理

部。从1960年2月9日起，开始按新的建制办公。

专业公司为造纸、玻璃、日化、皮革、文教、日机、车具等公司。直属单位为造纸总厂、感光胶片

厂、卷烟厂、搪瓷厂、轻校、保育院、五一手表厂、设计公司。张一平任局长。肖传道、伏文敏、李立格、

张苏任副局长。1960年总产值：137490．537万元，利润：23613．411万元。

(五)1961年根据市委工业部的指示精神，天津市轻工业局机构编制仍然庞大，必须坚持精简

机构，压缩人员，加强生产第一线。按河北省轻工业局[1961]轻工秘字第230号通知，在精简压缩

编制后，市轻工业局的行政机构定为六处、一室、一委、共编制180人，即：生产计划处、财务处、干

部教育处、劳动工资处、安全技术处、基本建设处、办公室、科学研究委员会。局长是王致中，副局长

是伏文敏、张苏、张兴德、齐治平、王汉臣。领导的单位有：造纸公司、文教用品工业公司、皮革公司、

机械公司、玻璃公司、日化公司、车具公司、日化所、造纸研究室、皮革所、食品所、硅所、轻校、技校、

干部学校、设计公司、保育院、轻工业局农场、局招待所、轻工业供销公司。

(六)第一轻工业局(1965年7月6日至1968年4月25日)

根据市人委[1965]委秘字100号决定，原天津市轻工业局改为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并于

1965年7月1日正式起用新印章。市委以[1965]委秘字1 14号文颁发一颗铜质圆形一轻局印章。

1965年6月26日，市委工业工作部[1965]19号文通知，根据市委[19653津发字53号文件，

市委关于工业、财贸系统调整领导体制和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的决定，第一轻工业局建立党委，并建

立第一轻工业局政治部。经部研究确定设置：政治部办公室、政治部干教处、政治部组织处、政治部

宣传处、监察组、团委、机关党委、保卫处、行政办公室、行政处、计划处、财务处、劳动工资教育处、

教育处、科研处、生产技术处、基建处、援外处。人员共168人(其中干部155人，工人13人)。

1965年总产值：1441。9603万元，利润：194．4177万元。

局管八个公司：印刷公司、玻璃公司、日机公司、食品公司、自行车公司、文教公司、日化公司。

总厂为机修总厂，党委书记是吴源薄，副书记是刘松南(兼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是池中鳌，

局长是彭有余，副局长是肖传道、伏文敏、张苏、王汉臣、齐治平。

(七)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1968年4月26日至1978年7月25日)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经市革委津发[19681257号文批准，成立第一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第一

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也进行了精简，由原来的两室一部五组(即：办公室、援外办公

室、供销经理部、政工组、生产组、技术组、经济组、接待组)，改为五个组，即：政工组、办事组、生产

组、后勤组、援外组(代办组)。

第一副主任是刘松南，副主任是王汉臣、张长再，常委是刘松南、王汉臣、张长再、韩玉隆、张景

林、魏奎仲、王振华、徐吉明、陆爱华、王世兰。

1968年11月23日市生产指挥部指秘字26号批复，撤销了8个公司，实行局对基层面对面的

领导，不分行业，按地区建立了6个片。1968年总产值：75891万元，利润9329。1826万元。

1969年11月14日，在当时生产出现新越进的情况下，按片工作，存在局限性和困难，不利于

局对基层的领导。特别是经过半年来的调查研究，和近5个月在文教印刷行业试点的实践经验，组

织形式已不适应工作需要，应当进行调整。撤销各“片”这一临时机构。在原有的8个行业基础上，

调整建立6个行业组，即：玻璃搪瓷、文印(文教、印刷)、食品、造纸、日化、日机(日机、自行车)。行

业组是局办事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局直接领导，行业组与行业内基层，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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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组不是一级组织。

1969年总产值：108383．96万元，利润：20130．179万元。

1970年10月，经第一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第37、38次核心组会议研究决定，建立8个公司，

即：发酵食品公司、日化公司，造纸公司、手表文印公司、日用机械公司、玻璃公司、皮革公司，机修

总厂和一轻局材料供应站，撤销了六个行业组。局机关机构调整为四大组，即：办事组、政工组、生

产组、人保组局机关人员缩减到80人。

1970年工业总产值：147558．78万元。

1970年12月16日，第一轻工业局第二次中共代表大会召开，市核心小组以津核复[1971]2号

文，对一轻局党委全成立的批复(1970年12月25日)。书记是丁玉海，副书记是刘松南、彭有余、宝

振方，常委是丁玉海、王世兰、刘松南、朱建明、孙殿才、李竹修、李宝珠、宝振方、庞明德、张向东、彭

有余。

1972年12月，全市各大局机构进行了调整，改变了“上边四大块，下边班、排、连”的组织形

式。局机关四大组定编80人，远远不能适应革命和生产的需要，因此从下边借调了大批干部，实

际工作人员达250多人。借调人员比原编制人员多两倍，既不符合精简的原则，又不利于机关工

作的建设。生产的发展需要尽快打破”四大组”的局面，调整充实各项专业管理机构。根据工作需

要，市革委会以津革发[1972]124号文批复第一轻工业局革委会机构的调整。第一轻工业局革命

委员会调整以后，设以下部门，即：办公室、政治部(组织处、宣传处、干部处)、计划处、生产处、科

技处、设备动力处、基建处、劳动处、财务处、供销处、保卫处、机关党委、工代会、团委、代管援外

处、业务代办处、干校。行政编制(包括正副主任)226人，事业编制85人(供销和干校)。领导的公

司有：日机公司、日化公司、造纸公司、玻搪公司、手表文印公司、皮革公司、发酵公司。机修公司。直

属单位有：设计院、轻工业学校、技工学校、党校、轻机厂、汉沽盐场、塘沽盐场、制盐所、保育院、东

风盐化厂。书记是吴源溥，副书记是刘松南、宝振方、彭有余，常委是吴源溥、刘松南、宝振方、彭有

余、肖全道、王世兰、李宝珠、孙殿才、齐}台平、王天增。

1972年总产值：147531．6万元，利润：27570．2万元。

(八)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1978年7月26日至1990年)

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4条有关规定和

《政府工作报告》精神，关于“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公社、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

员会”的规定，除了市、市区、郊区、县、人民公社和镇仍设革命委员会以外，其它一切企事业单位

(政企合一的厂矿企业除外)和机关，都不是政权组织，不再设立革命委员会。一律直称为某某单

位。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一精抻，从1978年7月26日起．启用新印章：第一轻

工业局。同时作废第一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印章。书记是刘松南，副书记是王汉臣、伏文敏、肖传道、齐

治平、彭有余，常委是刘松南、伏文敏、肖传道、彭有余、王汉臣、齐治平、王清、庞明德、张士勇、孙殿才、

朱长存、范玉森，局长是伏文敏，副局长是肖传道、齐治平、张士勇、王清、庞明德、孙殿才。

为了改变管理上分散多头现象，根据中共中央和市关于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的指

示，第一轻工业局结合实际情况，按行业一条鞭组织起来，并将划归第一轻工业局各公司的企业，

分批组建公司和总厂。

以一轻计(1978]45号和53号文批复，建立了缝纫机总厂、钟表总厂、电池总厂、电光源总厂、

保温瓶总厂、牙膏总厂、搪瓷总厂、制笔文教总厂、酿酒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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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9个总厂的建立，又有三个公司调整：撤销日机公司，组建自行车公司；撤销钟表文教公

司，组建手表工业公司；撤销玻搪公司，组建玻璃制品工业公司。

根据市调办《关于调整组建公司总厂的批复》，第一轻工业局已筹建了9个总厂。经几个月的

实践，为了便于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减少矛盾，更好地实行“企业化”等原因，经研究决定，将总厂改

组为工业公司。工业公司为企业性质，改组时间为1979年3月1日，同时启用新印鉴，原发各总厂

印鉴同时作废。

(津市调办42号，一轻计[197938号)

①钟表总厂改为天津市钟表工业公司

②保温瓶总厂改为天津市保温瓶工业公司

③缝纫机总厂改为天津市缝纫机工业公司

④搪瓷总厂改为天津市搪瓷制品工业公司

⑤电光源总厂改为天津市电光源工业公司

⑥电池总厂改为天津市电池工业公司

⑦牙膏化妆品：总厂改为天津市牙膏化妆品工业公司

⑧制笔文教总厂改为天津市制笔文教工业公司

⑨酿酒总厂改为天津市酿酒工业公司

1981年第一轻工业局领导名单：

书记：刘松南‘

副书记：伏文敏、王汉臣、肖传道、齐治平、彭有余

常委：刘松南、伏文敏、王汉臣、肖传道、齐治平、彭有余、张士勇、王清、庞明德、曹玉兴、王燕兴、

孙殿才、朱长存、范玉森

局长：伏文敏

副局长：肖传道、齐治平、彭有余、张士勇、王清、庞明德、曹玉兴、王燕兴、孙殿才

顾问：张苏、彭桂生

第一轻工业局机关机构设置：

党委办公室、干部处、组织处、宣传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会、团委、机关党委。

局长办公室、行政处、计划处、生产处、技术处、科研处、劳动处、安技处、基建处、设备处、环保

处、财务处、教育处、供销处、保卫处、援外处、企管办、后勤办、人防办。

下属公司有：自行车公司、日化公司、食品发酵公司、造纸公司、玻璃公司、钟表公司、印刷公

司、轻机公司、建筑公司、缝纫机公司、牙化公司、电池公司、保温瓶公司、酿酒公司、制笔公司、电光

源公司、搪瓷公司。

直属单位有：职工大学、一轻局党校、第一轻工业学校、技校、设计院、硅酸盐所、硬所、幼儿园。

代管轻工业部单位有：轻机厂、华北供销办事处。

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实行“四化”的精神，市委津党[1983]18号文，津党(1983 346号

文，对市一轻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书记是王汉臣，副书记是张士勇、朱长存，常委是王金增、孙宝

源、赵金柱、李维涵、范玉森，局长是张士勇，副局长是王金增、王燕兴、孙宝源、宁书立。

根据市委津党发(1983156号文《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机构设置和编制问题的

通知》精神，经市工交工作部津党工交[1983]79号文，批复市一轻局机构设以下处室：党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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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宣传部、团委、机关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局长办公室、科研处、计划处、生产处、技术处、

劳动工资处、集体经济管理处、安技处、环境保护处、财务处、行政处、保卫处、教育处、企业管理办

公室、对外经济办公室、设备处、基建处、供应销售处。(物价管理处与供销处合署办公)

局直属领导的单位：造纸公司、自行车公司、13化公司、食品公司、钟表公司、玻璃公司、印刷公

司、轻机公司、缝纫机公司、建筑公司、牙化公司、制笔公司、保温瓶公司、电光源公司、搪瓷公司。

局直属单位：一轻局党校、一轻局技术大学、轻工业学校、一轻局技工学校、一轻局保育院、轻

工业设计院、轻工业化学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工业微生物研究所、硬质合金研究所、美术公司、

一轻局职工大学。

代管单位：轻机厂、轻工业部华北物资管理处。

1986年．是“七五”计划起步的一年，是深入贯彻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人的一年。市一轻局根据政企分开，减少层次、还权企业，增强活

力、专业协作，提高效益的原则，于10月在自行车行业进行了改革：第一，撤销自行车工业公司，成

立自行车零件总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自行车二厂原建制不动，三个厂都是独立法人，直属局领

导。第二，自行车零件总厂是自主经营单位，主要任务为二个成车厂配套。当时的自行车零件厂，均

为零件总厂的独立核算的分厂。自行车研究所由局领导。书记是朱长存，副书记是张元杰，党委常

委是王金增、王燕兴、李维涵、范玉森，局长是张士勇，副局长是王金增、王燕兴、宁书立、王海汉，局

长助理是王维正。

局直接领导的公司级：13化公司、造纸公司、玻璃公司、食品公司、印刷公司、轻机公司、建筑公

司、缝纫机公司、牙化公司、电光源公司、保温瓶公司、制笔公司、搪瓷公司、钟表公司、飞鸽自行车

零件总厂、天津自行车厂、摩托车总厂。

局直属单位：轻工设计院、轻工业化学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工业微生物研究所、硬质合金研

究所、自行车研究所、一轻局党校、第一轻工业学校、一轻局技工学校、一轻局保育院、包装装磺管

理公司、一轻局职工大学、华北轻工供销联营公司。

代管单位：轻工业部华北供销管理处、轻工业机械厂。

1987年一轻局领导班子组成情况：书记是朱长存，副书记是张士勇、张元杰，常委是王金增、王

燕兴、范玉森、暴士誉、刘洪起、崔衍卿，局长是张士勇，副局长是王金增、王燕兴、宁书立、王海汉，

局长助理：王维正。

1989年新增加的机关部门：

钟手表处津政发(1987]7号，1987年1月22日

人事处一轻干[1987]40号，1987年5月14 13

信访处一轻人[1987]29号，1987年5月14 13

出口处一轻人[1987]35号，1987年5月29 13

1987年5月t1 13会议决定撤销局机关各科。

1987年一轻局直属单位如下：

食品工业管理处、日化工业管理处、印刷装潢工业管理处、玻璃制品工业管理处、缝纫机工业

管理处、轻工机械管理处、牙膏化妆品工业管理处、制笔工业管理处、造纸公司、保温容器公司、照

明电器工业公司、搪瓷制品工业公司、酿酒工业公司、飞鸽自行车零件总厂、海鸥件手表元件总厂、

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天津分公司、摩托车总厂、包装装潢管理公司、华北轻工供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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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公司、自行车厂、手表厂、钟表厂、二手表厂、石英钟厂、轻机厂、一轻局党校、一轻局职大、钟表职

大、第一轻工业学校、一轻局技校、一轻局保育院、轻工业设计院、轻化所、工微所、硅研所、硬研所、

计时所、自行车研究所。

1989年一轻局领导班子组成情况：书记是朱长存，副书记是王金增、张元杰(副书记张士勇5

月20日津党组[1989]106号文调市工作)，常委是王燕兴、范玉森、暴士誉、崔衍卿、王德奎，局长是

王金增(局长张士勇6月21日津人发[1989]10号文调市工作)，副局长是王燕兴、宁书立、王海汉，

局长助理是崔衍卿、张元杰。

1989年局机关机构变化情况：

①新增部门：保密处(市津编字[1989133号，1989年2月21日)

②合并部门：基建处与技术处合并为“基建技改处”(根据局1989年12月1日会议决定两处

合并从1990年1月1日起启用印章)

二、经济工作概况

该局系统是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私合营并人的私营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属企业以

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体。

1949年1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处接管烟草、造纸、火柴、罐头、自行车、制冰、味

精等13家官僚资本企业，固定资产总值3951万元，流动资金730万元，职工总数5385人。1950年

1月21日组建公营工业管理局。到了1952年，所辖造纸、印刷、橡胶制品、食品、玻璃、文体用品、化

工、石棉制品生产厂家共37个。主要产品产量为：纸及纸板38500吨，机制纸浆43100吨，自行车

24600辆，钟11700只，罐头2550吨，味精152吨，牙膏169万支，干电池440万只。年工业总产值为

1．46亿元、实现利润合计2500万元，上交税金2460万元，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1950年增长49％。

1954～1955年，通过公私合营并入69个企业；1956年公私合营又并人1382个企业，局将原有

企业及并人企业调整为563个企业。新建天津手表厂、感光胶片厂、第四人民造纸厂、天津石粉厂

等企业。1955年3月24日生产出中国第一只自制手表，定名为“五一牌”。

1953～1957年，该局所属企业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25．9％。1957年，工业总产值4．47亿元；

主要产品年产量为：自行车30．3万辆，纸及纸板9万吨，卷烟34万箱，缝纫机2．4万架，钟17．7万

只，罐头3400吨，日用玻璃制品20339吨，Et用搪瓷制品1354吨，味精100吨，牙膏401万支。

1958年，一轻系统共辖企业413个，职工65266人。1960年，工业总产值13．74亿元；1962年，

工业总产值降为5．12亿元。经过1963～1965年三年调整，1965年末，工业总产值为7．16亿元，实现

利润1．13亿元，上交税金1．4亿元。

1966。1976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5％。1976年地震，一轻系统倒塌建筑面积229747平方

米，严重破坏需重建的建筑面积298064平方米，两项合计占建筑面积总数的23％，包括需大修、小

修的震损建筑共占总建筑面积的45．7％；损坏设备1090台；损失价值总计6429万元。当年一轻系

统工业总产值17．39亿元，实现利润2．5亿元，上交税金2．9亿元。

1978年．一轻系统技术改造投资共4062万元；年工业总产值20．1亿元，实现利润2．9亿元，上

交税金3．4亿元；出口收购值21562万元，创汇4855万美元。1979年，一轻系统有179个企业为扩

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实行利润提成：73个企业实行节约奖和超产奖。1980年，一轻系统工业总产值

达25．57亿元，实现利润4．2亿元，上交税金4．2亿元。1985年，一轻系统工业总产值达33．5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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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利润4．88亿元，上交税金4．06亿元。累计有187种产品被评为国家、部、市级优质产品。其中，

获国家金质奖3种，银质奖22种，优质产品占总产值的40．4％。1981～1985年间，投产新产品共937

种；累计投资7．2亿元。引进国外设备1544台(套)、生产线19条；出口产品累计值18亿元，创汇

4．48亿美元。

1986年末，一轻系统有企业193个。其中全民企业123个，集体企业66个，中外合资企业4

个。辖自行车、造纸、玻璃、食品、印刷、制笔、钟表、日用化学、牙膏化妆品、搪瓷、轻工机械、缝纫机、

电光源、保温瓶等13个工业公司和天津自行车厂、迅达摩托车厂、自行车零件总厂3个直属企业；

大学、中专、技校及党校共20所，科研所及设计院11个；建筑企业3个；交通运输企业5个；商业

机构6个。系统职工总数158953人。占地面积总计404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总计315万平方米。

定额流动资金年均余额66220．7万元，年末占用额70895．3万元；当年投资27843万元；固定资产

原值14．凹亿元，净值8．99亿元；工业总产值合计36．1、亿元；出口收购值3．4亿元，创汇8000万美

元；实现利润59024．9万元；上交税金40525．7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3284．6元。当年获国家银

质奖1个，轻工业部优质产品1 1个，天津市优质产品22个。全年解决计划外物资20．1万吨；自销

额占销售总额的56％。

1987年全局经济工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抓好“两件大事”，广泛深人开展增产节约，增收

节支活动。克服了原材料短缺，涨价幅度高、外汇不足、市场变化大等客观困难，取得了自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九个年头的稳定持续发展的新成绩，巩固了天津一轻工业良性循环

的大好形势。突出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

生产持续稳定增长。全局生产克服了因原材料短缺和市场变化而造成的生产任务不足、开工

不足的困难，全年工业总产值完成37．9亿元，比上年增长3．15％，保持了连续9年的生产稳定增

长。总产值比9年前增长2．02倍。

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全局在消化2亿元客观不利影响的基础上，实现利润6．1659亿元，比上

年增长12．4％。税金完成4．3758亿元，比上年增长11．2％。利税合计10．54亿元，比上年增长

11．96％。全局上缴利润4．0560亿元，比上年增长18．9％。还贷完成735 1万元，比上年增长17％。全

面完成了与市承包的任务。实现利润比9年前增长2．3倍。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增强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全局投产了180种新产品，新增产值

2．9亿元。开发了255种新产品，其中达国际水平25种，填补国内空白24种。获轻工业部科技进步

奖18项，部优秀新产品奖22项，市科技进步奖13项。还有2项新产品获全国第三届发明展览会

银牌奖。仿猫眼宝石在第36届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银牌奖。全局有16大类120

种产品纳入产品调整计划。全局35种市场短线产品大力增产，完成产值18．7亿元，增长幅度

15．4％，大大高于全局平均生产速度。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全局优质品率达42％，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颗粒包装机和口得福大颗粒味精获两项世界博览会金奖，全局累计已有174种市、部级优质

品，26块金银牌。

利用市场，多渠道筹集原材料迈出新步子。物资工作一改旧模式，大踏步地进人生产资料市

场，全年筹措计划外外汇530万美元，筹集计划外钢材、木材、化工料等14．2万吨。通过广泛的横向

联合，与外省市建立了三个造纸原料基地点，取得1200吨纸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浆源，为建立固

定原料基地打开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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