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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干面厂“盐都牌”标准粉挂面荣获：省、部优质产品奖，国家优质

食品银奖，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垒奖，首届中国巴蜀食品节金奖

劳县酒厂“旭水牌”大曲荣获：省、部优质奖、93军新加坡国际金奖、首

届中国食品博览全金奖、四川名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荣县佛山茶厂“博宝牌”龙都香苕花茶荣获：全国星火成果展叠奖、4

际金奖



富顺县食品厂“恐龙牌”牛佛烘肘荣获首届巴蜀食品节银奖

富顺县食品厂。恐龙牌”富顺香辣酱荣获

食品节金奖



富顺县曲酒厂“戎春牌”戎春大

曲荣获：四川省优质洒、首届中
国巴蜀食品节银奖

自贡市光明食品厂。光明牌”雪

糕萦莸：自贡市优秀食品奖、省

消费者喜爱食品

自贡啤酒厂。月华牌”啤酒荣

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银奖，

1987年省质量评比第一名，全

国优质保健食品银鹤『『奖



项基

地方志“横排竖写，述而不议"的传统章法，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全面反

映了自贡市食品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本面貌。《自贡市食品工业志》

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的资料性著述，它对于了解过去，

探索未来，加速自贡市食品工业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常言道： “民以食为天"。食品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在

食品生产中，分天然食品和工业食品两大类。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工业食

品独领风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经济

大发展，人民生活大提高。自贡市食品工业的发展，怎样顺乎改革开放的新

形势，如何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这既是一个不容回避

的新问题，又是一个不可失去的极好时机。今天是明天的前奏，未来是历史

的继续。探索自贡市食品工业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贡市食品工业历史的

全面了帮和悉心研究。古人日：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不难想象，一个对本

地区、本行业：。本企业发展历史不熟知的人，又岂知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长

处与短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没有自知之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岂有不吃败仗之理?一个精明的实业家，一般都具有渊博的知识，都熟读历

史，博古通今。《自贡市食品工业志》的出版，为有志于自贡市食品工业现

代化建设的人们提供了系统而翔实的研究资料。我深信，《自贡市食品工业

志》从它步入社会的第一天开始，随着它对人们的忠实服务，必将越来越多

地赢得有识之士的喜爱，成为人们的“良师益友”o

一九九四年二月于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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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素有“盐都”之称，今又有“恐龙之乡，，，，

“南国灯城"的美名。自贡又是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城市和历史文化名

城。自贡气候温暖，雨量丰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贡市所辖的莱县、，

富顺县是四川省著名的农业大县，是国家和省的商品粮、柑桔、瘦肉型猪、：

茶叶等生产基地。勤劳、智慧的盐都儿女，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在长

期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研制和生产出众多美味佳品，创造了光辉灿烂的

饮食文化o ，一。0、‘ ‘j ；，’ 7，： ．o

早在北周武帝时期已闻名的大公盐井，产出的食盐洁白、质纯，、相传曾，

作为贡品奉献皇室。南宋，荣县酿制的琥珀红酒盛名远扬。明代，茶叶加二￡

在荣县开始出现。明初，+食醋生产传入自贡。．清代中后期，自贡地区已掌握

白酒生产技术，民国21年(1932)，自流井同生元生产的口荣豆油，荣县和

富顺县生产的花酒获四川省第11届劝业会甲等奖。．民国23年(1934)，在四

川省第13届劝业会上，荣县玉露生生产的蜜饯又获甲等奖。．解放后，自贡地

区的美味佳品更是层出不穷。1964年，．地方名土特产“自贡火边子牛肉”被

列入《中国名菜谱》。1980年，、荣县旭水牌60。旭水大曲获四川名酒称号，。?

1985年又获国家商业部“金爵奖”，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誉为“自贡的五粮

液≯。继1983年“盐都牌”无盐无碱标粉挂面获国家银质奖后，1986年，‘

1987年，，“鹤牌∥食用小苏打，贡井盐厂生产的“自流井牌"精制盐，一又夺

国家银质奖o．1988年， “康加美牌"盒装特级贡酒被评为-中国文化名酒”。．

1990年，在泰国曼谷中国实用新技术与成果展会上，’“博宝牌’’龙都香茗特

种荣莉花茶获国际金奖。’1 992年，在首届巴蜀食品节上，自贡参赛的食品有

24个获金奖、29个获银奖。真可谓食在自贡o ．。

从东汉章帝年间富义井的开凿，到1949年自贡市解放，在长达1800多年

的历史长河中，自贡地区食品工业主要是井矿盐生产，其它各业附属盐业而

生存。自贡盐业在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发展：第一次是清咸丰、同治年间，’．

自贡盐场进入鼎盛时期，年产食盐近20万吨，居全川之冠， “盐都”之称不

．弪而走。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民国30年(1941)，年产量增至26万多

吨，民国34年(1945)四川食盐60％为自贡所产。然而，，到了解放前夕，，社

会动荡，物价飞涨，盐场90％左右的井灶歇业，1949年食盐产量仅12万吨。．



始种植甘蔗，制糖由

白糖i0000吨，成为

，糖产量占全省总量

31年(1942)，实行

尚存糖坊93户，荣县

乡，集中市区。民国

为156户，民国32年

15户。当时，生产的

品业解放前称酱园，

的是清嘉庆年间创办

吨。抗日战争时期，

的大发展。当时，全

等地。自贡地区酿酒

爱国诗人陆游为官荣

州时曾作诗赞日： “鹅黄名酿何由得，且醉杯中琥珀红”。富顺以传统方式

酿造的低度老酒，每年远销省外数十万斤，是本籍在京官员馈赠友朋之佳

品。清代中后期， “蒸馏法”传入，开始生产白酒。民国元年(1912)，荣

县建立酿酒帮会，民国31年(194Z)更名为制酒公会，民国38年(1949)共

有会员182人。民国前期，仅富顺县就有大小槽坊500家，年产白酒3500吨左

右。‘以后渐衰，民国38年(1949)只有槽坊200余家，产酒1150余吨。解放

前，粮油加工业比较落后，碾米主要设备长期为土露‘，大米品种只有糙米和

中熟米。直到民国33年(1944)，自流井太平街创办第一家电机米厂一清
华米厂，生产工艺才开始逐步改进。解放前夕，自贡市有藜坊，米厂302户，

其中机器生产的米厂22户，榨油坊276户。

解放初期，私营，联营，合营、国营各种经济成分并存，自贡市粮油加

工，屠宰，制糖、酿酒、调味等各业逐渐复苏。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

购统销政策后，私营食品加工业减少。195．5年，市区25家私营酱园共同组成

市建新酿造厂，后由国家经营。其它各业私营企业也相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食品工业体系已基本形成。食品行业实现公私合营以

后，国家逐年投资食品工业建设，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59年，投资386万



g

元新建富顺糖厂，当年产糖1400多吨。1960～1961年，遇严重自然灾害，食

品工业原料紧短，使一批在建项目被迫下马，甚至有的生产企业也停产。

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经济调整，自贡经济出现好的起色，发展食品工业又

提上议事日程。1963年，已停产多年的自贡地方土特产品一火边子牛肉，
又重新恢复生产。1965年，新建荣县糖厂，年产红糖300～500吨。1966年7

月，投资121万元，建成自贡市冷冻厂，生猪屠宰由手工操作改为机械化生

产。同年，还建成试产挂面的专业厂一自贡市挂面厂。1967年5月开始，
扩建自贡市面粉厂，至1970年建成，是自贡市第一家现代化面粉厂口1969年

自贡市冷冻厂开始试产分割肉，1973年首次出口意大利。1973年，1975年，。

还分别在荣县和市区建成曲酒车间。
‘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给自贡市

食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自贡市食品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是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为适应全市食品工业的大发展，1983年11月10日建

立自贡市食品工业、副食品供应办公室，次年8月又成立了自贡市食品工业

协会，加强了综合管理、组织协调和全面规划工作。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在管理体

制上逐渐打破了“独家经营"的局面，实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国家，集体、

个人一起上，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在分配体制上，实行工资与效益挂钩，。

推行“奖勤罚懒”，破“平均主义”。由此，进一步调动了食品工业广大职

工的积极性，使食品工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一是大力开拓地方传统

产品。自贡火边子牛肉、牛佛烘肘，太源井晒醋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地方传

统美食佳品。对于这些名牌产品，除了进一步提高质量，改进包装外，主要

注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更好地占领市场，满足群众生活的需要。二是建设

新项目，’开发新产品。自1978年以来，自贡市食品工业系统新建的企业有富

顺县植物油厂、富顺县曲酒厂、自贡啤酒厂、自贡市光明食品厂、富顺县

食品厂、荣县来牟茶厂、荣县佛山茶厂、荣县老君茶厂、富顺县美乐食品

厂、自贡市清酒厂等。“七五力期间，非制盐食品工业独立核算企业新增固

定资产6598万元，超过“七五"前固定资产总和，是自贡市食品工业建设发

展最快的时期。开发了香辣酱、等级粉、雪糕、贡酒、调味盐、汤料、高级

饼干，高级茶叶等100多个新产品。三是大搞技术改造，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魇奖。．“旭水牌”60 9旭水大曲多次被四川省、国家商业部分别评为-．弘四川

-名酒炒和“金爵奖"：优质奖，j寥喊春牌刀52。盒装特级贡洒被评为∥中国?文

化名酒。80年代后期突起的荣县茶更是受人青睐，1990年“博宝牌"．·龙都

。香茗特种荣莉花茶在泰国曼谷获国际金奖i 1992年“中川牌"．老君眉特种荣

莉花茶又在首届巴蜀食品节上名．列金榜。自贡地方名特产火边子牛肉。富

顺香辣酱，牛佛烘肘卜太源井晒醋等，在保持传统风味特色的基础上，’又有

新发展、新提高，倍受消费者欢迎。七是开拓市场，走上世界。市场促进生

．产；生产丰富市场，随着自贡市食品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设备技术．的更

新一花色品种的增多，产品质量的提高，’名优产品的不断涌现j产品的销售

’市场也随之不断拓宽一自贡生产的食品，不仅供麈本地，还覆盖巴蜀，．不仅

．中出四川盆地，跻身中华，而且开始走向世器。．。1982年，分割肉出．日意太

利，波兰，苏联，1985年，鸟龙茶东出日本，1986年，绿片茶发往美国，

1988年， “天车牌”香辣酱远销香港、台湾等地区。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截止1990年，白贡市食品工业共分21个门类，444

个企业(不含村办企业)，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26．32％，其中非制盐食

晶工业企业417个(不含村办企业)，独立核算企业职工42649人，其中非制

盐食品工业职工11793人<不含村办企业)o 1990年，完成产值58385万元

(1980年不变价)，比1985年净增11598万元，居全市各工业行业之首I

其中，非翩盐食品工业完成产值26002万元(不含村办企业)，比1985年净

增2399万元，年均递增1．95％，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0．12％，名列第4位。

完成出口产品产值3341万元，其中非制盐食品工业完成出口产品产值2509万

元。仅低于机械行业，居第2位．实现利税5664万元，其中非制盐食品工业

实现利税1734万元，，分别占全市独立核算工业J企业利税总数的13．53％，

4．1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自贡市食品工业在前进的路上仍然存在不少问

题和困难；：发展仍较缓慢。其主要问题。一是底子薄，基础差。小企业多，

骨干企业少，技术设备陈旧，落后，真正懂行的专业技术人才缺少，企业管

理水平较差。二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食品工业生产与农业原料供

给不协调l初级产品、中低档产品多，精加工，深加工能占领国内市场、走

向世界的高档名牌产品少。三是资金不足，技术改造慢，新建项目少，后劲

差。为了尽快改变自贡市食品工业的落后面貌，1991年5月自贡市人民政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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