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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乐山地区行政公署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发给企业全面整顿台格证

四川省乐山地区际准讣量符理处于一九八四年发给计量工作整顿验收合格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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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县印刷厂志》封面题字

翟 开 文

《仁寿县印刷厂志》序言

翟 开 文

《仁寿县印刷厂志》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刘清云

成 员：翟开文李文钦彭国章徐树才

《仁寿县印刷厂志》编写组名单

主 笔：张四维

资料收集：刘清云苏绍章王元福潘伟利

封面设计：蒋汉高

版面设计：王子春

文字校对：伍德明刘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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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是学工科的，文学基础差．对于志，我只知其意义重大，它起着存史．资诂，育

人的作用。但如何写志，我则是门外汉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调来仁寿县印刷厂工

作，不久，支部书记郭斌涛调走，我便成了《仁寿县印刷厂厂志》编写组的当然领导小

组成员之一，又忝列单位审稿成员，迫使我加强了对盛世修志的观点和方法昀学习。

这本书，经过编写人员一年多的努力，巳成于众手。鄙见以为有如下特点：

资料翔实，叙事有据。它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我厂的过去和现状．它正确地反映了生

产发展的客观规律。

语言通俗，尚实无毕。全书无浮褒漫贬之笔，用实事说话，令人信服。

厂有这本书。是件大喜事。它使后来人知道前人创业维艰，从而继承和发扬其优良

传统和作风；知道领导得力，治厂有方，群众积极生产，爱厂管厂，则厂兴，反之则

败。从而相互监督，发扬集体主义和主人翁精神。因而，它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

个建设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我厂干群均以能够读蓟自己的历史而欢欣．此际，我谨代表厂向县志办领导同志和

本系统领导，本厂退休老工人和社会上支持本志编修工作的人士，表示谢意!

翟开文

一九八六年八月



编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顼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决议》

为准绳，采集和分析重要史实，全面记述仁寿县印刷厂的历史和现状。以期反映其生产

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和行业特色。

二、篇目结构：篇目编排，以事分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力求用词

或词组标题。结构，采取章，节两级形式，节以下分三层，第一档：一、二，三⋯⋯．

第二档： (一)． (二)， (三)⋯⋯．第三档。J、2．3⋯⋯。．

三，体裁：采用图，志．传．记．表等诸体之长，以志为主。用图茂文，以表补

叙，避免文字冗杂，影响重点突出，从而相得益彰。

四，断限：上限，一般断在建厂前的一九五二年，但在《大事记》， 《机构》、

《生产》等章．节中，为表明仁寿县印刷业的产生和演变情况，略有上溯。下限，断在

一九八五年，个别地方为因材制宜。叙事求尽，也适当延伸．

五、文风：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并使用常用标点符号；语言力求简朴，实事求是

地说清事物的本未为止，予必要处，只用一二语点睛，避免空泛夸饰。

六，资料：以建国前县有关档案和建国后仁寿县印刷厂档案以及会计凭证，厂在职

职工和退休老工人，社会上知情人等的口碑为主．所有资料．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的原则，经反复分析核实后采用。核实不准，不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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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二章～概’’，述

仁寿县印刷厂是县属独主核算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建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厂址一直在县城南街十六号(原江西馆)。初，隶属于仁寿县工商科，一九五七年改属

仁寿县工业交通局，一九七八年至今，属仁寿县工业局领导。一九六八年二月至一九七

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曾改名为仁寿县卫东印刷厂，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恢复原

名，沿用至今。

三十三年来，厂有很大发展。

建厂时，把江西馆改为厂房，整个生产和职工住房占地面积仅3 0 o平方米。现在已

建成印刷所需的全套车间和厂级、科室级办公楼，加上职工宿舍、厨房、饭厅，洗澡问

和俱乐都等生活用房共占地达8，498平方米，为建厂时的2X．7r倍。

机械设备不断更新，技术力量不断提高．职工钻研技术的积极性代代相传．取得多

项成果。厂已由初建时的手工操作变为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了。截至一九八五年底止，拥

有：各种型号的印刷机械2 8台，为建厂时期的5．8倍；各种规格的字模2 3付(建厂

时只有J付)；各种铸字．排版机械j 4台(建厂时无此种机械)j各种装订机械2 2

台(建厂时无装订机械)。印刷能力已由建厂年的I 8 J万印增至一九八五年的5372．5 0

万印，为建厂初期的29．7r倍．产品的花色，规格和品种也日趋完善，保证了用户日益增

长的需要。业务范围由城区延伸到金县各个角落，且渗入了井研，乐山、成都和重庆等

远近县，市。

工厂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几经曲折起伏，曾一度濒临破产境地。但厂经受住了严

竣的考验，在不同历程中，摸索，积累了切合实际的管理经验。依靠群众智慧，不断修

改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促进生产的恢复和持续发展。一九八五年底止，累计实现：

总产量69，279万印；总产值J，6r4．28万元；为国家上缴利税共331．52万元；年末固定资

产原值94．70万元，为一九五三年3．I万元的30．8倍元。

厂规模扩大，职工逐年增加，现有J 4 7，人，比建厂时的2 7人增加5．4倍。

由于生产不断发展，职工生活待遇相应提高。建厂来，先后经过7r次调整工资，到

一九八五年月人平工资达8I．07元，为一九五三年28．27r元的2．8 7r倍。五．六，七级工，

每月工资均在百元以上。厂从一九五五年起实行《劳动保险条例》，一九七九年开始实

行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制度，进一步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厂内福利设施也逐年改善。职

工心情舒畅，奋发向上，积极劳动(工作)，金厂呈现着一片生动活泼的景象。

目前，仁寿县印刷厂更上一层楼，向高级彩色印刷发展。先进机器已安装试产，至

迟在一九八六年仲春正式生产。

l



第二章、。大事记

清嘉庆七年(Isos)

仁寿刻版印志(见清光绪辛己补篡版《仁寿县志-序言》)．

清光绪七年(1882)

补篡《仁寿县志》在仁寿刘印成书(见清光绪辛已补篡《仁寿县志·序言》)．

清代末年(具体时间无考)

仁寿三费局局长黄升平从成都引进四开石印机一台，并收兰森然为徒．石印印刷从

此开始。

民国二年(191S)

仁寿县教育会(中上层人士，都份教师的群众组织)为了促进文化，集累会资，与

黄升平合办仁寿印嗣局。兰森然负责技术指导和一切业务事宜．

民国十七年(1928)

教育会因资金不敷，印刷事业难予发展，将印劂局进行改组．与县教育局合办．

民国十九年(1930)

，印刷局债悬累重，将所有财产顶给县人陈华浚私人开办，仍称仁寿县印制局．民国

三十一年(J942)改名隆山书局。 ，．

民国二十二年(1933)

陈华浚从上海引进铅印机两台，六开石印机两台，四开切纸机一台．部分铅活字．

铅印从此开始．

民国二十三年(19S4)

陈华浚将一台六开石印机运往井研，开设武阳书庄．

民国二十八年(18sg)

陈华浚将铅印机，铅活字，石印机等大部份印刷机具卖与成都华英书局，仁寿县铅

印夭析。

一九五。年

隆山书局更名为仁寿县劳资生产石印社．实行劳资分利。资方强迫劳方缴税，遭到

工人反对。经税务机关解央，资方无理．消息传出，震惊仁寿城。

十月，仁寿县人民政府接收劳资生产石印社六开石印机二台，四开切纸机一台和三

名工人，与孤儿院石印组合并，组成仁寿县生产院石印社．

． 一 九 五 一 年

陈华浚将四开石印机一台，月光机(元盘)一台实与生产院石印社，劳资生产石印

社关闭．

暑



仁寿县生产院石印社更名为仁寿印尉所。所址迁城东六十二号(原仁寿宾馆)。

一 九 五 二 年

仁寿印刷所更名为仁寿县《新农村报》印刷厂，郭清源任管理员．

九月，从泸州《川南日报》印刷厂凋来技工十一名。

十月．从《川南日报》印刷厂调来四开铅印机一台。

十一月，仁寿妥《新农村报》印昂4厂从东街六十二号迁至南街江西馆(今蛙)。

一 九 五 三 年

年初，《新农村报》停刊。二月二十四日仁寿县人民政府通知，将仁寿县《新农村

报》印刷厂改为四Jll省地方国营仁寿县印刷厂。

购四开铅印机两台及部分铅字。

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仁寿县印刷厂支部委员会(一九五七午改为共产主义青

年团)和仁寿县印刷厂工会委员会。

一 九 五 舀 年

仁寿县人民政府调邓祖常任仁寿县印刷厂厂长．

内江专区工业公司将仁寿县印刷厂的四开铅印机一台调拨给筒阳印莉厂。

内江专区工业公司从资中县璩溪镇调拨元盘机一台给仁寿县印剜厂使用．

一 九 五 六 年

仁寿县人民委员会任命张元农为仁寿县印厣J厂副厂长。

八月，进行工资改革。金厂4 4人，改革增加了工资3 0人，占68．2呖．

一 九 五七 年

仁寿县印剧厂职工苏绍章等研制成功一台土打洞机，提高工效17．5倍。

一九 五八年

仁寿县印俐厂承印县委宣传部主办的《跃进报》。

购纸型设备一套，四开铅印机一台，铸字机一台，对开乎台印尉机一台，对开切纸

枫一台，手摆元盘机两台．行头字架一付、铅2000公斤。

在元盘，四开．对开印刷机上装置计数器成功。

一 九 五 九 年

开始周煤汽机带动．电力不足，只有一台把机器取消了人工踩动。

中共仁寿县印捌厂支部委员会建立。

改八小时工作糊为十二小时工作制。

购荣县农机厂制自动元盘机三台。

一九六0年

自制成功磨刀机，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职工苏绍章锚成土照像机和木质锌版有粉腐蚀机，提高工放2 0倍。

在元盘．对开印刷机上改人工续纸为自动续纸成功。

改嗣金为烫金成功。

仁寿县人民委员会从仁寿钢铁厂无偿调拨J 5马力柴油机一台给仁寿县印制厂使

用。取代了煤汽机。

寻



为在一九六一年自给三至四个月的粮食，仁寿县印刷厂大力开垦荒地和弃耕地，在

近郊种地1 I亩。

一 九 六 二 年
。

购工业缝纫机两台。

改铸胶的顺注为倒灌。节劳，省煤，提高质量。

改石印机为糖果纸拖腊机。 一

增长元盘机羊角。使热天不烂胶，提高产量30％。

一 九六 三 年

磨刀机，由手摇改电动，提高工效J 0倍。

仁寿县委将仁寿钢铁厂7．5碰电动机一台无偿调拨给仁寿县印刷厂使用。取代了柴

油机。

根据上级布署，调整职工工资．全厂调资范围的5 7名职工．有4 9人调升，占

8B％。

一 九 六 四 年

购瑞安机床厂制对开切纸机一台。

元盘机、对开印刷机的自动化装置成功。

自制装配成功配页机。

制成铁木结构打眼机。

研制成功对开刀自动下闸。

自制成功打捆机(木制)。

一 九 六 五 年

购八开元盘机一台。

购两千瓦电动机七台。

自制成功信封宰耳机。

排字，改用刨刀刻角度。

一 九 六 六 年

购进河南商丘市通用机械厂制D T 401停回转凸版印刷机一台。

一 九 六 七 年

购刨版机一台。

购四川剑南机械厂制T Z 2 0 2型对开平台印刷机三台。

购各种型号规格的中、外文及符号，花边等字模共I 7，付。

自制成功挤书机。

印6 4开《毛主席语录》1 0万册。

一 九六 八年

购大号、四号黑体字模各一付。

购仁寿县红卫机械厂(现水电设备厂)制T Z 2 0 2型对开平台印刷机两台。

购广州机器厂制D Q20 j型对开切纸机一台。

购彭县农机厂制烫背机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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