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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

整理、保存、继承我

国重要历史文化遗

产，为四化建设提供

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的千秋大业。二轻工

业志是地方志的组成

部分，在编写过程中，

我们力求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译东思想

为指导，坚持辨证唯

吉
日

物主义和历史n筐物主义的观点，对邓县二轻

工业的历史和现状事实求是地加以记述，努

力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邓县二轻工业志的编写工作，始於一九

八五年九月。通过查阅档案、图书资料、历

史文献和调查访问，搜集约计十五万字的基

础资料。一九八六年元月试写，经过补充、

修改，于六月中旬基本完成初稿编写任务，

全书分十章，三十七节，共十万字左右。

根据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

重点记叙百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之后，尤其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二轻工业的发展，以

及二轻工业在党的领

导下进行的伟大变

革，反映新时代的特

色，突出优质名牌产

品，保持集体工业气

息和特征。本志下限

止公元一九八五年。

本稿在审改过程

中，县地方志总编室和区二轻工业志总编

室的领导和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

见。特别是县委政策研究室唐克源、县政府

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孙君诚、地区二轻局张

中耀等同志，对本志《送审稿》作了逐字、

逐句、逐段的审查和修改，我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编写地方专业志，我们没有经验，政治

水平、专业知识、文字水平都很有限，不足

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级领导和有识

之士不吝赐教。

公元一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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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邓县位于豫西南边陲，地势平坦，历史悠久，从“夏帝仲康封其子于邓"开始，有文字

记载已^四千余年。伴随着人民生活的需要，邓县手工业的历史也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之

时，我县就有相当发达的铁业技术，据《战国策》韩策篇载：’‘‘韩卒之剑、戟皆出于掣⋯邓

师宛冯”。《史记·苏秦列传》中也记载： “邓国有工铸剑，因名邓师”。从我县出土的历

史文物看，：其中有汉代铁制的锄、矢、长剑，晋代的铜制高领壶，宋金铁制的犁铧、釜、

盆，‘清代的铁制钟、酒器、祭器、农具及墓葬品之类。此外，还有木业陶业等手工业。邓县

的广大手工业者为了服务人民的生活，以其精湛的技术，高超的工艺，独特的风格，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名优产品，誉满全县，受到人民的赞扬。如李窟眼的

镰、苏家的铜灯、丁胡芦的刀等。

但是，在旧中国几千年封建、半封建的统治下，生产力受到摧残，手工业生产长期沿袭’

古老的生产方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大部分手工业者长年流浪

在外，倚人门户，出卖劳力技术，赖以糊口。一少部分在城镇经营门面，+也是本小剩薄·二倍

受富商压榨，因之破产者甚多。特别是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邓县的手工业遭到

极大的破坏。据建国前夕统计，全县约有分散的手工业者2800余人，其中，独立的手工业者

1327人，主要从事铁、木、竹、服装、榨油、皮革、棉织、砖瓦等行业。全县的手工业总产

值只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2％。 ．．。。

一九四八年五月邓县解放后，党和国家通过加工订货，贷款等方式，大力恢复和扶植手：

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城关建立24家木匠铺，共120人，把雕刻印刷的手工业工人组织了75名，

开办了一个石印加工厂，同时在乡村组建了21个油坊，18个染坊。 ，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根据中央提出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

私自愿两利”的原91II，引导手工业走合作化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城关棉织

社、木业社、服装社、铁业社率先成立。到54年全县手工业社组发展到19个，人员414人j

年产值达至J]45．87i元。55年发展到40个手工业社组，年产值达至1162．871元。56年邓县的手工’

业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任务，出现了前所长有的盛况，全县手工业社、组发展蓟

60个，社员达到2137人，占全县工业总人数的88．5％，完成工业总产值467万元。五七年在

“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部分职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

手工业合作组织盲目合并，大批服务网点撤销使邓县手工业受到影响。

五八年大跃进时期，脱离了当时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盲目搞“一大、二公"，把城关的

1 J1个手工业社、组，转为地方国营工业，农村集镇的手工业社组，下放为社办工业，手工业合

俸组织全部解体。同时县手工业管理科及县手工业联社也被随之撤销。

手工业合作组织“转厂”和下放后，为追求“高、精、大”产品，绝大部分企业改变了

，、一1，、，



生产方向，盲目生产质量低劣的机械设备等工业产品，挤掉人民生活日用品，小商品的生

产，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一九六一年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贯彻了中共中央

<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翠案)，手工业得劐了恢复与发展。同年六月恢

复了县手工业管理局，各区建立了手工业联社办事处，原来手工业转为全民工业或下放为社

办工业的部分企业。退转为手工业企业。划归为县手工业管理局领导。并按照国务院有关规

定，手工业管理范围为十三个行业，形成了第二轻工业系统。随之，对二轻系统的工业企

业，谪整了生产方向，大力发展人民生活日用品，小商品以及支农产品，与国民经济协调发

展，使二轻工业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到一九六五年底，二轻企业发展到12个，职工

772人，总产值达1202万元，比六一年恢复时期的324．6万元提高270％．

正当二轻工业健康发展之际，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g文化大革命嚣运

动，各级领导，包括基层企业领导，绝大部分被制为“走资本主义遘路韵当权派"，遣鳓无

情的批斗，并被剥夺了领导权， “群众组织”掌权，无政府主义猖獗。甚至崔武斗"时有发

生，在群众中乱抓“黑五类”(注)，各级领导和企业生产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大部分企

业，特别是全民企业“停产闹革命”，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商品檄度缺乏．人民

的基本生活用品得不到保证，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县=轻生产因此遣列强烈地冲

击。一九六八年撤销了县手管局，二轻企业归邓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撵都领导。

一九七O年成立了邓县工业局，一九七兰年成立了邓县第：工业局，集体工业从芏业局

爝归第兰正业局颁导。

遽一时期二轻工螋管理得到加强，二轻系统广大干群抵制了一簋=壁的路线的干扰．较好

耀蠹捧了集体经济自负盈亏及按劳分配昀特点，并根据市场商品饿乏前钶况和发展趋势，

调羹了一些企业的生产方商，淘汰了一些行业和产品，大力开发新产品，如．面粉机、汽车

配件、钢丝钳、牛头刨、出口皮箱、地毯、油漆、五金家电等。适应了市场形势的要求，使

二轻工．业在文化革命的邀沈中，艰难曲折的前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县二轻工业和其它战线一样，经过拨乱反正，以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为目标，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全面恢复了集体

工业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劳付酬民主管理的固有特征，而且又积极开发新产品，引进新

技术，新工艺，有计划的进行技术改造。到八五年二轻工业共有五金家电、皮革塑料、针棉

织．服装、卫艺美术、建筑、建材、油漆和木制家具等十多个行业，19个生产企业，全部职

工4200人，企业占地面积为329，612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46，590平方米。各种设备1075台

折动力机械总能力达4938千瓦，全部资金达2135万元，其中固定资金425万元，流动资拿

1710万元。特别是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企业的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轻工机械厂国家

贴息借款307万元，兴建一条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以楔横轧，电加热成型铣等新工艺为内容

的钢丝钳生产线。电器厂引进“静电喷漆”生产线。涂料厂采用溶剂法生产低档油基漆料Ⅳ新

工艺，1985年又新建．一座用微机电脑控制的生产车间。邓县二轻工业开始向现代化方向发

展。

全县二轻工业生产现拥有50多个品种280多个花色，其中纳入国民经济计期产品有船个品

种。轻工机械厂生产的“钻石牌”钢丝钳．于八0年√L一年、／k--年连续三年在全国夺魁，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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