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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糖厂志》，在犍为县委，政府和县志编委会的领导帮助

下，经一年多时间，现与读者见面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出现安定团结，经济活跃，国泰

民安的盛世象景。盛世书志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厂党委根据上

级的部署，组成厂志编写领导班子，抽调专职人员开展工作。

编辑人员遵照陈云同志耵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教导，

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并积极认真，反复推敲，经五次易

稿，写成糖厂第一部志书。全志共分十章二十四节，九万余字，记

叙了,4L1964年开始筹建至1983年，近20年的厂史。

本志记载：糖厂的由来和发展，设备和管理，机构和干部变

更，先进人物班组，以及各种生产数据。旨在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前有所瞻，后有所鉴，激励职工，奋发图强，振兴企业，为建

设祖国，多作贡献。

深信凡读了这本小志的同志，会感到内容丰富，颇有借鉴，是

一部建设“两个文明”的好教材。特别是糖厂的青年职工更应认真

阅读，从中吸取养份，学习艰苦创业精神。

虞国华

1984年11月于岩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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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以胡乔木同志的“新

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要求，实事求是地书写厂里的过去和现

状。

二、采用章、节两级结构，图、记、志、表、录结合，以志为

全书主体，彩照13张列入卷首。

三、使用语体文，记叙体，力图文字简练，通俗易懂。

四、资料来源以厂档案室现存档案3 3 1卷，采访口碑，获材料

68份和摘抄犍为县档案馆等有关单位资料25份，以及各科室，有关

人员撰写的厂志资料39份为主。所有资料，经核实后入志。

五、上限从筹建厂起，下限到1983年止。其中有的史实，为了

它的完整，也顺延到1984年。

六、根据当时“厂社结合静精神，孝姑乡在结合那段时间入了

糖r怎。

七，本志经拟定纲目，征集资料，整理试写，初稿审查，定稿

付印等阶段。在完成初稿后，送请李仁甫(原基建指挥长)，尹彬

文(四川省轻工厅“轻工地理”编写组)审阅。并经犍为县志办主

笔王宗正修改，后由厂志领导小组研究，虞国华定稿上报，获县志

编委批准后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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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第一章大事记

1965年：

5月2日，破土动工基本建设。

8月：

1日，输电线架过岷江河，一万伏高压线由石板溪变电站

接通厂里。

14日，民工运土到岩边，不慎石头滚下，落在正行驶江面

上的河口木船社22号船工黄远和头部致伤身亡。

1966年：

2月：

16日，首次落蔗开榨。

20日，产出第一锅白砂糖。

11月：

5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5人，通过行

政工作报告和“活工资"奖试行方案。

文化大革命在厂开始，先后成立群众组织11个。

12月l

3日，生产出第一锅优级白砂糖。

学校红卫兵“进驻"厂里串联。

1967年：

1月，某日晚上， “东方红”群众组织，拿了厂章，夺了厂



2 大 事 记

权；时隔一天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广播声中， “燎原、长缨

等”群众组织夺了保卫科的权，派人强行“进驻"保卫科。后联合

掌权。

“二月镇反”，犍为县公安局以违犯“公安六条”，先后拘留

厂里职工六人，5月全部无罪释放。

1968年： t．

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八六四部队进厂支左，崔树金等三人

为军代表。

4月13日，成立“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新华。

8月，派出30名工宣队员进驻罗城、清溪、孝姑等中学。

秋天，省轻工业局投资一台三吨纸机，其余厂房，设备等费

用，由厂自筹。厂无财力上报地区请求解决，遭主管领导的： “谁

建厂谁拿钱”之答复而搁浅，迄今未建纸车间。

11月，建成一号卸蔗台和辅助输蔗机，结束人力推车运蔗入榨

的历史。

1969年：

年初，厂里知识青年胡尚群等六人上山下乡。

秋天， “胡赖事件”发生，致使干部被批斗遭殴打； “反复

旧”在厂兴起； “革命委员会"出现分裂。

1970年；

一季度，贯彻中央解决四川省问题的“一二·二五”批示。

5月，利用蔗渣末试制成功蔗渣糖化饲料喂猪。

8月5日12时40分，驻厂搬运工人不慎失火，烧毁草房两幢计

234平方米，损失折款2，7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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