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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手工业是工业始沮，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同城乡人民经济生

活，息息相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

期，是轻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名山县二轻局在党、政领导和县志编委会的正确指导下，确定专

人，历时三年，编写完成《名山县手二亡业志》。它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本县手工业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反嚷了新中国三十五年来生产建设的

发展、成就和“三起两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资料翔实，指

导思想明确。这部志书不仅为地区手工业志及县志提洪了可靠的资

料，亦是对本县二轻职工进行光荣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

《名山县手工业志》的修志人员，在编写过程中，广采博征，依

靠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先后查阅各种档案4 5 6卷j采访口

碑8 7人次，收集汇总基础资料9 8万多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

们表示感谢。

．。雅安地区二轻局志

编纂领导小组

一矽【J八六年八月一卜二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一

《名山县手工业志》，系统地整理、编纂了全县手工业社的创建

经过和历年来的生产经营管理状况。它的编成将为名山县二轻工业提

供可靠的史志资料，对未来的企业发展，也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名山县志编委会的领导下，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编写了这部《手工业志》，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利

在今后工作中，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正确认识集体所有制在国

民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四化"建设

的进行。同时，也有助于广大职工对我县工业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

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为了使志书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我局编辑组的

同志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克服档案不全，资料欠缺的困

难，竭力广征博采，反复核实校对，．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在

编撰过程中，更得到名山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有关单位的

大力支持，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名山县手工业志》编写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目



概
据《名山县志》(民国十八年版本)记载，我县原有手工业“较巨

者，一日陶，二日织。东区一颡印。‘蒋坝中区周坪，多粘土，搏作土

碗罐，钵盂等器，质虽粗，用亦颇，县入半取焉，余则运销附近各县

及建铲两属。"“织工多男少女，机抒遍各区，农隙日夜扎扎相和”。此外，在县境内≯“东南区均有纸f1一‘’辍、，诛工、石工、竹工、缝
工"等。中华民国时期，我县沿衾下来的手工业产品，营臻岛种少，质
量低，但仍为当时市场所需，群众还乐于喜购。到了四十年代末期，

个体手工业已遍布全县城乡各地，有行业十三个，从业人数l 5 1 5

人，包括制面、制药、制糖、酿酒、机织、厨工、染色、理发、造

纸、碾米等。除织布使用木机外，大都沿用落后的手工业操作。生产

水平十分低下，‘1 9 4 9年的产值仅有7·12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鼠威立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领
导，‘|在组织生产自、救的同时，按照各区乡手工业的特点，通过加工订

货，!订购包销和货款扶持，r一使全县个体手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
展。1 9 5 0年手工业1 4 8户，生产总产值7·58万元。到1 9 5 1

年，手工业户数即增至1 6 4户，产值20·95万元。
1 9 5 4年l 0月，“名山县供销合作生产联(合)社”和“手工业

劳动者协会"主持筹建了名山县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即“新
店铁器生产合作社”)。1 956年1月，县上召开首届手工业代表会，正

式组织了“名山县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同年8月，党和政府为

了进一步加强个体手工业的领导，又成立了“县人民政府手工业管理

科”。继在“一化三改造”中对个体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按

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成了生产合作社(组)四十个，吸收社员6 4

2人，从而使手工业的生产有了新的发展。l 9 5 6年，产值达到了
68·8J9元，1 9 5 7年上SI-至-t182．7万元。在这个时期里，上下领导机

构都在猛促生产，狠抓产品质量，省、地、县曾多次召开劳模会，产品

评比会和技术交流会，手工业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的方针，⋯得



到具体贯彻，对农业增产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l 9 5 8年“大跃进”开始后，全县有八个社组(三百二十二人)

丹级为国营企业。由于“共产风"和“浮夸风"的影响，集体资金被
评调，材料设备被抽走，原来的产销渠道和传统产品被挤掉了，造成

市场上小件产品奇缺。有的厂社资金耗尽，社员生活无着，手工业受到

了较大摧残，总产值由1956年的63·3万元降抵到1958年的35·4万元，一

社员工资收入由1956年的13·1万元，降低到l 9 5 8年的9·38万元．。
1 9 6 0年，全县手工业企业经过关、停、并、转，集体所有制企业

仅存九个社，社员减少至1 3 0人，生产组只存三个，社员减少至lu

人。农村手工业工叭，因下放被转入农业生产也削减为1 2 5 5人。

1 9 6 2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

针，我县恢复了“手工业管理局”和“手工业联社矽。在总结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试行草

案)，对全县手工业进行了调整，除将l 9 6 0年下放给公社的手工

业社组收回管理外，并将升级为国营的社组转为生产合作社，手工业

生产和传统名牌产品又得到迅速恢复。部份厂社、组还开展了技术革

新，改进生产工具，(如百丈铁器浊、名山县农具合作工厂)实现了锻

打机锤化，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成本逐年下降。
1 9 6 6年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县手工业社、组也同

全国一样，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规章制度被打

乱了，厂社生产秩序松驰，1 9 6 8年，全县l 5个企业，产值仅达

56·43万元，比1 9 6 7年的S5·84万元，；下降了3 0％。利润1·0295

万元，比1 9 6 7年的2奠1 476万元，下降了2 0 6％。直到1 9 7 3

年，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JI]if～'：施，手工业生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才

逐渐有了好转，产值利润同步上下卜。至1 9 7 6年，总产值达到了

221·65万元。在此期间，我县手工业能够有较好的发展。其原因；(1)

各厂、社采取了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制。除少数人借故闹革命不搞生

产外，绝大部份工人仍然坚持生产岗位；(孙)由于全国动乱，、不少国

营大厂形成怠工停产，使部份工业产品供不应求，我县手工业企业积

极弥补了这个空缺。如名山县服装一厂、标件厂‘、针织厂、建筑工程

≯2；



一队、都是在十年动乱中扩建和发展起来的。
l 9 7 6年1 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

动乱，我们国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属三

中全会以后，我县二轻工业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

针的贯彻执行，各基层厂社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逐步改革了经营管

理，把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和经济效益挂起勾来，调动了广大工人的

生产积极性，在原有基础上，更获得显著成绩，使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回顾三十多年来，二轻工业所走过的历程，虽然道路曲折，几起

几伏，但成绩是很大的，我们已把一个原来生产落后的个体手工业，

改造建设成为较有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的集体企业。从l 9 5 9年起

至1983年止，名山县手工业的总产值已达到3798·06万元。仅支援农

业一项，生产铁制的中小农具即有259·37万件；木制农具l·03万件。。

(农村部份无统计数字)铁犁头1·3337万部。1 9 6 4年至1 9 8 3年

的二千年中，上缴国家税金110·8§58艿元，企业留存利润132·8323万
元。除此还增添了较先进的机械设备3 8 9台。目前，在建设社会主

义的历史时期中，我县二轻工业为满足城乡人民不断增长的生产和生

活需要，正以改革的精神≥开拓前进。 ，

．第一章机构的彀置及演变
’

．。，

第一节 行政管理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工商同

业公会法》，名l一【J县手工业自发地组织了十三个行业的同业公会，并

无专管机构。1950年，建立县人民政权后，始正式设置了“工商科”

统管工业(包括手工业)。1953年6月22日，县人民政府重新设置建设

科、主管农业、交通、工业，这时所管工业，实际是手工业。同年10

月，手工业从建设科楚垮出属县mI．-<-“。b比联合生产社管理。1965年7月，工

商分家，手工业又从“名山县供销联合生产社"管属分出来，于1956

年1月，成立了手工业联社(简称手联社)，专门管理各行业的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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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都是在十年动乱中扩建和发展起来的。
l 9 7 6年1 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

动乱，我们国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属三

中全会以后，我县二轻工业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

针的贯彻执行，各基层厂社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逐步改革了经营管

理，把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和经济效益挂起勾来，调动了广大工人的

生产积极性，在原有基础上，更获得显著成绩，使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回顾三十多年来，二轻工业所走过的历程，虽然道路曲折，几起

几伏，但成绩是很大的，我们已把一个原来生产落后的个体手工业，

改造建设成为较有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的集体企业。从l 9 5 9年起

至1983年止，名山县手工业的总产值已达到3798·06万元。仅支援农

业一项，生产铁制的中小农具即有259·37万件；木制农具l·03万件。。

(农村部份无统计数字)铁犁头1·3337万部。1 9 6 4年至1 9 8 3年

的二千年中，上缴国家税金110·8§58艿元，企业留存利润132·8323万
元。除此还增添了较先进的机械设备3 8 9台。目前，在建设社会主

义的历史时期中，我县二轻工业为满足城乡人民不断增长的生产和生

活需要，正以改革的精神≥开拓前进。 ，

．第一章机构的彀置及演变
’

．。，

第一节 行政管理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工商同

业公会法》，名l一【J县手工业自发地组织了十三个行业的同业公会，并

无专管机构。1950年，建立县人民政权后，始正式设置了“工商科”

统管工业(包括手工业)。1953年6月22日，县人民政府重新设置建设

科、主管农业、交通、工业，这时所管工业，实际是手工业。同年10

月，手工业从建设科楚垮出属县mI．-<-“。b比联合生产社管理。1965年7月，工

商分家，手工业又从“名山县供销联合生产社"管属分出来，于1956

年1月，成立了手工业联社(简称手联社)，专门管理各行业的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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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等问题。从性质上说，手联社是群众性的合作组织，而政府设立

旧手管科则是行政方面的主管机构。当时手联社同手管科是合署办
公，一套人马，两个牌子。19强年至1959年，大办钢铁期间，我县撤

销了手工业联社，成立“名山县工业交通局”，手工业基层组织分别

划归各公社商业系统及国营工业管理。1961年lOyi， “名山县工业交

通局"分建手工业管理局、工业局，交通局，收回各基层手工业厂

社，将原来升级过渡到国营的厂社、全部退为手工业集体所有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 9 6 8年l 2月， “名山县工业交通局”

与“名山县手工业管理局"合并为“名山县工交手工业管理局革命委

．员会”，1976年11月7日，又撤销“名山县工交手工业管理局革命委

员会”，分别建立“名山县工业交通局革命委员会”与“名山县手工
业管理局革命委员会”。1978年10月，改为“名山县二轻工业局"。

局内二级机构；1956年1月成立手工业联社时，设计组、生产、秘书

三组、干部编制七人。1 9 6 1年手管局建立、’改设办公室、生产

股、会统股、物价股。并按行政区划设城关?新店、。百丈办事处，每
个办事处，配备干部二人。1 9 6 4年，办事处撤销。1 9 7 8年，

调整管理机构、手管局更名二轻局后i局内二级机构，仍沿用旧名。
附：历届行政领导人员

机构名称

县供销生产股

县手联社

县手管科

手管局

工交手管局革委会

姓 名

韦尚吉

马占林

韦尚吉

任席华

兰远沂

韦尚吉

石福山

曹洪珍

韦尚吉

徐应忠

邱德芳

职称

股长

主任

付主任

科长

科长

付局长

主任

主任

付主任

付主任

付主任

任职时间

1955年6月

1955年7月

1956年3月20日

1956年11月24日

1961年1 0月
1 968年1 2月
1 9 7 2正

1 9 7 2年
1 9 7 2年

】9 7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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