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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纂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是整理、保存、继承我国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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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三新’’(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三性’’(资料性、

思想性、科学性)的修志方针，根据历史事实，编写一部新型的二轻工业志，是

社会主义建设之所需。它将起到。资政、教育、存史"和承前启后的作用。

《内江地区二轻工业志》是以本地区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和二轻工业现状为主

线进行编写的。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建国以

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的方法，力求真实、全面、广泛、系统、重点地阐述历史事实，突

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代特色。通过追述本地区二轻工业发展的历程，

重点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六年来二轻工业的建设成就和经验，以及广

大二轻企业职工的辛勤劳动和技术创造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十年代初期个体手工业经济很薄弱的基础上，

在党的。一化三改造"的方针指引下，内江市(原地区，下同)．二轻工业组织

起来走上手工业合作化集体经济的道路。经过有计划地发展，在六十年代又兴

办城镇街道工业集体经济，逐步演变发展起来。其发展历程同整个国民经济的

发展历程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又有独自的特点。二轻工业基本上是加工工业，同

农业、重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受农业、重工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受

‘农业发展的影响较大。手工业是现代工业的始祖，二轻工业也起源于手工业，与

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内江市二轻工业，经历了“三起两落’’的发展过程，

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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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广大职工积极努力，二轻工业各项生产取得了较大成就。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建设成就和经济效益更显著，企业面貌

及职工精神面貌都起了深刻的变化，集体经济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已出现了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局面。

近四十年来，全市二轻工业系统的广大职工，在各级党政的领导、关怀和

扶持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积极努力，使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面

貌有了显著的变化。除积极恢复生产传统名牌产品和铁、木、竹中小农具、日

用工业品、五金制品外，还积极开发新产品新品种。即新发展了二轻机械工业、

家用电器工业、塑料制品工业、化学工业、包装装璜工业、电子工业等；扩大

增加了服装、鞋帽、棉纺织、针织、皮革、皮革制品、家具等行业的新品种、新

款式、新花色。如隆昌县的丝麻交织布、磨花礼品镜、美术陶瓷，内江市(市

中区)的塑料鞋、塑料家具、塑料薄膜、皮手套、猪皮革服装、猪皮革旅行衣

箱、钢门窗、卷帘门、防滑雨靴、尖嘴钳、千斤顶，内江县的奶子锤、棕刚玉、

机制纸，资中县的电机、台案秤、蜡梗火柴，威远县的铸铁耳锅、塑料编织袋、

灰沙砖，乐至县的胡桃钳、多用钢丝钳、桑枝剪，安岳县的保险柜、活动房、印

刷机、牛头刨床、细篾席，资阳县的减速电机、马铁管件，简阳县的木螺钉、石

桥挂面等，都畅销本省、省外或国外。广大职工生产(工作)条件有了较大的

改善，企业逐步实现了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少数企业还实现了半自动化生

产，电子、微波、远红外线及可控硅等新技术也在一些行业中推广应用。到1985

年底止，全市(地区)二轻工业机械化生产程度达62．8％，拥有通用机器设备

2000多台(套)、专用机器设备4000多台，其中八十年代设备原值63．3％，1985

年后还引进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的先进设备，到1986年止内江市皮件厂、塑

料二厂、第一服装厂、简阳县服装厂、资阳县塑料厂共引进进口设备323台，订

合同总价271万美元，其中引进技术折合258万美元，共投资人民币1606万元。

从1956年实现手工业合作化以来，全市(地区)二轻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

不变价计算)三个十年比较增长情况：1956年到1965年第一个十年总产值为

25680万元，1966年到1975年第二个十年总产值为43772万元，比前十年增长

70．4％，平均每年递增5．5％；1976年到1985年第三个十年总产值为133937万

元，比第二个十年增长2．06倍，平均每年递增11．8％。

二轻工业企业已初具规模，在全市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1985年二轻

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12．2％，占全市轻工业总产值22．6％。已形成多

门类、多层次的以日用工业品、支农产品、为大工业配套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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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产业大军，行业众多，二轻企业在全市星罗棋布，产品遍及城乡，服务

面广。从1955年到1989年共35年来，全市二轻合作厂社(不含街道工业)共

完成总产值296406万元，共上缴国家两税金16332．38万元，其中所得税金

4778万元。从1989年与1955年比较：全市合作厂社(不含街道工业与供销企

业)1989年有职工24249人；自有资金14940万元，增长359倍；固定资产原

值16808万元，增长1229倍1年末定额流动资金15625万元，增长241倍；全

年工业总产值27179万元，增长35倍；全年销售收入31433万元，增长98倍；

全年利润1330万元，增长50倍；全年上缴国家税金2303万元，增长144倍；

全员劳动生产率11666元／人，增长11倍；职工人平年工资1298元，增长7倍。

改革、开放十年来，二轻工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发展速度持续稳定

增长，十年共完成基建和技改投资19590万元，年平均递增率为36．5％；十年

完成工业总产值192981万元，年平均递增率为12．1％，产出为投入的9．9倍；

十年实现利润(不含街道工业)9265．9万元，年平均递增率为12．4％；建成了

以内江市塑料二厂、隆昌县棉麻纺织厂为代表的大、中型骨干企业，许多企业“

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代替了过去繁重的手工劳动；产品品种增加，质量档次提

高，全市生产品种两千多个，花色上万个，已创部优、省优产品19个。十年出

口产品外销值9990．13万元，占十年总产值的5．2％；职工素质有较大提高，已

形成占职工总数8．73％的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队伍；对国家贡献不断增

加，十年共上交两税金(不含街道工业)9553．22万元，年平均递增率为13．9％，

为国家积累了建设资金；还安排了大批城镇待业人员，十年共安排城镇待业人

员10010人，为国家分担了困难，为社会安定团结作出了贡献。

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述全市二轻工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反映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轻工业生产建设的成就和

经验，我们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兄弟地区(市)和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协助下，在各位修志专家、行家的指导下，编辑完成了内江市有史以来第

一部《内江地区二轻工业志》，以此奉献给二轻工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奉献给

将来参加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这对振兴内江市二轻工业，为

“四化"建设必将起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我们力量和水平有限，难免还有错漏和

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著海

1990年9月14日



凡 例

一、新修《内江地区二轻工业志》，是遵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在各级

党委和政府(修志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原地区二轻工业局、市

(地区)档案馆所存文书档案资料，及各县(区)新修的二轻工业志稿以及部分

调查资料，经系统整理加工，遵循新修方志的指导思想、立场、观点、原则、体

例、方法，按照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内府办发(1986)130、149号文件精神
』

编写。。
’ -

二、《内江地区二轻工业志》重点记述手工业的发展历史和二轻工业的现状，

考查本地区手工业的起源，叙述其发展。

三、本志上限一般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有的事件追述起源，以可考查的

史料为准，下限一般断至1985年，部分内容叙至1988年。内江市现辖七县两

区(原八县一市)的行政区域为本志的记述范围，历史上曾隶属本地区的仁寿、

荣县、井研等县，则略述其相关事物，以了解事物的始末。

四、为便于阅读，本志文体二律采用语体文，按编年记事，并采用志、记、

图、表四种形式，以志、记为主，附表插于对口章节，便于考查。记述人名，直

书其名，企业名称，尽量按当时称谓记述；地名，以各县(市)所编《地名

录》为准。

五、本志一律以公元记年，民国以前加注朝代年别。公元记年和统计数字

一律用阿拉伯字。统计数字多数按当今行政区域及市、县(区)二轻局所辖属

修正，个别的因资料不全未予修正(如历年产品产量等)则加以注明。所记金

额、价值一般以新币制人民币元为单位换算，个别的因时期变动大、难于换算

的，仍用旧制如银元、美制美元等，．但以括号注明今制。计量均换算为当今的

法定计量公制、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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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用语力求通俗、简练、流畅。文字采用国家已公布的汉语文字简

化字。

七、二轻工业企业行业众多、点多面广，为便于记述，采用篇、章、节、目

的横排纵写方式，以业分类，按各业本身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期或按时间先后顺

序记述。

八、本志重点记述现在各级二轻工业局所隶属的企业，包括全民、集体、二

轻合作企业、城镇街道工业，对历史上曾划进划出的企业，以归二轻(手管)局

领导时期入志，划去后不入志。已关停并转企业，则略记或不记。

九、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修志范例，须首列概述，本志以《内

江地区二轻工业史略》代替，亦能使读者略知二轻工业发展史略。

十、二轻工业起源于手工业，行业众多，变革频繁，其行业分类按照国务

院工业普查办公室与国家统计局1985年颁发的行业分类目录及省二轻厅的补

充规定划分，便于前后相属、经纬互贯，1980年、1984年、1985年三年各行业

的有关数字，以工业普查结果为准。

十一、志书列历年受省厅级以上单位表彰、认定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劳

动模范、先进人物先进模范事迹和优质、名牌产品、获奖新产品。但名师巧匠

不囿此例，为当地群众所公认、在民间有深远影响者亦可入志。’



第一篇 内江地区二轻工业史略

第一章从手工业到二轻工业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内江地区手工业源远流长。王褒《僮约》篇：“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

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夫时户下髯奴⋯⋯奴从百役使，不得有二

言⋯⋯奴老力索，种莞织席。"据此可证至少在公元62年资中县已生产草席。

唐开元年间，手工业得到发展，行业分工细，仅染织业就有作坊25种，私

人作坊技术先进，能织精美绫锦。

唐、宋之间，巧匠们曾在资阳县境内塑造高度5至21米石佛三尊，造型美

观。
。 ?

‘

宋朝资阳县民间仿制。浑天仪’’，以精湛木工技术结合天文地理知识雕琢而

成i奉献于朝。资阳县昆仑乡瓦窑坡宋代大窑遗址，面积方圆4华里，产品泥

细质坚，做工精巧。

明代中期，土纺土织发达，瓷器得到进一步发展。 ：‘

明、清年代，金属铸造、锻造、农具制作、寺庙建筑、石木雕刻、泥工塑

像、工艺美术及日用生活品生产也发展起来。

一清代，纺织工业继续发展，矿冶工业发展亦较快。手工业工场规模不断扩

大。已有人开设手工业工场、雇工织绸缎。隆昌县夏布生产萌芽于乾隆年代，以

自种自织自用为主。道光年间，隆昌夏布已驰名中外，销售华北各省，继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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