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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县工业志》1989年版正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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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县工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近代工业的萌芽始于清末民初。江北厅士绅从英商

手中收回龙王洞路矿权，写下了中国近代工业史光辉的乙章，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一次成

功的预演。民国时期为矿业的开采修筑了四川第一条民营铁路一～北川铁路，标志着近

代工业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纷纷赞叹。但由于外国资本的巧取豪夺，国民政府的

腐败无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纵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江北县民

族工业的发展仍步履维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业才得以走出困境。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局面，一些新兴产业也不断涌现，在振兴和发展江北叠济中起到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但江北县有史以来没有一部《工业志》，历史赋予了我们编写《江北县工业

志》的崇高任务。予是，我们建立修志领导班子，组织修志力量，开始了编修《江北县

工业志》的工作。

在编修过程中，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如实反映历史的本

来面目，内查外访，爬山涉水。查阅了市、县档案部门和县属各厂矿企业资料1256卷，

走访了工业战线上的老同志、老职工105人次，收集文字资料205万字，口碑资料42份。

经过排比分析，考证鉴别，在1989年1．1月编写出志书初稿，召开了在工业部门工作过的

领导和各企业负责人jb40余人参加的资料核实性稿评会，理清了历史线索，经过认真修

改，前后三易其稿，送县志编委验收通过，并送出版部门注册登记。

《江北县工业志》对江北县工!№的发展演变逐一追本溯源，较完整地反映了其兴衰

起伏的历史，并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的成就。这对人们知占明今，加

鞣对县情的认识将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各级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重要的历史

依据。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江北、热爱江北、建设江北。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在编修过程中，得到了江北县志办、江

北县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在此，我们表示谢意!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

之时间仓促，历史资料也不全。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祈有关领导和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i盏茎姜霎品蠢主任罗龙鸣中共江北县委经委政治部 一。。 ’’’

1 9 9 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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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县经委工业志编辑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l 罗龙呜

成员： 郑善文聂银清

蒋福荫陈明光

顾问： 郑洪全

办公室主任： 蒋福荫

江北县经委工业志编辑组成员名单

主审。 蒋福荫

主编I 万联科

编辑：

郑洪全刘世源

李树刘成佐
·{

资料员： 肖青云

打字员： 徐培菊

封面书法：徐隶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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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缉领导小组成员照片

前排左起t 罗龙鸣聂银清

后排左起： 陈明光蒋福荫 郑善文

编缉组人员照Jl

前排左起。万联科郑洪全蒋福荫刘成傩

后排左起；徐培菊 肖青云李树刘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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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铜为镜，。茼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舅硗，可以明得失。”

撰写此志目的在于“上慰前人，下启后代’’、x“缅怀既往，策励将来乃，为发展工业生

产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记叙县内工业的历史和现状。褒贬寓于记述之中。

按工业分门别类，行业为篇，统率章、节、目。横排门类，纵叙史实，横不缺项，

纵不断线，突出特点，重点记叙。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篇为纬。采用志、述、

记、图、像、表、录、注构成。

按不同时期行政区划，记载县内私营工业，县属公私合营9。全民所有制工业及厂矿

联办集体企业。不含交通、二轻系统所办工业。

设机构沿革，党、团，工会，企业管理，安全、环保，地质、矿藏，煤炭工业，冶

金、机械铸造工业，化学工业，建材工业，轻工业，联办集体企业，职工生活、福利，

附录共12篇，37章，97节，7l目，计25万字j

对“大跃进”、 口文化大革命"宜详则详，宜略则略，均记事，不记人。现有企业

演变过程从详，关闭、撤停、移交企业从略。

采用语体文记叙，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数据用阿拉伯文记载。

文中“党的领导”，指中国共产党，“共和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标准，照

当时历史计量。历代纪元，共和国以前，按历史年代纪年，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

年。( )号内的文字、标符，系编者所注。 、

时间界限：上限起自清末和民国初年，下限截至1985年。《大事记》写至搁笔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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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北县位于长江北岸，嘉陵江下游东岸三角地带。清乾隆十九年(1754)与巴县分

治设江北厅，民国二年(1913)改为江北县。民国二十二年(1933)自溉澜溪、江北城

至香国寺划归重庆市区，民国二十五年(1936)，文星、黄桷、二岩乡划归北碚乡村建

设实验区，民国二十九年(1 940)，先后将石马河、猫儿石、观音桥、寸滩等地划归重

庆市区，1951年将唐家沱、郭家沱划归重庆市区，1955年将石家、大田、清平，土主等7

个乡划规合川县及北碚区。县境东与长寿为邻，东南与巴县隔江相望，南与江北区、南

岸区连接，西南与沙坪坝区以嘉陵江分界，西与北碚区毗邻，西北与合川县相连，》北与

邻水县、华蓥市(原岳池县)接壤。总面积l 944．23平方公里，1 985年计98每944人，鞲

16个区(镇)、74个乡(镇)。县境属川东平行岭谷，有4条主要山脉：华蘩山至嘉羧

江观音峡山脉(亦称：西山)；华棼山至跳石山脉(亦称：东山、龙王洞山脉)；黄印

至铁山坪山脉(亦称：铜锣峡LIj脉)，白岩至长江明月峡山脉。矿产资源主要有：煤、

铁、磺、天然气、石膏、岩盐、耐火粘土、石灰石、硅石、钾长石等。

县工业发展源于手工业，从个体、联户经营到小型手工工场，向系土法生产。传统

产品有原煤、板铁、铁锅、铧口、石灰、砖瓦、粗瓷碗、粗陶器、土纸等，多系季节性生产，

人力运输，近地销售，以销定产，变化频繁。近代工业的萌芽，系清光绪年间重庆开埠

以后，西方犬机器工业生产技术陆续传入，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光绪十八年

(1892)，丰裕火柴厂在龙溪乡溉澜溪兴起，后陆续建立吉厚祥、复贬、蜀华布厂、鹿

蒿、华洋玻璃厂、瑞华砖瓦厂、华英煤铁矿务公司(英国商人立德乐开办)、嘉泰(江

合)煤矿公司、仁记、天泰、和泰、公和、和钦等煤厂(矿)。民国十年(1921)至

民国二十四年(1935)军阀混战，致使民族工业发展缓慢，据民国--4一三年(1934)调

查，全县发展较快的煤炭生产，年产煤仅25．57万吨。民国二十六年(193 7)抗日战争

爆发后，沿海地区一批企业内迁来渝，原、燃、材料需要量巨增，促进了县内工业的发

展。华整山至观音峡山脉西翼，煤矿发展到10余家，公和、天泰、同兴、和泰、福利、

义新等六家煤矿与民生轮船公司、北川铁路联合，组建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路

矿合一、扩大了生产。民国三十三年(1944)通过北川铁路运销重庆的原煤413167吨，

比民国二十三年(1934)西山山脉产煤量增长1．87倍；东山地区的江合煤矿公司，为扩

大销售，从矿区至狮子口修筑轻便铁路23公里，月运煤量3000～4000吨；黄印至铁山坪

山脉的统景镇地区，组建资源委员会四川省矿业公司江北煤矿，年产煤上万吨；麻柳地

区lo余户煤窑，也趁势扩大生产，船运外销。为适应军工需要，钢铁企业也应运而生，

兴建蜀江铁厂、人和制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炼钢厂、兴隆煤铁股份有限公司、清平

铁厂、更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钢铁制造厂等，有采矿、炼铁、炼钢、轧制钢材，最高年

产生铁l万余吨。炼磺业随着发展。重庆城市道路的开拓、建设，观音峡、大竹林、礼

嘉、悦来一带地区，石获、砖瓦窑林立。民国三}四年(1945)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批

肉迁工厂离渝，县境工业产品销售呆滞，竞争加剧，制约了县境企业的发展；加之苛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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