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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资料的搜集、核实

和志书的编写中，认真贯彻“实事求是万的思想路线。

， 二、本志以1985年工业普查中所查单位和项目为主，

旁及未普查之各项工业企业。凡属工业，勿论国营，集j

体、联营、私营和省，地、市属皆纳入其内，全面反映境

内工业之全貌。．
’

三、本志断限，上限基本定为1911年，但视资料情

况，尽量上溯，追根究源，以求弄清历史，反映发展脉络

和盛衰起伏的规律。下限定为1987年，但有的事物，视具

体情况，顺延至搁笔之日止。
。

四，本志有的内容与轻手工业，乡镇企业、粮食、商 ．

业等志交叉，凡见于上述各志的，记述力求提纲挈领，反
缺其主干。

五，本志记述以行业和管理为重点，以充分展示历史

和现状，坚持矗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突出 ．

．反映当代和三中全会以来史实。 ．

六，行文一律用语体文，做到言简意赅，互不重复I

表格亦尽量约简项目，以能显示主要情况为目的。

七、在工业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勿论其为工人、

工程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后勤人员、领导干部，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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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物简介》，以示表彰，并寓教化于其中，省级以上先

进人物，入“人物表，，。

八、度、量、衡、货币等，古近代的用原称，当代的甩

现行统一称谓。须折算而又可折算的尽量折算注明。人民

币一律以新币为单位。各项术语，尽量通俗，不能通俗化

的加夹注，各种符号，尽量以文字代替，不能代替或代替

后反而烦琐的视情况附注说明。

九，所用地名，古代用古名，夹注今名，今名概以《玉

溪市地名志》为准。

十，新旧时代划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为

准。

十一，建工在本市占较重要地位，虽不属工业，但附

记于建材之后。

十二、所用数据，原则上以统计局数据为准，但遇有

关单位所存数据与统计局数据相差过大，在不泄密的情况

下，用夹注或附注保存两者数据，以见实际。



发展工业，实现工业现代化，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

落后的必由之路。

工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

亩已，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成果去装备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其

他部门，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玉溪

市地处滇中腹地，工业起步较早，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工

业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加。据统计，1985年工业总产值是

61335万元(包括玉溪卷烟厂的39419万元在内)，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90．04％，上缴利税为,11206万元。到了1987年

工业总产值上升为100813万元(包括玉溪卷烟厂的81635

万元)，咕工农业总产值的92．1％。但是，距离现代化的
差距还很大，特别是距离把我市建成“非农产业人口占多

数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差距更大。
’

进一步发展工业，是当前艰巨而迫切的任务。邓小平，

词志指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

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

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

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也是一个必须切实贯彻的方针。

玉溪工业的具体实际怎样?它的历史和现状怎样?必须作

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调查研究。以便发展优势，制定战

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挥人力，财力的最大作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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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尽快把我市建设成为产业配套齐

全，以工农型的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

玉溪市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归口管理全市工业。在

市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86年组成了《玉溪市工业

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写班子，聚集了一批人才，以修志

的方式，对玉溪的工业，从自然资源到人能资源，从历史

到现状，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广泛收集、核实资

料的基础上，精心编纂成书。这本《玉溪市工业志》既记

载了玉溪市工业的长期发展历史，也体现了玉溪市工业的

实际。有工业各行业的发展状况，有科技的运用和成果，

也有管理体制的变革等等。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敦

训。对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任务，实现我市+

工业的现代化，是有借鉴作用的。

《玉溪市工业志》的编纂和付印，不但是我市工业战

线上的一件好事，也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成果。希

望工业战线上的同志们，要重视它，研究它，同现实工作

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其资料，为我们目前实际工作及将来

的发展起到借鉴、参考作用，使我们的工作真正从我市的实

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市的具体实际结合

起来，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为我市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作出应有的贡献。

骂剪字



序、 二

《玉溪市工业志》编成付印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

事。
’ ’

中华民族有悠久而优良的修志传统，我们的祖先为我

们留下了各种辉煌的志书，所载资料，在今天的社会主义

建设中，仍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继承传统，修好社会

主义的第一代新型地方志，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一个光荣的任务。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了几十年工

业工作的人，不趁此盛世修志的时机，把所经过的情况写

出来，留给后人，那确是一件憾事。

在中共玉溪市委、市人民政府和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于1986年5月赴个旧，通海等

地参观学习，随后即组织起编纂领导小组，聘请了几位有

志于此的老同志，组成了编写班子，在市志办公室的具体

指导下，开展工作。
。

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范畴的。如果只写经委所辖的

十几个工业企业，并不能反映玉溪市境内工业的全貌。为

了全面记载市境内工业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打破了部门和

条条的界限，凡是境内的工业企业，勿论它是省属，地

属、市属和乡镇所属的，概纳入本志。解放前，境内有工

业行业21个，至1987年，发展至31个，有工业企业2043

个，其中全民22个，集体126个，乡镇704个，户办联户办

】



1191个，面广而内容繁杂，工作量很大。

为了全面而又不致庞杂，我们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

即行业一个不漏，重点企业一个不漏，一般企业录名及记：

其综合数字。行业载其起源和兴衰起伏，所属较大企业辕

其起始、发展、规模、主要产品、经济效益等。为了．尽量

体现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职工教育，科技的运用及其成．

果，管理体制的变革等，亦分别作了具体的历史的记述，

并附以适当的统计圈表。 ．

在两年多的时间中，编写小组的同志们，以对党对人

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反复走访所有有关部门

及企业，收集，查证资料，然后编写成书。其辛劳不言而

喻。

经过编修《玉溪市工业志》．，主要弄清了以下问题：

一是玉溪市境内工业的发展概略及改革状况，一是境内前

工业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能资料)，一是工业的发展

战略及前景。等。玉溪市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它的天然

资源除了为烟草工业、建材工业和造纸工业等的发展提供

优良条件外，所储藏的矿产资源，又是金属工业、电子工．

业等发展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有较强烈的实业观念、商品

观念，创新观念的玉溪人民，为玉溪市工业的发展提供着

取之不尽的人能资源。解放前的数百年间，玉溪人民既依

靠本地资源创立工业行业，也利用外地资源创立工业行

业。有的工业产品畅销全省直至国外，有的远销上海、香

港等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玉溪市的人能

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新的工业行业不断创立，新的产



：品不断出现，不少人有新的发明创造，不少人成了创办实

业的能手，劳务和建筑技术的输出也出现了新的高潮。这
些，都说明了玉溪市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

由予时间和水平的限制，本志也一定会有遗漏和不足

鼢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特别是如果有具

体的资料，我们将附件存档，以备修订或供后人参阅和应
用。

申恩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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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村瓷窑建成，烧制青花瓷器，除江西景德镇外，

为全国迄今发现的唯一青花瓷窑。其遗址被定名为玉溪古

瓷窑址。198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1986年2月，经中央文化部批准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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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朱荣芳于沙坝冲(今天

宝厂附近)开办铜矿厂，年约产铜800余斤，运销省城。

’2年(1913年)，

：10余万斤，运销河西。

4年(1915年)，

／

民 国 ‘’：

自有龙在法冲开办铁厂，年约产铁
．

。
，

： ‘

．‘ _ ，

?

县实业所创办女子染织厂，织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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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及各种花布，毛巾等，随后，出现商办染织厂6家。
15年(1926年)，商办北城华商吉利火柴股分有限公

司开业。至民国20年(1931年)，因亏本停业解散。

24年(1935年)，商办大道生织布厂开办，在北城，

春和一带发展织户。195 1年停办。

32年(1943年)6月，玉溪县棉织品产销供应社成．

立。

中华人民共和罾

1950年1月，玉溪县人民政府成立，内设建设科，厉

经演变，于1976年改为工交局，1982年改为经济委员会，

1983年改为玉溪市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

1950年loft]，恢复玉溪胜利发电厂，1953年经退股后。

改称地方国营玉溪县人民发电厂。于1964年撤销。

1952年，玉溪县公安局劳改队开办法冲炼铁厂。1954：

年停办。

1952年，县供销社发纱给城乡居民加工土布，统计有
织机2．5万张。1954年后逐步停业。

1952年，玉溪专区碾米厂下放至玉溪县。

1955年，玉溪县粮食局开办面条车间。

1956年，玉溪县手工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手工．

业合作化。 ，

1956年，玉溪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成立。历经．

演变，1971年改称玉溪县手工业管理局，1983年定名玉溪：

市轻手工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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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玉溪专署所苏玉溪印刷厂正式对外营业I玉

溪农具制造厂，玉溪专区榨油发电厂投产。

1957年，专办玉溪复烤厂投产。．

1957年8月，法冲高级农业合作社开办的炼铁厂投

产。1961年停办。

195'7年，玉溪县平滩煤矿投产。至1980年迁春和区黑

村乡深沟建矿。 。

1958年，玉溪复烤厂生产卷烟，改名为玉溪卷烟厂，

复烤厂变为车问。

1958年8月，玉溪专区榨油发电厂合并玉溪县粮食局

碾米厂，改称玉溪县粮食局粮油加工厂。

1958年，根据中央“大办地方工业"的指示，玉溪县

办起厂矿53个，各公社办起社队企业132个。规模较大的

有玉溪县铝厂，化肥厂，生活资料加工厂，农具厂等。

1958年，专区办玉溪钢铁厂、化肥厂建成投产。钢铁

厂1958年5月1日炼出第一炉钢，于1959年首次轧出钢

材，又于1959年建成20立方炼铁炉等小洋炉群。 ·

1959年，专区办冷冻仓库建成投产。

1959年，玉溪县铝厂水泥车间改为玉溪县水泥厂，玉

溪县农具厂改为地方国营玉溪县通用机械厂。

1959年，玉溪建筑公司与大营街联营创办的轮窑投

产。

1959年，玉溪氮肥厂首次产出硫酸，年产2800吨。

1961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0提高"的方

针，县办地方国营玉溪县通用机械厂，铝厂、水泥厂，化

8



肥厂，生活资料加工厂和专区办玉溪钢铁厂、洛河铁厂、

轮窑等停产下马。其余厂矿和社队企业解散或退回原来状
态。

1662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草案)>，全县手工行业恢复至22个。

1964年，北城铁业社更名为玉溪县手工业合作工厂，

屙发展为今玉溪市轻工机械厂。

1964年，玉溪供电所(今玉溪电力公司)昆玉电网正

式投入110千伏供电。

1964年，工业学大庆开始，各工业企业逐步建立以岗

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体制。

1965年lOY]，玉溪县农机农具合作工厂成立。后发展

为今玉溪市轻工设备厂。

1965年，大营公社副业队组成。后发展为今玉溪市五

金工具厂。

1965年，专区办玉溪钙镁磷肥厂投产。

1965年，专区办玉溪拖拉机修造厂建成。1985年合并

于玉溪汽车运输公司。

1965年，根据《工业七十条》精神，国营工业企业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誓两参，

一改、三结合"。

1966年，玉溪县毛巾厂与编织社合并，扩大生产毛巾

和卷烟带。1970年厂，社分开，后编织社发展为今玉溪市

织带厂，所产卷烟带行销省内外。

1966年， “文革”开始，其后，《工业七十条》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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