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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傅 京

《安顺地区工业志》是一部记述安顺地区工业发展、演变的部

门专志，根据境内工业的行业特点，重点记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

我区工业战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等各历史时期的发展概貌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我

区首部全面反映工业发展和现状的部门专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项丰项成果。这本独具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专著，对加深了

解和认识境内的工业生产，促进工业发展，振兴地方经济，必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

安顺地区是贵州省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是“黔中经济带”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志除记述以安顺市为代表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手

工业外，还全面记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境内逐步发展形成电力、采掘、冶炼、机械电子、建

材、化工、航空、纺织印染、食品、印刷包装、医药、烟草等门

类较为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历程，突出了以电力、采掘、冶炼、

化工为代表的重工业，以酿酒、纺织印染、五金刀剪为代表的轻

工业，以生产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和发动机、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为

代表的航空工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次全面地把我区境内的

诸多工业分门别类，全面记述，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不失为反

映我区工业战线发展演变的优秀之作。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就现代来说，详

尽地记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反映其历史演变、发展，借

以帮助后人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少走弯路，显



得十分必要。几年来，我曾经参加过《紫云自治县志》和《普定

县志》的编修，又目睹了省内外、区内外众多地方志的出版，今

《安顺地区工业志》修成面世，我为之欢呼，为之祝贺!

从本志的记述中我们了解到，区内的手工业萌芽早就出现在

明清时代，但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生产力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给生产力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良好机遇，工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发展时

期，近、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借助于良好政治、社会环境和高科

技技术，逐步发展壮大。从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到60年代的

“三线”建设，在境内形成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雄厚的工业基

础；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一步推进了工业的

长足发展，推进了生产力向高科技、高技术方面转化。本志既反

映了原来落后的工业基础，又反映了曲折的演变和发展。我希望，

当代和后来的各级各部门领导、科技工作者、企业管理人员，都

能认真地读读这本书，并从中得到教益，吸取必要的历史借鉴，把

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作者系安顺地区行署副专员)

1998年12月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陈纹纹

编史修志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几年来，这件事情一

直萦绕着我。安顺地区境内的工业发展源远流长，陶器、砖瓦烧

制可追溯到汉代，唐代开采朱砂，宋代制作蜡染，明清两代的纺

织，到民国年间较为齐全的多种手工业，在历史上都有一定的地

位和影响；特别是共和国成立后，境内逐渐发展形成省内重要的

现代工业基地，有责任大书一笔。今年年初，工业志的编修工作

得到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支持，于是便下了决心，把这件功在当

代、惠及子孙的事情做好。

工作开始后，邀来史志界的朋友和工业主管部门的部分同事

聚会研究，我把编修志书的想法谈了，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形

成共识，拟定初步编修方案和志书结构的框架。以后便由经贸局

牵头组织开展工作，王向规专员领衔任了编纂委员会名誉主任，

傅京副专员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兼主编，特聘安顺市志办主任、原

《安顺市志》主编杨志伟同志任本志的业务负责人，负责具体的编

纂业务工作。业务组的同志们不辞劳苦，共收集、调查、抄录了

各种厂史、档案、1：／碑资料60余万字，再沙里掏金，认真筛选、

编纂，形成《安顺地区工业志》志稿。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

从收集资料、组稿、编纂成稿的全过程，工作之艰辛，工作量之

大，速度之快，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实不多见。特别是负责执笔

纂稿的杨志伟同志中途工作变动，从市志办主任调任市委离退休

干部工作局局长，在工作交接和上任初期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

仍不辞劳苦，坚持笔耕不缀，利用夜间和双休日工作，执笔编纂



完成全志志稿。做到了本职的岗位工作和业余编纂本志的工作两

不误，为本志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编纂任务作出了贡献。

《安顺地区工业志》结构上共分5卷，卷首为“经’’，以大事

记、概述、工业体制等结构形式，纵写境内上千年来特别是共和

国成立以来工业发展的演变、兴衰与曲折；卷二、卷三和卷四为

“纬”，横写重工业、轻工业和航空工业等各工业门类；行业发展

和重点介绍相结合，结构严谨，详略得体，言简意赅；卷末为附

录，收录重要资料。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又是进行爱

国、爱党、爱乡教育的教科书。

《安顺地区工业志》．的面世，是与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分不开

的。统计局和轻工、经贸、供电、乡镇企业、粮油、011基地等

各工业主管局进行了密切的配合，档案局(馆)提供了大量的历

史档案供查阅，地直各厂矿、部分中央属、省属和县市属的工矿

企业提供了厂史或简介，地志办、市志办、市离退休干部工作局

和部分县的县志办、县经贸局提供给了部分资料并给予工作方

便，地志办主任李建平同志对编纂工作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并审阅

全稿。各有关单位和领导对工作的支持，对本志的修成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系安顺地区行署经贸局局长)

1998年12月8日



凡 例

一、本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编地方志，为《安顺地区志》的

一个部门专志，亦为《安顺地区志》(简志)中的一个部门专篇，

故定名《安顺地区工业志》。

二、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

法，处理整体结构和历史上的工业发展，上自事物发端，下限

1995年，个别事项延自成稿时。不受部门分管业务限制，按工业

门类处理结构。

三、体裁运用述、记、志、录、图、表等配合运用，以志为

主；结构以章、节、目三个层次记述。

四、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未公布的，按有关部

门提供的资料为准；计量单位历史上从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运用国家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为计量单位。对万数以上的

数计以万、亿为计算单位，小数点后保留2位数。

五、对重要军工生产企业、产品，重要技改项目、生产工艺，

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只记述其大概，未涉及具体。

六、本志资料源于档案资料、部门资料、厂史、专访和国家

正式出版县市志、年鉴、报刊、专著，经过严格筛选，入志时一

律不注明出处。

七、对境内工业系统的人物、劳动工资、工人福利、职工教

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为避免与其他部门专志(专篇)重

复，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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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大事记工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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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大事记工业体制

概 述

(一)

‘安顺地区境内的自然资源丰富。早在汉代，境内就有土陶业和砖瓦业。

唐宋时期，采汞(朱砂)、蜡染就很出名。明清时期，以纺织业为特点的家

庭手工业发展，到清代晚期，安顺城内有纺织、酱醋、印刷、皮革等手工

业作坊，普定、镇宁、紫云一带有土陶业，息烽i开阳一带的采汞业、造

纸业有一定的名气。其中安顺一带的纺织、刀剪和酿酒业，在省内有一定

影响。民国时期，境内的手工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安顺县在民国初年有

手工业6600余户，工人2．3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0％；其中以纺织业和酿

酒业最盛，民国19年(1930)有棉织业3000户，工人1万人，年产土布

360万匹；酿酒业300户，工人900人，年产烧酒50万斤；以“安顺三

刀” (菜刀、剪刀、皮刀)最为出名，远销华北、江浙。紫云县30年

(1941)有手工业136户，从业278人，资本1．09万元；32年(1943)有

144户，工人187人。镇宁县在民国时期有手工业1277户，其中纺织业1000

余户。普定县36年(1947)有手工业835户，37年(1948)有997户，从

业1438人，主要行业有纺织、铁器、土陶等。息烽县18年(1929)有煤

矿23个矿点，每矿从业2—5人；38年(1949)有造纸业42户，工人46

人。开阳县38年(1949)有手工业631户，工人727人，主要行业有酿酒、

榨油、造纸等。清镇县32年(1943)有手工业11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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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个体手工业而外，民国时期亦出现私营工业和官办工业，但规模极

小，设备简陋，以手工操作为主。民国中年，有商人在开阳白马洞开汞矿，

但因资金不足、经营不善而倒闭；民国中后期出现近代工业的雏形，安顺

城内开办有私营的印刷厂、织布厂、酱园、烟厂、制棕厂、电灯厂等，但

每厂工人仅数人或数十人，织布厂150人，全行业工人不足2000人。官办

工业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开办的汞业管理处开(阳)息

(烽)工程处，国民党军统局在息烽开办的乌鸦嘴水电站；《中央日报》在

息烽开办的造纸厂，以及国民党第七临教院在安顺开办的龙井山酒精厂等，

但终因经费匮乏半途而废，或抗战胜利后停办。到民国38年(1949)，境

内工业产值仅120．5万元(折合人民币，下同)，其中家庭手工业产值118．3

万元，私营工业产值1．5万元。手工业户1．03万户，工人1．19万人；其

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安顺县，有7680户、7980人。主要工业品产量，原煤3012

吨，发电量5千度，铁器1．4万件，砖3．8万块，饮料酒33吨，食用植物

油7吨，棉布25．6万公尺，皮鞋186双，服装1万件，面粉30吨，大米

237吨。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对手工业采取扶持政策，对民族工商

业实行保护政策。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停产的工厂复工，开办全民所有制

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业逐步发展，到1952年，个体工商户发展1．22万户，

工业总产值1256．8万元，私营工业产值上升到44．2万元。先后建立了安

顺人民印刷厂、安顺人民制革厂、安顺酒厂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国

营工业产值从无到有发展到75．65万元。开办公私合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最

早开办的有安顺电灯厂(后改为国营)、安顺新民酱园联营社、安顺织袜联

营社等，在安顺城乡组织手工业合作组。工业企业普遍建立和发展工会组

织，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维护自身利益。中共安顺地委和专署依靠、发动

工人、店员，团结守法资本家，在私营企业中开展“五反”斗争，反对行

贿受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和经济情报。1953年，地委

和专署在安顺城区的手工业行业和10个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中开展民主改

革工作，工人、店员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推进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

进程。此后的：1．955年，又组织安排各县先后建立手工业领导机构，领导和

组织手工业合作化。并根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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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部署全地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4月17日

至20日，安顺县城工商业4天内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到1957年，全区工

业总产值增长到7261万元，主要工业品产量原煤20万吨，发电量143万

千瓦时，棉布430万米，饮料酒2395吨。

1958年，境内工业在“大跃进”运动中掀起“大炼钢铁”热潮，发动

全社会开办了大批“土高炉”、“洋高炉”，掀起全民性的炼钢铁运动。终因

违反科学规律，耗尽人财物力下马停办。大批合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升

格建立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但因生产工艺落后、管理制度不健全和原

材料短缺等原因，造成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经济效益严重下滑、企业严重

亏损等后果。1962年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安顺地委、行署缩短基本

建议战线，调整工业体制，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工业生产恢复发展。到1965

年，境内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和主要工业品原煤、发电量、饮料酒等的总产

量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三)

50年代中后期，国家投资先后在安顺、清镇、修文、开阳等地兴建一

批大中型煤、电、铝、磷企业，到60年代初期先后投产，奠定了境内现代

工业的基础。1964年开始，安顺地区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又先

后新建了一批机械、化工、纺织工业企业，并以安顺为中心建立贵州航空

工业基地。高、精、尖科学技术的传入，推动了境内工业现代化的进程。70

年代后，安顺地区的地方工业着力发展电力、采掘、机械、化工、建材等

工业门类，并对原有的制革、酿酒、印刷、蜡染、刀剪等传统工业行业进

行技术改造，提高工艺技术和工业自动化水平。同时大力发展乡镇工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方针推动了境内工

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80

年代初，工业生产在发展中逐步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普

遍进行管理改革，实行承包经营、目标管理。在发展和巩固全民所有制企

业的同时，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联营、集体形式的经济发展，逐步形

成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工业生产结构。到1985年，全区工业产值发展

到8．78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企业4．2亿，地县级企业4．58亿元；主要

工业品原煤150万吨，发电量8558万千瓦时，水泥15．26万吨，化肥4220

吨，棉纱4740吨，棉布869万米，卷烟10．33万箱，饮料酒1．41万吨，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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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283万只，轴承711万套。

经过80年代前期的发展和巩固，安顺地区境内的工业基础形成电力、

煤炭、采矿、冶炼、机械、化工、建材、纺织、蜡染、服装、制革、食品、

医药、印刷、包装等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出现了一批在省内有一定

实力和影响骨干企业，创建了几十种获省优、部优、国优的地方名优产品。

1988年，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安顺市建立“多种经济成份共生

繁荣"城市经济改革试验区，颁布配套政策，促进了国有、集体、私营、个

体经济的共生繁荣和发展。同时，各工业企业根据市场发展的新形势大力

发展横向联合，组建集团公司，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生产的产品结构、产业

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提高了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到1990年，全

区工业总产值上升到33．79亿元(当年价，以下同)，其中轻工业10．03亿

元，重工业13．41亿元。主要工业品原煤277万吨，发电量12804万千瓦

时，饮料酒6．06万吨，卷烟14．01万箱，纱3983．52吨，布1719．6万米，

化肥1．83万吨，水泥22．85万吨，轴承1152．77万套，灯泡1293．52万只。

80年代末期，境内工业企业全面推行质量管理和企业升级达标等工

作，推广各地的先进经验，涌现了一批国家二级企业和省先进企业。到90

年代初，工业企业的企业活力、产品质量、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1992年

推进《转换经营机制暂行条例》，在国有企业中开展转换经营机制的工作。

。各县市还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积极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经济的振兴繁

荣。安顺市建立了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联外引，到年末引进项目59个，

总投资5．75亿元，一批“三资”和国有、集体、联合、私营企业进入开发

区建设。此后，非国有工业发展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成为工业增长的主

要力量。普定、镇宁、关岭、紫云加快电力建设，形成新兴的能源工业基

地。安顺市和普定县的乡镇工业迅速发展，安顺市连年荣获省政府表彰的

乡镇企业“明星市”称号；普定县工业经济在省内崛起，形成省内少有的

“普定现象”；镇宁和关岭通过引资开办钡、镁、铁合金等冶炼业，形成省

内新兴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和铁合金生产基地。西部六县市重工业的增长

速度加快。1995年，安顺地区工业总产值55．94亿元，其中国有工业产值

34．99亿元，集体8．30亿元，其他经济类型3．08亿元。主要工业品产量原

煤659万吨，发电量757142万千瓦时，水泥51．26万吨，化肥8．21万吨，

轴承1975万套，纱6591吨，布3076万米，卷烟8．42万箱，灯泡2863万

只，饮料酒4．1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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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康熙二年(1663年) 省内的水银采炼业，以“开阳最大，全省第
"

O

‘

同治五年(1866) 安平(今平坝县)蚕商蔡万春、董万和等集银900

两，在城乡设机房3处，雇用织匠30多人，传授榨蚕丝和导简、织造技术。

光绪十四年(1888) 安顺凉水井煤矿开办，雇工30余人。此后到宣

统年间，先后开办有煤矿10余矿。

光绪三十年(1904)8月 安顺羊蹄关铁矿开办，此后还开办了跳花坡、

摆坝2矿。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唐华在息烽南望山开办南山造纸厂。

民国lo年(1921) 清镇商民合资兴办纺织厂，名万家福公司，后因

缺乏资金倒闭。

民国11年(1922) 安顺业主韩云波开办顺时制革厂，有资本2万元，

员工10人，年产皮鞋1300双。

民国18年(1929) 唐中兴、唐银延在息烽县城兴办织布厂，年产土

布1200--3000匹。

民国19年(1930) 据《续修安顺府志》统计，安顺县城乡有织布业

3000家，女工万人，年织土布720万疋。

是年，李青云、王占臣合办息烽西山纸厂，年产毛边纸4吨。

民国20年(1931) 贵阳商人在开阳开办福源公司采汞，23年

(1934)倒闭。

民国28年(1939) 贵州炼硝厂成立于清镇东门桥，34年(1945)年

倒闭。

民国29年(1940) 国民党军统局第二电讯总台在息烽县底寨乡倒颈

窝(乌鸦嘴)建设水电站，30年(1941)7月建成发电，32年(1943)5月

被洪水冲毁，33年(1944)7月重建发电。装机25千瓦，33年(1944)迁

重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