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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志

(1 58l—二1984)

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局 ·

《二轻工业志》编写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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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日接见呼和浩特市民时为院秀产品马火琴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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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琳同志原为内蒙古自治区手工业生产联

社副主任、轻工业厅_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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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志》编委合影



《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志》特邀顾问合影

Ⅸ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志》编写组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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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手工业)(以下统称二轻工业)，有着悠久

的历史，是我市最古老的产业之一。但其真正成为门类比较齐全，

具有一定生产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还是建国以后逐步发展起来

的。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勤劳智慧的各族二轻工业工人用自己的双

手创造了一部光辉灿烂的二轻_32业发展史。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这部既有辛酸、又有幸福、充满斗争欢乐

的历史，却无入谱写。今天，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与局基层企业的大

力支持下，经过编写组全体同志一年多时间的共同奋战，《呼和浩．

特市二轻工业志》终于编辑成功，从而结束了我市二轻_-12业有历史

无专志的局面。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可喜可贺! ．

这部专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一坚持

实事求是与详今略古的原则，突出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与行业特

点，有事实、有数据、有鉴别、有分析、有继承，有发展，取舍得

：当、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是一部较好的二轻工业的历史教材．

作为我市二轻工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有幸在我们任期之内编、

修我市第一部《二轻工业志》，感到莫大的荣幸与由衷的高兴!这

部专志的出版，无疑将起着“继往，识今、开来”的作用。我们希

望它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是一支不可忽视

．的力量，更希望它在制订二轻工业规划、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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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作用。，

编写组的同志要我们为此寿作序，我们欣然命笔，写了这篇短
●

文，以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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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义’鲁恒坝 郭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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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修新地方志是整理、7保存i。继承我国重詈历史文化遗产，为
四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千秋大业，是“经世致用●的

重要文献。 _
．．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编修地方志的工作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继承了“盛世修志”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呼和浩特市二轻局编纂《l—m-n轻工业志》是在市、局两级党政直接领

导下进行的。这部专志力求做到：。一，系统丽翔实地记述呼和浩特

市二轻工业(包括手工业)的厉史与现状，为呼市二轻工业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利于本地区领导

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的决策；二、系统的整理、积累．保存二

轻工业各种有价值的资料；三、通过《二轻工业志》向广大的二轻

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热爱二轻工业、热爱本职工作的教

育。总的愿望是在搿资治、存史、教化一三方面发挥作用。

编纂《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神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

绳。

呼和特浩市二轻工业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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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二轻工业志》就是以本地区二轻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主

线而编写的。重点反映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呼市二轻产品的特

色，二轻行业的发展和二轻科学技术的进步。

《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呼市地方志

编修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的直接指导和自治区轻工

业厅、 自治区二轻局，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呼市档

案馆、呼市统计局、土默特左旗地方志办公室、四川温江地区二轻

局、灌县二轻局、武汉市二轻局、新乡市地方志办公室、‘山西省地

方志办公室、山西省图书馆，太原市二轻局、五台县地方志办公

室、左云县地方志办公室、江西万年县、玉山县编志办公室、广西

宁明县志编辑办公室，以及呼市二轻局所属各企业、各科室的积极

支持，热情帮助，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和指导性意见，在这

里表示衷心感谢。

。 由于我们政策、业务水平低，又缺乏修志经验，《二轻工业

志》可能存在一些缺点或错误，恳切希望读者多加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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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志》编写组 ·

_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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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志》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

。，掌 料编修的新型专业志，本着详今略古i立足当代的原则，紧紧抓往

二轻工业特点编写，力求这部志书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 =、r本志采取篇章节体，共十篇，，分概述、二轻工业生产发展

状况、二轻(手工业)产品、生产经营、机构设置及演变、，职工物

质与文化生活、先进人物录与企业党政领导人名录、大事记、二轻

各行业历史与现状、文存。还有《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志》修志始

末。篇下设章，共三十八章；章下建节，共一百零五节。全志有附 。

表一百一十八份、图二幅、照片十六张。篇前有序、前言、凡例，
。

全志约四十五万多字。

三、本志的编写采用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的方面铺开，
：

从纵的方面拉通，如实地记述二轻工业发展演变情况，又分行业叙

述各自的发展与现状。在横的方面，依照行业、生产经营业务进行横

排竖写，反映二轻工业发展的面貌。力求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 ，

噜 项，纵横结合，经纬分明。
．

÷。

四、本志断限时间，因呼市历史上从未有过手工业专志，旧志

(． 虽有涉及手工业的部分，仅是粗略简单，零星片断、挂一漏万的记

★ 叙，7故在追溯手工业历史状况时，尽量按能追溯到的时期，以简略 。

的笔法记叙。本志上限追溯到明万历九年(1 581年)，但在概述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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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辽代及元代的手工业也有一些记载。下限断至1984年底。

五、本志文体为语体文，叙述体，按记叙文进行记叙，力求做

到追溯历史有根有据，记载现状实事求是、文字通顺朴实、简洁。

六、本志体裁采用述、’志÷记、表、’图、录及照片，以文字为

主，表，图，照片分别列入篇中与篇末。 ·

’七、本志主要是记叙了呼市第二轻工业局(手工业管理局’)所

属企业的史实。
【， ·’

，

八、本志大事记，是记叙解放后本系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l。
。

九j本志主要记叙二轻工业经济活动情况，对历次政治运动将

有专志记叙，但有的篇章，为了便于分析二轻工业经济活动，也略

述了政治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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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二轻工业志》

编委会．特邀顾问、编写组成员名单
， ‘

． 々

一，编委会：

主 任： 刘文泉(前任)

．李双义(后任)
÷

副主任： 鲁恒坝 郭成林 浩毕斯

委 员： 贾文友 张 宝 刘仲轩j‘孙增科

蒋忠全 阎天瑞 杜玺良 王维华

刘香媛 王培芝 郭新民 李明珍

李淑春 孙炳水 侯据忠 张正方

郭振东 任 杰 祁凤禄 郭世良

杜子安’ 云素珍

二、特邀顾问：

王琳

王永夫

张健民

赵玉彦

旺希嘎

曹瑞山

段荣瑞

李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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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写组：

组 长： 浩毕斯

副组长： 郭世良 ，。?

主 编： 郭世良

副主编：‘ 杜子安 ’! j。

编 辑：一 宋建极， 范荣华 赵雯灿

封面设计： 刘耀庭
：^ ‘

封面题字： 郭世良
7

：

蒙文题字： 宝力德 ．：．，

绘 图： ‘。刘耀庭． 张健新’．。。 ：’

L、

校 对： 赵雯灿 范荣华，i宋建极．杜子安

’：郭世良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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