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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 明

一、本志为乡镇企业专业志书，系统记载锦州市乡镇企业的历

史和现状。上限基本上从乡镇企业兴起的1958年开始，企剔情况根

据史料适当上溯，以填补农村手工业的空白。下限到1985年。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按篇，章、节、

目结构顺序排列，以类系事，以事显时，横排纵写，分类记述。各

种图表，分别插入各类目之中。

三、本志共分6篇29章47节。概述、大事记列于篇首。附录殿

后，未列篇章之内。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纪元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内数字、统计表格或年，月、

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概念性的名词数字则用汉文。

六、志内提到的乡镇企业各项数字，均指金部乡镇企业，包括

乡(镇)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以及县(区)乡镇局直属企业。

七、全志资料大部分录自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档案，以及县(区)

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编写的资料。一部分摘自古志、市档案馆档案以

及各部门编写的史料，选用时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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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是程民自己办的企业。它包括乡’(镇)、村两级举办的

集体企业，部分农民联合或其它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从事种植业

和养殖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商饮服修业等综合经营。

锦州市的乡镇企业是在农村手工业和初级农产品加工的基础

上，逐步发展起来的。5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商品性手

工业生产，并举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附属加工厂， 乡镇企业初具雏

形。1958年大办公社工业时开始兴起。70年代工业支援农业，国营

厂矿帮助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一批工厂，为乡镇企业奠定了基础。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十年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

迅猛。目前乡镇企业是全市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在全市国民经济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锦州市乡镇企业以工业为主体，门类齐全，已有冶金、煤炭、

机械、建材、化学、食品、纺织、缝纫、森林、皮革、造纸及纸制

品、文教美术用品、石油、其它等14个行业。产品有1000多种，其

中铅锌矿石、原煤、耐火砖、机动脱粒机、平板玻璃、原盐，饲料加

工等产品产量都居全省乡镇企业产量之冠。1983#-lj 1985年共有13种

产品获农牧渔业部、辽宁省优质产品称号。有17种产品出口创汇。

乡镇企业五业俱兴"：、“四个轮子一齐转”，大大增强了农村集

体经济的实力，加快了农村致富步伐，对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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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城镇和乡村建设，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对于支农

补农，加速农村实现现代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锦州市乡镇企业志》忠实地记录了锦州市乡镇企业发展的历

程，是锦州市乡镇企业的实情集著。它的问世，是编纂同志与全局

同志通力合作共同劳动的结晶，是乡镇企业职工一件大喜事。相信

本志对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实、规划未来，加速推进和发展锦州乡

镇企业，将提供可贵的资料和历史借鉴。当然，本志在编纂体例，

材料取舍，文字运用等方面尚存在缺点和不足，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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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锦州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南濒渤海辽东湾。．西界长城与河北

省秦皇岛市毗邻。北依松岭山脉与朝阳市、阜新市接壤：“东与盘

锦、鞍山、沈阳市相连。锦州市辖古塔、凌河、太和、。南票：葫芦

岛等5个区，以及锦西市、’兴城县：绥中县、锦县、．义县j’北镇

县、黑山县等7个县(市)。面积17466平方公里，入”口'4600311

人。 7，：4

锦州市地处关内外咽喉，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方便，“自然资源

丰富。全区既有山区、也有平原、丘陵，还有403公里的海岸线。

地下矿产资源已发现的有能源矿藏、金属矿藏、非金属矿藏、海盐等

几大类，共计50种。目‘前已被利用的有煤炭、锰、钼、铜、铅锌、

黄金、长石、硫化铁、白石岩、大理石、重晶石、磷灰石、滑石、

玉石、莹石、水涮石。石灰石、硅土、陶土、’沸石、珍珠岩、耐火

土、‘膨润土等23种。’山区有山林及野生植物。’花岗岩散见各地。．水

果品种繁多，产量大。’北镇鸭梨、绥中白梨：锦州苹果驰名国内。

平原盛产粮食、棉花、’花生。海产品有鱼、虾，一赤贝等等。．城市国

营工业门类齐全，技术力量雄厚，有8所大专院校、44个科研单

位。所有这些为发展乡镇企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

本市乡镇企业历史悠久。据《锦西县志》记载： “本境多山，

以产煤著称，为矿产之府，清初土人任便开采，供给全县之燃料弦。

又据冬锦州市乡镇地名志》记载：锦西市虹螺岘镇所属大安屯盛产

石灰石，群众烧石灰的历史已有500年以上。锦西市石灰窑乡也+周

附近矿藏石灰石，’‘清末移民以砌窑烧制石灰为业，而得村名。一远近
1



闻名的沟帮子烧鸡出现于清光绪年间。中华民国时期，乡镇手工业

颇为兴旺，手工业作坊，饮食服务业比较普遍。主要是烧锅、油

坊、染坊、豆腐坊、木匠铺、铁匠铺、铜匠铺、银匠铺、服装鞋

帽、纸张、绳麻、皮革、食品糕点以及理发、浴池、刻字、镶牙等

行业。这些手工业作坊和服务行业主要分布在有集市的镇。据《锦

西县志》记载：此类作坊和服务行业在钢屯镇(当时锦西县城所在

地)有52家、在虹螺岘镇有76家、在高桥镇有64家、在连山(今锦

西市)有29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镇企业经过几度兴衰逐步发展壮大

起来。50年代初期，农民兼营手工业商品性生产比重很小。市郊区

(太和区)此类生产产值，1950年为11100元，1953年也只有

36500元。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的

商品性手工业生产和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附属加工厂。这是最初

的乡镇企业的雏形。

1958年贯彻中央全党全民办工业， 盯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

的方针，乡镇工业(当时叫公社工业)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仅用

几个月的时间，全市(包括7个县)农村共办起小型厂矿3465个。

计有铁、木、皮、麻、粮谷加工、服装以及钟表、自行车、大车修

理等31个行业，230多种产品，全年产值6900多万元，比1957年增

长16倍多。但1958年的公社工业是大搞群众运动办起来的，多数是

一哄而起，基础很不稳固。进入60年代，由于搿左"的错误和严重

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力遭到破坏。根据中央

指示，把兴办公社工业时平调的集体和个人财产要退赔回去， “破

产还债扫，公社工业从1961年开始下马。1963年贯彻国民经济“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静的方针，公社工业大部分关停，一部分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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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65年全市仅有社办工业116个，年产值

775万元。

1970年，国务院北方农业会议和省农业会议之后，市委落实会

议精神，为尽快地把锦州地区农业搞上去，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

伐，于1972年安排第一批支农厂矿34个，支援30个重点产粮公社参

实行厂社挂钩，武装了一批社办工业。主要是农机修造厂、机械加

工厂、小型化肥厂等支农工业。1974年又组织了第二批支农厂矿125

个，支援96个农村人民公社。各挂钩厂矿都把支援社队工业的发展

做为重点。其间，虽然在“四人帮抑批搿回潮”、 靠割尾巴一的冲

击下，使乡镇企业陷入困境，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顺应国情，

符合民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依然在艰难中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到1976年全市乡镇工业厂点发展到3374个，产值达到26290万

元。有农机、化工、煤炭、铅锌、锰、轧钢、机床、橡胶制品，冶

金、轻纺、建材等21个行业，1197种产品，金市农村人民公社和

60％的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工业，职工达到103465人。

粉碎。四人帮一后，中央提出村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

号召，本市于1977年2月25日成立锦州市社队企业局，各县(区)

也先后成立了社队企业管理机构，加强了对乡镇企业的领导。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中央对改革农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

的重大政策，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随着农村经济

的全面发展，全市乡镇企业开始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1981年，全市贯彻中央提出的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使市乡镇

企业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日趋合理，发展的立足点逐渐转移到主

要依靠当地资源方面来，过去那些盲目发展，重复建厂，与大企业争

原料、争能源、争市场的企业有所减少，利用本地资源和农副业产

h二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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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的企业，。为。两户”服务以及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企业逐

渐增多。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1、4号文件，进一步指明

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省委、省政府(1984]35号文件又作出了

加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锦州市落实中央和国务院制订的发展乡

镇企业的政策，于1984--1985年两年中，在计划、物资、财政、税

收、工商行政管理、信贷结算、现金管理、信用合作、商品流通、

交通建筑、聘用人才、奖金发放、科技体制等方面都做了改革，放

宽了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干部、群众办企业的积极性。各级领

导从过去单纯抓农业生产，转到抓商品生产和农工商综合经营上

来。1984年，’本市在乡镇企业中普遍推行了“一包五改”，即：推

行职工集体承包，。厂长(经理)负责制或厂长(经理)经营承包责

任制。改厂长(经理)委任制为选聘制；改企业职工分配录用制为

择优招聘制；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或计件工

资；改固定奖金为贡献奖金。实行“一包五改”，扩大了企业经营

管理的自主权，增强了企业内在的经济活力，乡镇企业在发展速度

和经济效益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到1985年，全市乡镇企业发展到

47687个，比1978年6539个增加629％。从业人员达到294131人，

比1978年112857人增加161．2％，乡镇企业职工占农村劳动力的

22．7％，．比1978年的13√1％，增加9．6％。乡镇企业总收入137091

万元，比1978年24972万元提高454．5％。总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县

(区)有8个，1000万元以上的参．(镇)+38个，．100万元以上的村

有96个。乡镇企业纯利润实现18924万元j．比1978年5800万元提

高226．2％。乡镇工业总产值为9522：1万元：：比1978年27404万元增

加247％。’工业总产值超过亿元的县5个，其中锦西市已超过2亿。

固定资产原值1985年为46400万元，比1978年11617万元增加



299．4％．乡镇企业有乡办、村办、各种形式的联户办企业；，^-还有

。 大量的个体企业。’。门类也比较齐金，．其具体构成，，养殖业和种植业

占1．03％，j工业占69．8％，交通运输业占6．42％，建筑业占14．；％，

商业饮食服务业占8．55％’．+在乡‘村两级办的工业中，i冶金工业占

9．3％，煤炭工业占4．6％，，石油工业占o．2％，化学工业占4．9％，

机械工业420．5％，建材工业古33．9％，森林工业占1．8％，食品

工业占10．3％，纺织工业占3．3％，．缝纫工业占3％，皮革工业占

1．5％，造纸及纸制品工业40．8％，文教美术用品工业占0．9％，

其它工业占5％．工业产品中的铅锌矿石，原煤、耐火砖，。机动脱

粒机、平板玻璃、原盐、饲料加工产量都居金省乡镇企业产量的第

一位。 ， ．

， j ． ， ，，。．，

乡镇工业的产品质量也日益提高。：1983--1985年，’金市乡镇工

业共有13种产品荣获农牧渔业部，，辽宁省优质产品称号．』还有一批

产品，荣获市优质产品称号。锦西高桥陈醋还获得国家银牌，是1985

年金省乡镇企业获得的3块银牌之一。乡镇企业的少数产品还面向

国际市场，为国家创汇。1985年有糖水白梨罐头、草编制品、布拖

鞋、垫圈，莹石，镁砂等17种产品出口，创汇额达412．4万元。

乡镇企业的发展证明，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实

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重要措施，乡镇企业的发展，充分显示了

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
’

1、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乡镇企

业总产值14．2亿元，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9．5亿元，约占金市工业

总产值65．6亿元(包括村以下企业)的14．5％。大部分县(区)乡

镇工业总产值已占县(区)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成为县(区)

工业的主体．有些产品，乡镇企业已成为主要生产单位，例如红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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