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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备朝有电，各地有志。修志是关系剜千秋万代的大事，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一项重要工作。
‘

《大埔县二轻工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分析记述每一个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的专志。通过编写《二轻志》，记载、挖掘和考证大埔手工业

的过去，弄清和总结建国三十五年来二轻工业的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总结经验教训，以

便扬长避短，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为我县二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本志的编写，始于1 9 8 6年1月，经过六拟编日，三易其稿，初稿写成于6月，修改

稿完成于1 2月。全志约六万字。在编写过程巾，承蒙省、地二轻，县修志办、有关单位、

各工厂和在二轻工作过的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和协砂，在志书编成之际，谨致谢意。

由于写志是新的工作，我们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有限，加上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

免，在编排和出版中也有不妥之处， “读者就是智囊，批评贵干表扬’’，请提宝贵意见，不

胜感激。

《大埔县二轻工业志》编写组

l 9 8 6年12月



．凡 例

一，为便于读者阅读本志，尽快了解二轻全貌，本志编酋部份立“概述"，概要介绍二

轻的历史和现状，立“大事记"，是规模大，影响大，作用大的事，按时间先后顺序作简要

记述。

=，本志共五章，各章有节。原则上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主略次，功过并述，人

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事带人，全国性的各种运动，本志不作记述，但章节里有涉

及，在断限上，上限不作规定，下限至1 9 8 5年底·因企业几经分合，变化大，历史资料

残缺不全，现有企业从详，划归乡镇的从略，对划出的企业，隶属谁由谁写。

三，本志力求使用文字资料，确无资料可寻的，则用口碑材料。以事实和科学的数据为

依据，不发不实之论，文字力求简练，记，志，图，表，录并举，确无把握的，能缺勿滥。

四、《志》书中称“建国前打，口建国后黟是指1 9 4 9年1071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为前后。“党的领导一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五，金志材科，大部份录自本公司(局)和汕头，县档案馆。

六、《志》的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编志规范化的文字，数字的书写法，按中共中央

宣传部，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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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埔县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韩江中上游。毗邻梅县、丰顺、饶平和福建省的平和、永

定两县。它形似葫芦。总面积2447平方公里。，总人口45．52万人。县城设在湖寮镇，距离专区

所在地梅县市98公里，距广州市552公里。区区通汽车，构成一个水陆交通运输网。

建国前，陶瓷手工业和乡村竹木加工业比较有基础，其他手工行业是十分薄弱的。建国

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产不断发展，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

大埔县=轻工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现有农机具，五金、服装、皮革塑料，工艺美术、

日用什品，食品等七个行业，十二个厂。分布在湖寮镇的。铸造厂，食品厂、服装塑料厂，

工艺美术厂，农机具厂、五金厂、蚊香厂、服装公司。茶阳镇s塑料制品厂，食品厂。高陂

镇。专用机械厂，食品厂。1 9 8 5年底职工1185人，产品2 5 2种。

二释工业在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和勤俭办企

业方面，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 9 6 4年产值1 6 0万元，1 9 8 1年产值8 0 5万元。十

八年来，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1 9 6 9年二轻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

1 9 8 0年上升为百分之十八点四，1 9 6 2年至1 9 8 5年廿四年来利润425．41万元，平均

每年11．77J"元，一九七九年创历史纪录42．7万元’1 9 6|1年至1 9 8 5年，廿五年来上交 ·

国家税利5 7 6万元(其中所们t兑192．16万元)，平均每年2弓万元，1 9 7 9年最高的一年达

48．437J"元I从1 9 5 6年起，先后输送管理、技术干部29人到国营企事业等单位，1 9 6 5

年固定资产15．66万元，1 9 8 5年595．5万元，增加廿五倍，主要机械设备5 2 5台，建筑面

积43031平方米。 ’

建国后至1 9 6 4年，=轻工业称为手工业，合作化后，手工业逐步向机械化、半机械’

化迈进。1 9 6 5年，中央成立了笫二轻工业部，我县相应于1 9 7 2年改为二轻工业局，

1 9 8 1年9月改为二轻工业公司(局级)。

建国I前的手工业多数为个体户，夫妻、家人店，小作坊仅有十多家，极少数雇用四人以

· 1



上者，行业较复杂，分布在十一个主要集镇。政治地位低下，经济比较薄弱，文化素质低。

但手工业小而灵活，服务面广，入们常说： “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处处都离

不开手工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t “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

无产阶级⋯⋯，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引自《毛泽东选集》袖殄本第七页)。

手工业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道路逐步发展起来。1 9 5 6年

的秋天，全县陶瓷和城乡手工妲不到七天就合W．fL起来了，组成97个社组，7061人，占从业

人数的94．4 o／o。 t

1 9 5 8年“大跃进"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下，出现了

不少波折，上收，下放、关停， “过渡"，变动不已。手工业的发展经过一升一退，四放二

收。1 9 5 8年有十二个社(厂)升为国营，1 9 6 1年下半年又退回集体。四放，第一次

1 9 5 8年，第二次1 9 6 5年，第三次1 9 6 5年，第四次1 9 7 0年“文化大革命"时

期，十个公社44个企业，被下放51个，864人，资财563．565元。两收t第一次1 9 6 1年6

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贯彻“调褴、巩固，充实、提高一

的方针，恢复了手工业管理局，将下放的公社工业收同改组，实行双重领导。第二次1 9 7 4

年6月将高陵、茶阳制鞋厂收回合并县壤料搦品厂。

1 9 7 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的方针路线指引下，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

我县二轻工业的改革蓬勃发展，逐步按照集体}乏济的性质积特点管理企业，扩大了企业的自

主权，整顿企业工作基本完成，企业管理有所改善，加快了技术改造、引进、“三来一补”

的步伐，加强了职工教育和培¨Il工作'调整了企业领导班子，干部素质有所提高I手工业联

社已恢复。二轻工业的生产步入了新的阶段。

1 9 8 5年至1 9 8 5年的生产发展缓慢，主要是。j、技术改造不多，新产品开发

少，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二、在经济体制改革巾，自身改革跟不上，企业处于被动地位l

三、经营倍理不善，基础工作不扎实，四、计划内分配物资少，有的全靠“找米下锅黟，原

燃材料涨价，不少产品无幂l戡亏本，造成都份企业减产或停产。
· 回顾建国卅五J乍来我县=轻工业发展的历程，经过“一升一退、四放二收"，有成功的经

验，也鸯欠败的教jjfl。要办好二轻企妲主要有四条：

～、要纛政策。一轻工、!Z是}￡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郎份。二轻jI品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但长期以来，由{：受“左’’的影幅，在“一大二公’7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力等口号下．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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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二轻企业盲目被“升级”，‘‘过渡"，有的资财坡平调、挪用、摊派，1 g 7 4年至

1 9 7 7年被平调的资金达233，600元。因此，要发展=轻经济，必须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对集

体经济的政策。

二，要靠完善和比较稳定的体制。二轻工业主要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行业多，且分散，

队伍大，在管理上政策性很强。过去对二轻工业管理机构多变动，造成生产的缓1曼，工作的

被动。因此，对二轻集体企业应当保持经济政策，管理机构、职工队伍三稳定。在实行经济

改组、归日管理和联合经营中，应保持集体企业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收缴关系的三不

变。
．

三，要按照=轻集体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办企业。集体企业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资

料，共同劳动和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独立经济组织。其特点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

经营，民主管理，按劳分配、适当分红I以税代秘、上缴国家的经济原受ll。但过去套甩国营

企业的模式来管理集体企业，挫伤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

四．要靠技术改造和外引内联。大埔是山区、老区，交通不便，企业戚子薄，素质差。

近几年来我们充分利厢开放政策和侨乡的优势，搞好外引内联和。三来一补一(来辩加工、

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进行技术改造，既扩大了生产门路，又提高了企业的素质

和产品结构，搞活了企业，提高了经济效益，创造了外汇。

今后必须坚持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扬长避短，以愚公移山的精掉去努力拼

搏，把二轻工业生产推向新的阶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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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t

大埔县二轻工业1960年至1985年各项经济指标统计表(万元)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5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jF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乍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陲

匡
I 5561

I、1、1
l 11

卜11

职
工
总
人
数

1808

2140

1172

1150

1120

1211

1579

1485

1442

805

806

811

821

843

882

923

1011

1064

1050

1097

1095

1156

121 7

941

1144

1185

全
年
总
产
值

379．84

254．61

202．45

162

160

216．62

269．55

558．15

420．67

199．5

总

销

售

141

165

232

247

172．9

55．971203．8

288．9

298

527．8

592．6

445．2

515

558．7

655．9

686．8

747

803．2

685

525．5
I

17．05297．9
I

40．98561．9

垒

劳

率

员

动

产

(元)

2100

11 89

1753

1 432

1471

1 895

1935

2411

291 7

2479

31 74

3562

5650

5889

4451

4824

5050

5330

6005

6255

5978

6165

5605

5563

2367

2877

11．9

5．21

4．45

8

7

15

17

15．8

19．1

22．2

24．7

28．8

50．7

52．8

36．4

38．4

58．5

42．7

『墨l冀警蓄l粪嚣：

I盖l兰l蕞l数

15．66

15．25

1 7

18

25

22

28．8

41．9

71．2

99．5

115．9

140．9

144．4

—69

；189

门98

J256

6

6

9

9

31 ·284．5

17 1502．8

4．52 325．3

—11．8334．8

—6．74329。7

—4．97 593．5

55．8

45．46|

44．6

50

54

59

42

26．2

36．4

45．5

47．9

59．9

72．10

81．1

99．5

89．5

118．5

154．6

161．4

187．4

182．7

1 84．5

173。2

182．2

上交税利

营l所
业l得
税I税

工 资

总

额

人
元

平均

／月

52．82I 20．56

58．17I 41．56

42．08I 51

55．76l 26．6

42．01I 28．95

48．64I 27．11

58．571 52．75

57．68l 55．55

27．9 l·28．8
50．5 I 51．56

32．9 I 55．81

56．7 I 57．25

58．10l 57．00

42．4 l 40．06

45 I 40．65

48．6 I 40．06

53．5 I 41．74

63．5 l 50．24

68．8 l 52．26

71．5 I 54．74

81．1 I 59．49

85．5 l 57．50

71 I 65

66．2 48。2

82．8 l 58．2

说明l①总产值按1958牵、1970jF、1980年中央规定不变价格计算I②1984年后服装产
恤只按JJll工执计值，【6：I此，产仳大大低]：1985自1：-,⑨1980年至1985年职工总人数

中含“三来一补"服装加工年平均临时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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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1954年8月成立大埔县人民政府手工业管理科。

2，1954年10月16日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的大埔县埔城镇农具生产合作

社，主任赖学明。 j

5，1955年5月成立大埔县手工业劳动者协会。

4．1956年4月29日广东省手工业联合总社批准成立大埔县高陂陶瓷专业联社，与县手

工业联社分开，是属平行关系，仍归县手工业管理科统一领导。

5，1956年7月22日至25日召开了大埔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第一届社员代联表大

会，通过了联社章程，选举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

6、1956年底，我县手工妲进入合作化高潮，已成立97个社组7061人，r吁从亚人数94．4％

(包括陶瓷)。

7，1957年11月，郭宣华、黄绍然、廖知信、刘森松同志出席广东省手工业联社第一届

社员代表大会(包括陶瓷)。

8、1958年10月大埔丰顺了}县，丰顺县的陷隍、黄金、潭江、大龙华四个公社29个社组

1482人，划归我县手工业领导，1960；F10 J J省政府决定恢复丰顺县，上述社组人员，割回丰

顺县。
●

9、1958年10月县手工业管理科改为县手工业管理局，仍属县政府行政机关。

10、1958年8月“大跃进，，期问，将埔城成衣社，缝纫社、皮革合作工厂转为大埔县国

营服装皮革厂，茶阳椤葺果社、豆豉社转为大埔县国营食品厂，茶阳造船社、高陂造船社、三

河水上工具社转为大埔县国营船舶修造厂，枫朗石灰社转为大埔县国营水泥厂。1958年10月

50日高陂糖果社转为高陂圆营食品厂I高陂成衣社，车衣社，转为高陂国营服装厂。

11、1958年12)1大埔茶阳雨伞评为广东省出口优质产品。

12、1961年2月．为了加强小农具生产，成立了r{1共大埔县委小农具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1 5、1 961年11月11 El至14日召开大埔县手工业联社第二届笫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

联社、财务工作报告，修改县联社章程，产生了新的理、监事会。



14、1962年4月陈学玲、黄娘锡同志出席广东省手工业联社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

15、1963年5月5日至9日在湖寮召开大埔县手工业联社第二届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

通过了联社、财务工作报告，选举新的理、监事会。

16、1985年12月大埔县第一台50型戽斗武水轮机在专用厂(原高陂五金修配社)试制成

功，安装在高陂公社黄塘大队。

17，1964，fI：．5月25R至28日在湖寮召开大埔县手工业联社第三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

通过了联社、财务工作报告，产生了新的理．监事会，进一步贯彻了民主办社的方针。

18、1964-年5)929n在湖寮召开大埔县手工业劳动者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通过劳动协会示范章程，选举势阱委员会。

19、1967年2月梅县地区轻工业局在高陂专用机械厂召开全地区二轻“双革双新’’现场

会议。

20、1 968年7月51日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大埔县手工业领导小组，取消县手工业管理

局，保留手工业联社。 ．

21，1969年5月手工业领导小组并入大哺县社会主义建设工交邮电工作站，下设手工业

组。

22，1 972年1月成立大埔县手工业管理站。

25、1975年2 J】手工业管理站=J}：入县工业工作站革命委员会，下设手工业锊理股。

24，1975年4月撒销工业工作站革命委员会，成立工业局、二轻局，两块招牌，一套人马。

25，1975年4月22 I：1至28 1t召开中国共产党大埔县工业局(二轻局)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过了筹备-r：fi-报告，选举了党的委员会。1973年5月1 511县委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大埔县

工业局(二轻局)委员会。

29、1974--'F 6月5 11，原茶阳公社,ti0鞋厂收同县二轻，成立大埔县制鞋厂I原高陂公社

塑料厂收姻县二轻j{：入人埔县馒料制品厂。制鞋厂又于1976年11月25 FI并入大埔县塑料制品

厂。

27，1976年2月22 fj至25 11召开县工业(二轻)系统1975年“工业学大庆黟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共1 8 1人。

28、1978年大}j圣上艺美术厂生产的金漆木雅产品，评为广东省二轻出口优质产品。

29、1979年11月1 11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大埔县水轮机工业公司，原大埔县国营水轮

8



●

，

机厂改为水轮机一厂，原大埔县专用机械厂加挂的大埔县汽车配件厂取销，改挂大埔县水轮

机二厂，隶属关系、集体经济性质不变。、

30，1980年8月4日起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服装塑料厂与香港文光制衣厂签订服装来料加

工生产合同，有效期五年。

51，1980年9月11日县委批准成立中共大埔县工业局(二轻局)党组。 ‘-

32，1981年1月1日起根据上级指示中小农具的生产归大埔县社队企业管理局管理。

5弓、1981年8月17日县委关于改革现有工交行政局改为经济管理的专业公司，撤销二轻

工业局，改为二轻工业公司(局级)，企业编制十八人，同年9月县委批准成立中共大埔县二

轻工业公司党组。 ．

34，1983年1月28日至31日梅县地区第二轻工业局召开1982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

表大会。茶阳食品厂、服装厂出口车问、蚊香厂烟纸组评为先进集体，茶阳食品厂张友萱、

铸造厂丘敏臣评为先进个人出席分别授奖。

55，1984年2月22日县政府批准恢复大埔县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与县二轻工业公司台

署办公。
▲

·

。 1 9 8 5年
，

56、5月S日至14日，黄锦章同志参加大埔县赴香港经济考察团。 ，

37、7月1日颁发县二轻集体企业所有制退休基金统筹暂行办法。 ，

58、7月13日至24日，赖洪达、吴茂德、郭其鹿、饶乐先同志应香港利丰行(企业)有

限公司肖国祥先生的邀请，前往香港考察引进塑料加工机械设备。

59，8月5日至6日赖洪达同志参加广东省二轻集体企业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

40，9月26日大埔县中围银行批准外汇16万美元给塑料厂引进香港凹凸锁口袋制造机、

。聚丙烯薄膜压出机等设备正式投产。 ，

41、11月5日蚊香厂《三燕牌》中草药蚊香评为梅县地区二轻系统优质产品。服装塑料

厂，五金厂评为梅县地区=轻系统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42，12月50日企业整顿验收合格的_仃服装塑料厂、五金厂、铸造厂，蚊香厂，专用机械

厂，基本上合格的有塑料厂，农机具厂。

43，12月31日五金厂评为广东省二轻系统1985年企业管理(整顿)、扭亏增盈先进企业

的称号，蚊香厂三燕牌中草药蚊香被评为1985年F‘东省二轻科学技术进步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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