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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续修《永安市二轻工业志》付梓问世，是二轻文化建设的成果，可喜可贺。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987年底，第一部《永安市二轻工业志》

编竣成书。2006年4月，根据永安市关于开展第二届志书编纂工作意见的要求，

永安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成立工作机构，指定专人，负责二轻工业志的编纂工

作。

《永安市二轻工业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

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永安市二轻集体工业企业20年来艰

苦奋斗、由盛而衰的历程。印证了“科技是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进则

退”的真理。总之，它为人们了解永安二轻工业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是服务当代、

惠及后世的宝贵历史经验总结。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值此《永安市二轻工业志》问世之

际，我谨代表永安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向关心、支持、指导《永安市二轻工业

志》编纂工作的领导、仁人志士和编写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永安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 林梦钦
二oo七年九月十八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永安市二轻工业

(城镇集体工业)的改革发展，兴衰沿革。

二、本志记述1986年至2005年二轻工业(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史(个别章

节资料延续至本志印行时为止)。

三、本志以志为主，辅以记、述、表、录，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

四、本志采用章节结构，按事物性质分类设章，章下设节、目、子目，横排纵

写。 ，

。

五、本志数字使用遵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二轻系统档案，企业上报材料、厂史、企业发展大事

记、1994年版《永安市志》、2000年版《福建省志二轻工业志》、1990—2004年

《永安年鉴》、当事人提供的实物证书和复印件，以及相关书籍报刊。

各项数据以市统计局、本系统(二轻工业总公司、二轻局、二轻工业公司、城

镇集体工业联合社)财务、统计部门和企业历年统计上报、公布的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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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轻工业志

概 述

1986年一2005年是永安市二轻集体工业企业艰苦探索，改革创业，改制重组

的20年。在此期间，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步伐，为二轻集体企业

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非公经济的

迅速崛起，二轻集体企业因体制、人才、资金等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现

代化经济建设的迅猛浪潮，永安二轻人始终努力探索改革发展之路，为永安的经济

发展和安排城镇劳动力就业作出贡献。

回首永安二轻企业20年兴衰史，按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持续发展、探索

改革、改制重组三个时期。

一、持续发展时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有艰苦创业精神的二轻系统广大干部职

工，抓住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机遇，依托原材料计划内供应的优势，着重发展塑料

工业，同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企业增产增收，生产出一批省优产品，产品产销两

旺，业绩喜人。

1986年二轻系统企业合计22家(包括第一塑料厂和复合袋厂)，共有职工

3509人；工业总产值为5596．64万元；产品销售收入5126．17万元；利润总额为

322．74万元，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0％，是永安市工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企业最多时达30家，其中塑料工业占主导，其工业产值占二轻系统总产值

的比例最高时达45％。这一时期，二轻干部职工努力探索，大胆实践，抓住机遇，

将企业做大做强，效益逐年递增。其主要措施和业绩如下：

一是按照集体企业可以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

配，职工集资，适当分红，集体积累，自主支配的原则，开拓资金来源，率先在纸

箱厂实行“损益共担，折股联营”试点，随后在第二塑料厂、塑木制品厂、羽绒服

装厂、家具工业公司发动职工人股，实行股息与股金并存，以扩大生产资金，调动

职工积极性。

二是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1987年3月，市政府决定恢复第二轻工业局。

1988年1月，公开招聘二轻局局长，由局长聘任副局长和各科室人员。同年4月，

二轻企业开始公开民主选举厂长，此后，民主公开选举成为二轻企业产生企业负责

人的主要方式。1994年4月，经公开民主选举的李依悌厂长荣获“福建省劳动模

范”称号。

三是招商引资扩大生产。1989—1992年间，二轻企业先后与福建省粮油食品

进出口集团公司和香港华泉有限公司，香港高美发展有限公司，香港联华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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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燕泉金属容器有限公司、燕荣塑胶有限公司和永联纺织制品

有限公司。
．

四是强化产品质量管理，创省优名牌产品。五金厂荣获“省级先进企业”称

号。第二塑料厂、钢锉厂、铁工厂、包装装潢厂名列省基础级企业。钢锉厂、第二

塑料厂、第三塑料厂、丝钉厂、包装装潢厂和工艺美术厂6家企业通过省级三级计

量考核验收。

在争创名牌产品方面，创省优产品8种：钢锉厂生产的“燕江牌”三角锉；铁

工厂生产的“工字牌”中碳钢高强韧淬火钢球；第二塑料厂生产的“白鸽牌”聚氯

乙烯凉鞋；第三塑料厂生产的“燕城牌”全塑鞋；工艺美术厂生产的“九峰牌”装

饰镜、“升辉牌”镀膜玻璃和热反射装潢玻璃；包装装潢厂生产的框架芯纸瓦楞纸

箱。其中铁工厂“工字牌”中碳钢高强韧淬火钢球的生产技术已达到80年代国家

先进水平。另外还有丝钉厂生产的“飞燕牌”钢钉，家具工业公司生产的成套卧室

木家具，第一服装厂生产的“永榕牌”时装等7种产品在全国、全省同行业产品质

量评比中获奖。

在开发新产品方面：第二塑料厂改进产品工艺设计t，改善产品结构，开发生产

花童鞋、人字拖鞋、十字健身拖鞋等新产品；第三塑料厂投资10万余元，进行技

术改造，开发了14种新产品；第四塑料厂也开发了画镜管、缠绕管、喷灌管、冷

饮管、中空桶等新产品；包装装潢厂通过改用自制玉米粉粘合剂，提高产品质量，

获得产品出口许可证书；五金厂生产的200L钢桶由三级包装产品升为国际危险品

二级包装产品；钢锉厂加强企业设备管理和技术改造，产品质量提高，其主要产品

三角锉在全国同行业产品评比中获第二名，并获得外商的好评。

二、探索改革时期

1993年3月1日，国家轻工业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发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等配套文件。

1993—1994年，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二轻企业改革的意见，二轻集体企业

全面推行股份合作制一揽子改革。两年内，成立1家股份合作制企业，16家集体

所有制企业先后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改组后，17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总股本为

2642．2万元，其中二轻联社法人股414．56万元，占15．84％；吸收职工投股

297．65万元，占11．27％，人均投股1750元；企业集体股1928．03万元，占

73．65％。股份合作制企业为企业发展注入了资金，通过民主选举董事会、董事长、

监事会，产生新的企业领导机构和管理人员，并向持股人发放股权证。

1994年5月2日，我市遭受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灾害，二轻系统13家企业遭受

严重损失，其中第四塑料厂、丝钉厂、家具工业总公司、第三塑料厂、塑木制品

厂、羽绒服装厂、广告装修公司被洪水淹没；冠达塑料发展公司、燕泉金属容器有

限公司、燕荣塑胶有限公司、钢锉厂、工艺美术厂、铁工厂遭遇严重塌方。受灾企

业直接经济损失609万元，其中塌方损失36万元，建筑物损失25万元，设备损失

253万元，产品(成品、半成品)损失128万元，原材料损失167万元。由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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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设施和电气设备严重损坏，企业短期内无法恢复生产，部分使用进口设备的企

业停产1个月，停产损失约175万元。自然灾害使本已举步艰难的二轻企业雪上加

霜。1995年，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亏损经营状态。家具工业总公司、丝钉厂等企业

先后停产整顿。

为谋求发展，1996年6月，冠达塑料发展公司与香港华光公司决定合作经营，

成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冠华塑料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塑料拖鞋及塑料制品。

1997年，二轻系统工业总产值13969万元，销售收入12359万元，利润97．73

万元。其中冠华塑料有限公司开局甚佳，工业产值2765万元，销售收入2317万

元，利润19．82万元，泡沫拖鞋出口交货552万双、2102万元。此后，二轻系统

工业主要是靠冠华塑料有限公司、燕泉金属容器有限公司、燕荣塑胶有限公司3家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及第四塑料厂、工艺美术厂、五金厂等主要骨干企业支撑。其他

企业逐步萎缩、消亡。

1999年一2000年，二轻系统响应“质量立市”号召，开展IS09002质量体系

认证工作。燕泉金属容器有限公司、冠华塑料有限公司先后通过国家质量体系认

证，取得了IS09002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取得质量体系认证后的冠华塑料有限公

司乘势进取，将产品远销东南亚及非洲地区，当年出口创汇达450万美元。该公司

荣获“三明市2000年度十佳侨资明星企业”称号。

三、改制重组时期

二轻企业改制重组工作始于1999年，这一轮企业改制突破了所有制的局限，

主要做法是：对产品有市场的企业进行改制重组生产，保留生产力，以解决职工就

业问题；对有资产可以出租的企业，充分发挥资产效益，租赁收入主要支付职工基

本保障费用，几家特困企业因无财力缴纳医疗保险费用，采取企业负担一部分，向

职工筹借一部分，分三年缓交的办法解决职工参加医保问题；对资不抵债或不宜存

在的企业实施破产或解散。2001年8月，曾使二轻工业辉煌一时的冠华塑料有限

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宣告破产，二轻工业失去半壁江山。随后，与之关联企业冠达

塑料发展公司、燕荣塑胶有限公司相继破产。从此，二轻工业急转直下，到2002

年，全行业能维持正常生产的企业只剩7家，二轻企业进人全面改制重组时期。

1999年至2004年重组生产的企业有5家。1999年底，钢锉厂难以维续，遂将

企业原有的钢锉和汽配两条生产线向职工出售，重组成立了2家私营企业燕江锉刀

有限公司和顺安汽配有限公司；2000年8月，第四塑料厂部分职工，以债权置换

设备重组成立建牌塑胶有限公司；2000年9月，升辉镀膜玻璃厂整体改制为私营

企业升辉玻璃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11月，刻印社整体改制为私营企业金玺印章

有限责任公司。

2001年至2005年，先后实施破产、解散的企业有：冠华塑料有限公司、冠达

塑料发展公司、燕荣塑胶有限公司、钢锉厂、汽车配件厂、第三塑料厂、五金厂、

升辉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为做好丝钉厂、铁工厂、家具工业总公司、第三塑料厂4家企业的改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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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二轻局)向市财政借款78万元购买了华融公司的1973．78

万元抵押债权。此后条件成熟一家，则改制一家。

据2005年《永安市统计年鉴》，该年二轻系统工业总产值1930万元，销售收

入1550万元，利润13万元，在永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及1％。能正常生产的企

业仅剩燕泉金属容器有限公司1家。

20年二轻企业兴衰史，记录了二轻人的艰苦奋斗历程。二轻人辛勤劳动，用

汗水和智慧为永安的经济发展创造财富，作出应有的贡献。二轻企业在艰难发展的

过程中，也有过辉煌，产品也曾飘洋过海，出VI东南亚和非洲各地，得到海内外人

士的赞誉。但是，在快速奔流的经济浪潮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体制、资金、技

术、设备、员工素质等诸多限制，经历半个世纪风雨的二轻工业，面对蓬勃发展的

非公经济企业，已失去优势和竞争力，不得不淡出永安工业的大舞台，而历史永远

不会忘记——心灵手巧、勤劳勇敢的永安二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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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记

1 986年

1月 二轻工业总公司组织扶贫致富工作队，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发展生产。

4月 羽绒服装厂与市外贸公司签订联营收购羽毛加工出口合同，两家实行工

贸联营。

6月 洪头山排水冲塌家具工业公司平房，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

7月．纸箱厂开始实行损益共担，折股联营。第二塑料厂、塑木厂、羽绒服装

厂、家具工业公司也发动职工投资人股，实行股息与股金并存。

8月 铁工厂购买生产超高强韧淬火钢球工艺专利。纸箱厂被定为企业折股经

营试点；第二塑料厂发行厂内股票543股(每股200元)，集资10．86万元。

9月25日 市经委批复同意恢复铰链厂独立核算，进行工商注册，仍隶属于

家具工业公司。

10月 因五四路拓宽改造，第三塑料厂、竹器厂、塑木制品厂、羽绒服装厂、

大理石厂被拆用建筑面积662．46平方米，其中底层占地面积308．1平方米。

11月19日 第四塑料厂党支部成立。

12月9日 成立中共永安市二轻工业总公司总支部委员会，郑永成任总支书

记，陈健生任总支副书记。是月，永安市二轻局获省二轻厅、省二轻集体工业联社

表彰，奖给“经济效益好，无亏损企业”锦旗一面；永安市二轻工业总公司获三明

市二轻局表彰，被评为1986年度先进局。

1 987年

2月12日 第四塑料厂临时汽油库发生火灾，烧毁房屋3间；18日二轻工业

总公司机关党支部成立；28日纸箱厂与矿泉水技术开发公司联营，成立永安市包

装装潢联合厂。

3月25日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恢复永安市第二轻工业局，撤销二轻

工业总公司。新恢复的二轻局由副局长施源本主持工作。

4月25日 撤销二轻工业总公司党总支，成立中共永安市第二轻工业局总支部

委员会，隶属经委党委。施源本、吕全堂、陈健生任党总支副书记。

6月4日 日用品厂更名为工艺美术厂日用品分厂，由工艺美术厂管理；9日

纸箱厂与文化用品厂合并成立永安市包装装潢厂。

10月30日 包装装璜联合厂停业。

11月12日 经委党委批准成立中共永安市塑料工业企业临时总支部委员会，

由一塑、二塑、三塑党支部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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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五金厂陈明辉等人随副市长郭宏都赴日本考察18L方罐生产线；《永安

市二轻工业志》编竣印发，该书翔实地记述了永安二轻工业(手工业)历史发展和

现状，史料下限至1985年12月31日止。1993年4月《永安市二轻工业志》等7

部志书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修志成果展览。

1988年
7

4

1月 市委决定公开招聘二轻局领导干部；下旬国家科委顾问杨凌到我市检

查“星火计划”项目一一铁工厂中碳淬火钢球。

3月30日 第四塑料厂“建牌”商标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注册登

记，可使用于聚氯硬管、聚氯软管、聚乙烯管和聚乙烯水斗等。

4月 靳松林任第二轻工业局局长；工艺美术厂公开民主选举厂长，李依悌获

多数票，当选为厂长。二轻企业公开民主选举厂长由此开始。

5月11日 市政府批复同意成立永安市塑料工业公司，包括第一。二、三、

四塑料厂等企业，但未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

8月23日 市总工会同意恢复竹器厂工会委员会。是月金银首饰加工社在西

门路8号开业。

9月9 El一14日 全国轻工产品出口展览会在北京举行，永安市竹器厂生产的

竹串荣获国家轻工业部授予的“轻工业部优秀出口产品铜质奖”，随后，该厂又被

国家轻工业部评为“1987年度全国轻工业出口创汇先进企业”。 ，。

9月 金银首饰加工社向银行贷款30万元赴河南购买黄金被骗，事后有关责

任人分别受到行政撤职、降级处分、刑事处罚。

11月20日 二轻系统工会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1 989年
2月24日 市经委党委批复同意成立羽绒服装厂党支部。

3月1 El 团市委批复同意成立二轻局团支部；是月，五金厂与福建省粮油食

品进出口集团公司、香港华泉有限公司合资创办燕泉金属容器有限公司。

4月1日 塑木制品厂更名为塑料制品厂；22日 二轻系统召开第二届团员代

表大会；是月，二轻局老年体育协会成立；25日 市外经贸委批复同意成立金燕

织造有限公司。

5月 二轻系统共青团总支成立。

9月6日 市外经贸委批复同意成立永联纺织制品有限公司。

11月 工艺美术厂生产的燕江牌木框礼品镜通过全国日用杂品质量检测中心

例行检测，各项指标全部合格。

12月26日 第二塑料厂、钢锉厂获“省基础级企业”称号； 31’日 市二轻

局批复同意第三塑料厂兼并塑料制品厂。

1990年
1月16日 家具工业公司退出金燕织造有限公司，改由智胜化工公司与港方

合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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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轻工业志

2月8日 二轻局成立工业生产调度室，5月、7月又先后成立保密工作室、

内部审计室。

4月29日 市经委党委批复同意撤销塑料制品厂党支部。

5月24日 家具工业公司沙发车间改为家具工业公司沙发厂，为公司分支机

构，专门生产经营沙发、床垫。

9月14日 二轻局党总支决定成立竹器厂党支部。

10月 林之桐任第二轻工业局局长；包装装潢厂生产的日光灯架框架纸箱经

中国包装技术协会科技中心评比，荣获全国纸包装科技成果奖。

12月10日 工艺美术厂计量工作经福建省标准计量局验收合格，并发给计量

验收合格证书。

12月 铁工厂通过省级考核，获“省基础级企业”称号，其产品“工字牌”

钢球获省优产品证书。包装装潢厂荣获全国纸包装技术成果奖。五金厂荣获“省级

先进企业”称号。

1 991年

2月2日一3日 二轻集体工业联社召开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林之桐为

主任，于文志、赖霭民为副主任；21—26日省二轻系统1990年度财务汇编工作会

议在我市召开；24日林之桐当选为福建省二轻集体工业联社第四届理事。

3月12—14日 省二轻工业企业现场管理工作会议在我市召开。

4月16日 经市编制委批复同意，第二轻工业局成立政策研究室。

5月8日 二轻系统工会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于文志为系统工会主

席，李金灿为副主席，张天赐为女工委主任；22日工艺美术厂生产的电钟刻花装

饰镜参加由轻工部全国制镜行业协会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的全国制镜行业优秀嘶产

品质量评比会，被评为优秀奖。

7月9日 经市政府同意，原塑料制品厂从第三塑料厂分出独立设厂，定名永

安市塑木制品厂；30日五金厂计量工作通过三明市标准计量局考核评审，并发给

计量验收合格证书。

8月 因经营不善，第三塑料厂停产。

9月27日 第二塑料厂科技成果《双组份PVC复合发泡片材及制品》通过省

二轻厅专家组鉴定，并发给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10月22日 经三明市加强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评审和现场考核，永安市包装

装潢厂评定为“省基础级企业”。

11月10一12日 我市二轻局组队参加三明市商品展销会，展销泡沫拖鞋、三

角钢锉、梳妆台镜等10多类商品，第二塑料厂、羽绒服装厂、皮革厂在会场设点

摆摊。

12月 钢锉厂生产的100—150毫米钢锉、工艺美术厂生产的真空镀膜装饰镜

荣获省优产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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