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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今编写《北川县二轻工业志》，是社会主义建设之所需，是地

方工业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

是，秉笔直书，全面系统地记叙本县二轻工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

重点反映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来二轻工业生产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教

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尽管在前进的遭

路上也有过停滞和几次波折，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调整和整

顿， 充分发挥二轻工业的众多优势， 不断加快二轻工业的前进步

伐，为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北川县二轻工业志》的编篡，承蒙县志办不断的指导，县档

案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经过一年多来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提供

资料诸位同志的大力帮助，特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二轻机构变革频繁，有些年历史资料残缺不全， “口碑"

记叙欠详，加以编写人员才疏学浅．有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指正．

北川县二轻工业局

一九八七年八月



编 写说 明

一、本志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

未来的原则， 通过查阅县档案局之有关案卷和本局档案共3 2 5

卷，摘录资料卡片．7 3 4页，约1 6万多字，经8 O多人次采录的

“口碑"和核实，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编

写，用语体文，共七章二十五节，约五万字，附有反映生产发展等

历年各项数据表有七，现有企业示意图和住宅及名牌产品各种照片

九张．

二、提供资料来源：除档案中之历次总结和各项数据资料尽力

查证核实外，并由多年从事二轻工业工作熟悉情况的黄治仁、宋协

云、姜定周、杨林、梁允中、车学文、马逢友，任颜清、赖正贵、

赵云山、曾庆三，左成周、蒋洁芳、陈光会，李民英、王绿鸣等提

供了史实，每写完一章还分行业召开座谈会进行核实，力求做到全

面，系统、准确·
’

三，本志断限时间：因历史上从未有过手工业专志，虽有民国

二十一年《北川县志》卷之六工艺沿习有一点涉及，但粗略简单，

挂一漏万，故在追溯历史状况时，尽量按能追溯到的时期，以简略

笔法记叙。上限原则上断至l 9 l 1年，下限断至l 9 8 5年，个

别史料也有超前。

四、本志记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实，简称“建国后，，或“公

l



元某某年”；中华民国及其以前时期，简称“民国时期’’或“建国

前"(公元某某年)

五、鉴于区乡手工业社划归乡镇企业，数据资料从1 9 7 8年

至1 9 8 5年，仅记叙县城曲ttI J也区所管辖行业的范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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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县二轻系统现有厂社座落示意图



北川县二轻局机关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李俊兰．

王 慧、

后排：张正寿、

梁允中、

王朝英、

谢光会、

邹予江、

王 良、

姜定周、

罗 平。

陈先元、

杨 林、

郭仕嘴、李光明

杨正相、杨培林

史成中



北川县j二轻局职工住宅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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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县服装一厂



水泥空心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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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漆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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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川地处川西北高原边陲的大山区，野藤竹棕资源丰富，林木

繁茂，矿源富足。千百年来，这里的劳动人民利用地方优势，就地

取材，发展与农业息息相关的铁、木、竹、棕农具和生活用具。勤

劳智慧的手工业者多系祖传技艺、从小学艺， 四处奔波， 历尽艰

辛，为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县政府对待手工业，既不倡导，也不扶持。。不仅未

设专门机构，也未设过专职人员。手工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生产

得不到进_步的发展，长期沿用古老笨重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很低

下。据民国二十一年《北川县志》中工艺沿习记载： “邑中工艺尤

不发达，其竹、木、泥、石、缝纫、制铁等工多系远方来者，所出

制造品惟日用器物与夫农器，但求坚牢耐久，罕有奇巧之习’’。已

将当时的手工业情况勾画尽致。民国时期，手工业是随着时局和民

风民俗的变迭而演变的。主要有榨油、。酿酒、挂面、粉条加工、造

草纸，以及竹、木、 棕农具和生活用具， 尤以铁农具为最，。还有

泥、石、漆。雕、 缝纫、 以及片口等羌族地区编织的麻布衣和极

少的金、 银、 铜、 锡器的加工修配。 这些行业都是分散个体经

营，自产自销，设备简陋，。劳动效率低，政府无人管理，听其自生

自火。尤以民国后期，在政局混乱，货币贬值，物价一日几变的艰

难岁月里，使手工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走上穷途末路，被迫停业

1



的境地。

建国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扶持下，对于工业加强

了领导．对产品实行加工，订货、包销的政策，使手工业很快得到

恢复和发展．一九五。年全县城乡仅有个体手工业1 2 O户，从业

人员2 5 O人。一九五四年首先在曲山试办了木业生产合作小组，

继试办六个铁业生产合作小组， 从业人员7 5人， 当年总产值

l-4 5万元。随着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全县9 O·4

％的手工业者都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据当年统计， 全县建立各类

社、组5 O个，从业人员4 8 7人，实现了由个体到集体的伟大变

革。一九五七年手工业总产值达3 4·5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的l 4·4 9％，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8％，实现了手工业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将手工业管理机构撤销，基层企业

大搞“升级过渡"，转为国营， 或大合并下放乡办农具厂， 被平

调资金5·5万元，使集体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为了全力为“钢

铁元帅"升帐服务，弄得市场上生活用具奇缺。到一九六一年，有

1 3个厂发生亏损，亏损额为1 5 5 2 4元，产值下降为3 l·l

万元，较一九五七年减少9·8 6％，使手工业生产受到一次严重

折腾．
。

经过一九六一年八月手管局的建立、手联社的恢复，对手工业

《三十五条》的贯彻， 将盲目转为国营的企业， 恢复为集体所有

制、自负盈亏的生产合作社，并获得5·5万元退赔款的滋润和精

简下放费l·1万元。使手工业集体经济很快恢复元气，生产迅速

回升．经过调整后，一九六五年有企业5 4个，职工5 6 6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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