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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龙再兴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编纂

既具时代特色，又有地方特点的新志书，是历史赋于我们的使命。

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我局修志人员，经过三年的努力，《嘉

鱼县轻纺工业志》终于成书了．

嘉鱼地处江汉平原东端，历史悠久，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

乡”．南唐保大十一年(953)置县后，手工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

个组成部分，对繁荣嘉鱼经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代剥

削阶级的横征暴敛，极大地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前夕，嘉鱼县手工业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

新中国建立后，广大手工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

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创业，使落后的手工

业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现

代轻纺工业体系。尤其在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轻纺

工业发展速度更快，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经济效益，在1 985年

的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轻纺工业已占48．89叻，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的80。lo％，成为“振兴嘉鱼县一的支柱工业·

真实地记叙嘉鱼县近百年来轻纺工业从手工生产向机械生产的

发展历程，揭示我县轻纺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嘉鱼县轻纺工

业志》的宗旨。本志提供的历史事实和资料数据，为研究我县轻纺

工业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因而本志是领导者的智囊，决策者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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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开拓者的响导，管理者的益友。

本志之所以能顺利诞生，是与县志办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分

不开的，在此表示谢意。同时，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力不从心，

错讹漏遗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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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章节体排列，采用语体文，图表、照片随文附载。

二、本志上限依事上溯，下限至1985年底止。

三、本志采用规范的简化汉字，朝代纪年括注公元年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以公元纪年．

四、本志计量单位遵从习惯，用米、公里、斤，吨、亩等，特

定的计量单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括注换算关系．

五、本志所载地点，为事物发生时地名，如有变更加注今名；

厂名按厂址所在地书名，如“嘉鱼县第一织布厂一，处在陆溪，即记

为陆溪织布厂．

六、本志因事叙人，机构中的负责人只记正、副职．《人物》

收录对轻纺工业贡献较大的已故人物．

七、数字表述，除历代及民国纪年用汉字外，其余均用阿拉伯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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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嘉鱼古名沙阳堡。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始称嘉鱼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60年4月并入武昌县，翌年11月分县至

今。

嘉鱼县处长江中游南部，东临成宁，南连蒲圻，东北与武昌接

壤，西北隔长江与洪湖，汉阳相望。境内东南部为幕阜山残丘，地

表为深厚肥沃壤土，是粮、麻、茶的主要产区；西北部为长江冲积

平原，地表油沙土壤，极宜种植水稻、棉花；在长江中，有7个大沙

洲盛产芦苇，是湖北省造纸工业的主要原料产地之一·此外，金县

丘陵，平原有宜林面积31．76万亩，营林面积28．sT亩，平原地区

栽植的速生杨是造纸工业的木浆原料。

平原地区，农民历来习种棉花。民国二十二年(1933)有棉田

8万亩，年总产量在179万斤(指市斤，下同)左右．日本入侵嘉鱼时

期，产量逐年下降，到1949年仅产45万斤．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多方扶植棉农，引进良种，改进

耕作制度，实行统购统销，依质论价，棉田面积不断扩大，产量逐

年上升，到l 957年，总产量为31 6万斤．以后又随着栽培技术的进

步，单位面积产量年年上升，l 985年全县有棉田5．23万亩，总产量

585页斤。

丘陵山区，种植苎麻的历史悠久．清光绪年间(1 875年左右)

曾载入史册。民国初年(1 91 2年左右)麻产量在100万斤以上．日

本入侵嘉鱼后，日商常以lo斤苎麻换1斤食盐贱价收购·民国三十

二年(1943)总产量不到80万斤，到1949年苎麻面积仅7530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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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只有59。s万斤。

1953年，国家调整价格，每斤苎麻可换食盐4斤或大米7斤．

1957年全县有麻地1．98万亩，总产量273万斤。1983年，国家对外开

放，中国原麻倍受外商欢迎，麻纺织品畅销，价格猛升，农民种麻

热情空前高涨，少数地方出现弃粮种麻趋势，到1985年金县麻地己

扩大到2．61万亩，总产量上升到641万斤

嘉鱼县轻纺工业资源丰富，但近百年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社会制度下，大量的资源只能以初级原料出口，手工业始终处于原

始的自然经济状态，轻纺工业发展极其缓慢。民国二十三年(1934)

县内仅有织袜者三，四家：民国三十六年(I 947)金县有打线，织

袜者26人．到民国三十七年(I 948)有商人孙家煊在白云山开办织

布工厂，聘请师傅，制造了木织机，后因资金困乏，原料缺短，未

出寸布而关闭，只在县城开设一家弹花店。l 949年统计，全县个体

手工业人数为867人，占嘉鱼县总人口的0．61呖，其中金属制品152

人，木材制品316入，竹篾制品128人，缝纫78人，日用棉织品165人，

弹花20入，皮革制品8入；总计完成工业总产值87．ol万元，占全县

工农业总产值的3．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动员手

工业者互助合作，开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1950年春，县供销合

作社发动孙家煊和失业纺织工人赵守益办起了。嘉鱼县和平织布生

产合作社”，用洋纱织出了嘉鱼历史上的第一匹白布。I 950年5月，

37名打线业主和工人组成了-嘉鱼县合兴联营打线工业社”。1952

年1月，政府投资一万元，由徐世呜牵头筹办了。嘉鱼县人民印刷

厂”(1 968年改称一嘉鱼县印刷厂”)。I 952年l 2月由l 2名入朝

战士家属，在县民政科的扶植下创办了膏嘉鱼县烈军属织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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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改称Ⅳ新华染织厂”，1979年又改称“嘉鱼县床单厂一)·

嘉鱼县的轻纺工业开始萌芽。

1953年，政府贯彻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主体，改造两翼”的

总方针，号召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年底组成了

城关和簿洲两个联营酒厂，3个缝纫小组，城关、簿洲、陆溪3个木

业小组，以及4个镇的铁业小组。

此后随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一些互助小组，逐渐升级

为合作社。到1 957年止，在全县轻纺工业中，地方国营企业有3个：

(人民印刷厂、新华染织厂、新建酿酒厂)，集体企业有lo个，(缝纫、

木业和铁业高级合作社各1个，篾业社4个，鞋业、白铜秤和五金修

理合作社各1个)，还有13个互助小组·总共从业人数839人，工业总

产值366．06万元，(其中国营企业产值43．58万元)·

1 958年下半年，国家提出。以钢为纲”，工业战线确保一钢帅上

马”，轻纺工业停车让路、大部分职工抽去炼铁，挖煤。同年实行

_大跃进一，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升级过渡，城关的铁，木、五金合

作社都升级为国营工厂，其他各集镇的手工行业均分别聚合到公社

驻地大办机械厂。集体经济遭到削弱，市场商品紧张、锄头，镰

刀，铁锅等生产生活用品奇缺。

1 961年1月，中共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嘉鱼县委在贯彻执行中，对盲目升级过渡为国

营的城关五金厂和铁、木业社恢复原来的集体经济性质；转为公社

企业的陆溪镇修理服务行业，调整为搿一社多组，分散经营”，允

许老匠人恢复生产名牌产品，形成一些父子组，夫妻组等摊点店铺，

从而便利了城乡人民生产生活，市场出现了生机．

1 962年开始整顿，把分散了的各手工行业重新组织起来，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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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开展一坚持社会主义”、 “面向农村”的思想教育。这次整顿

经过三年，到1965年，全县手工业得到全面恢复。1966年轻纺工业

总产值上升到l 41．28万元，比1 961年提高了33．08％·

1966年口文化大革命”开始，嘉鱼县的轻纺工业遭到严重的干

扰，1969年工业总产值仅67．69万元，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下降到最低

点，但是，企业中的广大职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排除干扰，坚守

岗位，搞好生产。新华染织厂试制出嘉鱼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床单；

陆溪、渡普两镇的手工业工人创办了纺织电机厂和纺织配件厂；簿

洲的铁、木行业转产出橡胶轮胎，篾业转产柳编制品；县城的铁、

木业生产出机耕船和脱粒机，生产街的居民还创办了玻璃厂。

到l 9"／7年，嘉鱼县从落后的手工行业，发展成为拥有造纸、印刷、

酿酒、玻璃、力车、轻工模具、床单等多种结构的22个厂家，职工

人数1766人，年总产值731．93万元，为1 969年十倍多。

1978年，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嘉鱼县的轻纺工业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膏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指引下，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引进人才，引进

技术，开发新产品，实行口两级承包”，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

轻纺工业局机关改变工作作风，给企业松绑放权，改革干部任免制

度，实行民主管理、使企业由生产型逐步转为生产经营型，由上级

计划生产转到以市场信息反馈以销定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到

1985年止，金县已拥有17个轻纺行业，38家工厂，2个经销公司，共

有职：126550人，固定资产2985．82万元，机器设备2694台(套)，

生产经营床单、丝绸、棉布、内衣、羊毛衫、服装、皮鞋布鞋、袜

子、棉麻纱、玻璃器皿，饮料、纸张、书报、篾柳制品、家具、电

机、轮胎，纺织配件、轻工模具，五金阀门等产品，年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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