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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庆县二轻工业局职工宿含



序 昙宝
日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勤劳勇敢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极其

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手工业在我国更是源远流长，技艺精湛·手工业产品千红万紫，

绚丽多彩，早已驰名中外．它在增强国际交往，促进文化交流，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

活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崇庆县手工业通过组织起来。不断发展壮

大，截止一九八一年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

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生产配套服务，为外贸出口服务，为国家增加积累和换取外汇等

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我们在崇庆县志编纂委员

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出((崇庆县二轻工业局志》，以利于在

今后工作中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本部门的优势，扬长避短，因地制宜

地制定发展生产规划，加速“四化"建设。同时本志也是对二轻系统广大职工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和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极好教材。有助于提高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振

奋民族精神I有助于增强对我县手工业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I

有助于教育青年一代热爱本职工作，积极从事家乡社会主义建设。因此，这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工作，是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

蒲先治

一九／k-年十二月



尼 例

《崇庆县二轻工业局志))的编写内容，着重记述建国以来崇庆县二轻工业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手工业由个体到集体，由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的伟大变革，以及

在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

一，本志共分十编二十六章二十节，计约十五万字。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历史本来面

貌，为突出本部门的特点，体现本部门的优势，对工作编、企业管理编、主要行业编作

了重点编写。

二、资料来源： (一)、查阅省、地、县档案共3 3 l卷； (二)、查阅文献资料

3 2 O件， (三)、采录口碑l 6 6人次．

三、本志采用编年体，以记述为主，时为经、事为纬，插图立表补其不足，对崇庆

手工业近三十年的工作作了全面的记载，叙述出手工业发生、发展、壮大的面貌。

四、本志采公元纪年，记述起子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其中部份篇章为了记述

清楚事实，进行了必要的追溯。

五、为了避免繁琐，对有关较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不列入正文，列入附录以备查

考o

《崇庆县二轻工业局志》编写小组

一九Jk--"年十二月



编写小组人员名单

组长蒲先治

付组长丁大鹤

成员蒲先治 张昌华

丁大鹤 胡国新

胡仲寅 董思廉

董宽仁 程建华

主编胡仲寅

付主编董宽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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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C

崇庆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东连温江、双流，南与新津毗邻，西南界于大邑，

北接汶川、灌县。全境狭长而弯曲。．山、丘、坝兼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县之西北为

山地，山峦重叠，。、谷狭壑深。盛产竹、木、棕、藤宜于生产手工业产品。县之东南为平

坝，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沟渠纵横，是粮、油、菸、麻的产地，也是各种农付产品和手

工工艺品的集散地。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利用其地方优势，积极发展手工业生产，取得了
很大的成效。 c

早在唐代，崇庆县就以“唐安之丝”而驰名于世。棕刷、棕丝早在明代就远销日

本。滑代，竹编制品获省劝业会展览一等奖，受到赞赏。中华民国时期，全县沿袭下来的

手工业行业有棉麻纺织、成衣服装、制鞋、制帽、洗染、印刷、刊刻、制革、制笔、五

金、土陶、竹木家俱、竹棕藤草编织、修理服务等十多个行业。品种多，质量好，深受

人们喜爱。 、

中华民国末期，个体手工业遍布全县城乡各地，其中有少数手工业为合伙作坊。据

《温江地区手工业发展变化统计资料》记载。 “l 9 4 9年崇庆县专业从事手工业劳动

的户数为2 8 6 5。户，当年产值为I l 4．6 0万元"，但一般规模狭小，大多沿用古老·

落后的手工操作，生产水平十分低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旋，在加疆领导，组织生产自

救的同时，还在县供销社联合社的指导下，按照各区手工业生产特点，通过加工订货、

订购包销和贷款扶持等形式，积极组织原燃材料，使全县个体手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

和发展。一九五三年四月，在温潞地区建社工作组的领导和组织下，筹建了崇庆县第一

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即城关铁业农具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党和政府为了进一步加

强对个体手工业的行政领导，正式成立了崇庆县人民政府手工业管理科。同年九月二十

八日并组织了崇庆县手工业劳动者协会。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手工业合作化的

基础上正式组织了崇庆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 ‘．、

k 一九五六年，在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

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个体手工业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自愿互利”原则，

纷纷组成生产合作社。组和供销生产社、组。一九五七年底，全县共发展社、组i 2 4

个，入社人员3 1 i 1人，初步完成对个体手工业劳动者(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到集体所

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手工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后，由于“共产风"和‘‘浮夸风”的影响，全县有1 7个

社、组7 5 7人升级转入国营；3 2个社、组1 9 2人转入商业和其他系统， 2 0个

社、组4 5 4入下放给公社l还抽调3 1 5人上山下乡大办钢铁。调出资金、设备、原燃

材料等1 0万余元。到一九六。年八月全县手工业企业经过升、停、并、转后只存8个



个厂，3 1个社、组共l 5 6 3人．

一九六一年五月建立了崇庆县手工业管理局。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要求，对

全县手工业进行了调整，除将一九六0年下放给公社的手工业生产社、组收回管理外，

并将6个升为国营厂的转为生产合作社。增加了门市网点3 3 7个，使手工业生产进一

步适应了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通过调整．崇庆县手工业管理局积极领导各社、组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使部

分手工业社逐步改变了生产方式，由原来的手工操作向半机械化过渡。促进了生产的发

展，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全县手工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

一九六六年五月吱化大革命”开始后，崇庆县手工业社组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受
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环，规章制度被打乱，生产秩序松弛，无政府主

义思潮泛滥，管理人员不能安心工作，工人无法积极生产，导致全县手工业产值和利润

连续下降。直至一九七O年，由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手工业生产在极端困难的条

件下，逐步好转，产值利润逐年又开始回升。

·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

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的贯

彻，崇庆县手工业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得到恢复，从而调动了广大手工

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一九七八年三月到十月，根据国务院和省、地、县有关文件规定，崇庆县手工业管

理局所属3 0个社、镇手工业企业划归崇庆县社队企业局，同时将县城所在地的i 6个

企业合并为l i个厂(司)，，

一九七九年十月，根据温江行署(i 9 7 9)7 2号文件规定，将崇庆县手工业管

理局改名为崇庆县二轻工业局。其职能范围不变。

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一年，崇庆县手工业总产值共计l 7 O 7 6．3 8万元。在支

援农业方面，生产了铁制农具2 9 O．8 4万件，竹制农具3．3 2万件，木制农具

i 9．I 5万件，改±工具6。6 4万件，总计3 1 9。9 5万件。仅从一九六一年至一

九八一年二十年中，上缴国家税金9 6 3．8 9万元，留存企业盈余利润达1308．91万

元。全系统并增添了较先进的机械设备5 3 7台。 ．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崇庆县二轻企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力已

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产品质量日益提高，花色品种日益增多。广大职工决心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认真搞好挖潜、革新、改造工作，充分发挥二轻工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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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建置沿”革
。中华民国时期，崇庆县手工业未设有专管行政机构，由当时的实业所、实业局、建

设局、建设科兼管。据民国十四年(1 9 2 5年)《崇庆县志》及县档案馆有关资料记
载l民国十二年(1 9 2 3年)设立实业所，分设农、工。商三科。工科设有劝工局。
据省档案馆(全宗号1 l 5) (卷号2 9 8 2)资料记载： “民国十七年(1 9 2 8

年)实业所改为崇庆县实业局。民国二十年(1 9 3 1年)二月一日奉令改实业局为
建设局。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年)四川省推行新县制后，改建设局为建设科。该科

当时的主要业务工作是管农、林、水、交通事业，并兼管工业。临解放前夕，建设科这

个兼管工业的机构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中华民国时期建设科(局)历任行政负责人名单

机构名称 姓名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崇庆县实业局 肖志仁 局 长 民国十四年四月(1925．5．)

崇庆县实业局 任大钧 局 长 民国十七年(1928)
《

崇庆县建设局， 余家麟． 局 长 民国二十年(1931)． 一

崇庆县建设科 段克宽 代理科长 民国三十年(1941i2)
、

崇庆县建设科、．、 段克宽 科 长 民国三十一年(It942．4)
’～

崇庆县建设科 杜福明 科 长 民国三十二年(1943．9．)

崇庆县建设科 程泽模、 代理科长 民国三十二年(1943，．12)
‘。

了_

，

崇庆县建设科 程泽模 科 长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崇庆县建设科 罗宝兴 科 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崇庆县建设科 李济白 科 长 民国三十六年(1947．6．至1949．9．)

∥、。-二^P 。第一章历史沿革

j o一 第一节机构建立及其演变
。

i

一九五三年在国民经济恢复后，党和政府指示崇庆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生产股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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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工作。任务是指导各区个体手工业户与区供销社开展加工·订货业务。同时试点

组织铁、木、竹、棕农具加工厂和合作社工作。由于手工业人员增多，生产逐年发展·党

和政府为加强领导，从一九五四年起正式建立了手工业管理机构◆至一九七九年止二十

五年间机构演变共十二次．， 一， ．

一、一九五四年崇庆县人民政府正式设立崇庆县人民政府手工业管理科。代表人民

政府专管全县手工业工作。

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手工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成立崇庆县手工业生产

合作社联合、社。 (两个牌子“联合社、手管科"，一套人马)。

三、一九五八年五月，崇庆县工业科、交通科、手工业管理科同崇庆县手工业生产

合作社联合社合并，成立崇庆县工交局．内设崇庆县手工业管理科。

四、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根据中共崇庆县委组织部(1 9 6 0)|l 9号文件和县府

崇办(1 9 6 1)1 1号文件： “将原工交局分为第一工业局、第二工业局、农业机械．

局、交通局”。 (手工业归第二工业局管)

五、一九六一年五月，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为了加强领导，促进全县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生产发展，崇庆县第二工业局更名为崇

庆县手工业管理局。

六、一九六六年十月崇庆县手工业管理局又同崇庆县工交局合并，更名为崇庆县工

交手管局。

七、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一年，成立崇庆县工交革命委员会．

八、一九七一年九月，成立崇庆县工交手管革命领导小组。

九、一九七二年，崇庆县工交手管局分开，成立崇庆县手工业管理局。

十、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根据崇委函(1 9 7 8)l l号文件，崇庆县社队企业局

同崇庆县手工业管理局合并，称为崇庆县社队企业局。 ，：

十一、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根据川革发(1 9 7 9)9 6号文件精神，决定将崇

庆县手工业管理局同崇庆县社队企业局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六日分别设置，恢复了崇庆

县手工业管理局。
’

十二、一九七九年十月根据崇革函(1 9 7 9)1 Q号文件精神，崇庆县手工业管

理局更名为崇庆县二轻工业局。

。 第二节内部机构及职工人数
’ ，

一、崇庆县手工业管理科时期内部未设置组织机构，有工作人员六人。

二、崇庆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时期内部设有行政股、财务股、业务股，生产

般、组导股等机构，有职工三十一人。

三、崇庆县工交局时期内部设置有手管科和业务股·全局职工六十七人· (手管科

六人)。
0“》四誊崇庆果=工业局时期，内部设置业务股。 ： ．．jli．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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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崇庆县手工业管理局时期，内部设置办公室、财务股，生产股、供销经理部．有

职工1 7人。

六、崇庆县工交手管局内部设置办公室、政工股、财务股、生产股、供销经理部．

有职工四十人。

七、崇庆县工交革命委员会时期，内部设有办公室、供销股，生产股、财会股。有

职工四十人。

八、崇庆县工交手管革命领导小组时期，内部设有办公室、供销股、生产股、财会

殷。
九、崇庆县手工业管理局时期。内部设置办公室、政工股、财务股、生产股、供销

-经理部，工艺美术公司。有职工五十七人。

十、崇庆县社队企业局时期内部设置办公室、政工股、财务股、生产股、供销经理

部、工艺美术公司。手管局职工三十七人，实际专管的六人。

十一、崇庆县手工业管理局时期，内部设置办公室、政工股、财务股、生产股、供

。销经理部、工艺美术公司。有职工三十五人。

十二、崇庆县二轻工业局时期内部设置办公室、政工股、财务股、生产股， 科技

般、工艺美术公司，二轻供销公司，建筑设计室。共有职32六十六人。，蔓其中：全民三十
．九人，新集体二十七人．) 玎警f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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