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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筑业

第一节建筑设计

1977年以前，境内大型建筑物的设计均由境外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1977年8月12日高平县设计室成立，为高平县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内设机构，编制

人数为8人。1983年，经山西省建设厅批准为二级设计单位。1984年行政机构改

革，设计室成为独立核算、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编制人数12

人。1993年，更名为高平市设计室，2000年改为高平市开元设计室，共有员工23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2名，国家注册二级建筑师2名，工程师7名，助工3名，

技术员9名。

1977年，高平县设计室开始建筑设计，至1984年完成设计项目200余项，其

中代表设计项目有：高平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平县长平影院、高平县水利局办公大

楼、高平县新庄煤矿俱乐部。1985年至1996年完成设计项目746项，完成设计投

资32000万元，主要代表作品有：晋城市太行饭店、晋城市城区农行营业楼、晋城

市西上庄乡办公楼、晋城市果品批发市场、长治市服装城、高平市中行营业楼、高

平市地税局办公楼、高平市公安局办公楼、高平市友谊小区住宅楼、高平市城东农

民城、高平市物贸大厦、高平市水利商厦、高平市同和大厦、高平市城西宾馆。

1997年至2004年主要作品有：云泉乡办公楼、煤运公司单身宿舍楼、运输公司住

宅楼、红旗小学教学楼、运管所住宅楼、人民医院住宅楼、化工公司住宅楼、公路

段营业办公楼、技术监督局住宅楼、陈区地税所办公楼、新新幼儿园南楼、交通局

商住楼、调味副食大楼、城北居委幼儿园、经济信息中心住宅楼、丹河花园公寓、

望云煤矿北区1号职工住宅楼、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特立中学学生公寓、

教学楼、长平中学教学楼等。2007年共完成设计项目40项，设计建筑面积1 1．2万

平方米，设计投资7559万元。高平市开元设计室先后获得晋城市优秀设计奖的项目

有：高平市城西宾馆、高平市公安局办公楼、高平市工行营业楼、晋城市太行饭店、

晋城市城区中行营业楼、晋城市城区西上庄乡办公楼、高平市煤炭公司营业办公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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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建筑企业

一、发展概况

高平市建筑业历史悠久，从业人员众多。大多数工匠农忙种田，农闲外出揽工，

足迹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1978年，共有建筑工程队43个，从业人

员1250人。1985年，对农村建筑工程队进行业务技术培训，有307个农建队取得

了合格证书，从业人员为1800人。1990年4级以上建筑队8个，工人平均等级3．8

级。2001年始，按照国家《建筑企业管理规定》，逐步将非等级队整合为9家3级

以上建筑安装公司、2家装潢有限公司、2家劳务安装有限公司，从业人员达3600

余人o《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颁布实施后，高

平市建筑市场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工程项目投建率达100％，工程招标

率达100％。2007年底，全市建筑工程队或公司为9个，3级以上施工企业有9个。

二、企业简介

高平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

是一个以房地开发、建材经销、物业管理等多功能一体化的国有企业。

1990年9月，根据国家整顿房地产指示精神，将原有的高平县房地产第一、第

二公司合并组建高平县房地产开发公司。1992年lO月，更名为高平县城市建设综

合开发总公司。1993年5月，更名为高平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是高平市唯

一的国家二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

高平市城建开发总公司有职工86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4人，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占70％。总公司下设开发销售部、工程部、财务部、综合办公室、劳资考核办

公室等5个职能部门和建材经销公司、舒尔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康安物业有限责任

公司等3个子公司。

1991年，公司开工面积12600平方米，竣工面积10000平方米，完成投资430

万元，竣工并交付使用产品住宅100套，实现了1991年县政府向市民承诺的十件实

事之一；1992年，友谊小区120套商品房交付使用，解决了部分干部职工住房难。

当年新开工面积21116．6平方米，完成投资560万元，部分工程质量接近或达到国

家优良工程标准；1993年，承建投资550万元的长平东街桥路工程，其中长平大桥

长100米，宽24米；1997年，康乐新村5万平方米商品住宅建成交付使用，新荣区

补空建设4000平方米住宅工程主体完工。1998年，承建了高平谊华宛、长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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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苑3个小区经济适用房建设；2000年，谊华苑竣工交付使用，累计完成投资

3000万元；2003年，投资1600万元，建筑面积为24900平方米的长平苑小区竣工

交付使用；2004年，投资9334万元，开工面积56622平方米的溢泉苑和丹河花园

开工建设。2005年，“溢泉苑”竣工交付使用；“丹河花园”预计2006年年底交付

使用。

高平市城建开发总公司，曾先后获得国家建设部颁发的“放心房履行承诺企

业”，中国房地产协会颁发的“小城镇建设开发模式”，中国房地产市场管理委员会

颁发的“315消费者信得过放心开发商”，山西省建设厅表彰的“山西省房地产联网

积极工作先进集体”，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颁发的“AAA级信用度企业”，晋城

市劳动竞赛委员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状”，高平市委、市政府奖励的“红旗单位”

等光荣称号。

高平市3级施工企业：

高平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靳富才，注册资金707万元，房屋施

工总承包三级，成立于2001年4月。由原高平市建安公司，王家山建筑队、任家山

建筑队等企业，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定》合并重组、登记注册。公司共有职工

518人，项目经理14人，有技术职称人员55人，其中中级职称35人。先后承建的

主要工程有：红旗商厦、西关小学教学楼等。

高平市长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郭继生，注册资金707万元，房屋施

工承包三级，成立于2001年4月。由原三甲邢村建筑队和高平市建安总公司一分公

司等企业，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定》合并重组，登记注册。公司共有职工567

人，项目经理6人，有技术职称的65人，其中中级职称35人。先后承建的工程主

要有：康华苑小区、国税小区、高平五中、景明山庄、国税局办公楼、职工公寓楼

等。

高平市丰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赵文源，注册资金706万元，房屋施

工承包三级，成立于2002年3月。由高平市建安总公司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

定》重新登记注册。公司共有职工500余人，项目经理17人，有技术职称的60人，

其中中级职称45人。先后承建的主要工程有：临汾市第二监狱办公楼、汾阳市汾阳

宾馆、高平市赵庄煤矿第一、第二洗煤厂等。

高平市前锋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前进，注册资金710万元，房屋施

工总承包三级，成立于2002年10月。由原高平市建安公司王前进项目部和高平市

煤炭建安公司等企业，依照《建筑企业管理规定》合并重组，登记注册。公司共有

职工320人，项目经理9人，有技术职称的50人，其中中级职称23人。先后承建

的工程主要有：物贸大厦、煤机厂商住宅楼、龙渠农民住宅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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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店上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建民，注册资金720万元，房屋施工总

承包三级，成立于2002年4月。由原东城办店上建筑队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

定》重新登记注册。公司共有职工560人，项目经理13人，有技术职称的55人，

其中中级职称35人。先后承建的建筑工程主要有高平长平苑6号住宅楼、七一煤矿

综合楼、东周中学教学楼、丹河花园lO号住宅楼等。

高平市金厦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乔民根，注册资金710万元，房屋施工总

承包三级，成立于2002年。由原高平市城建开发公司建筑工程公司、赵庄建安队、

房地产装饰装修公司等企业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定》合并重组、登记注册。公

司共有职工500人，项目经理17人，有技术职称的58人，其中中级职称41人。先

后承建的工程主要有：长平苑、谊华宛、清泉宛、丹河花园等。

高平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贾先德，注册资金600万元，房屋施工总

承包三级，成立于2001年9月。由原高平市建安总公司六、十一、十四分公司、城

南建筑队、东城办凤和建筑队、三甲响水坡建筑队、冯庄晋高建筑队、东城办秦庄

岭建筑队、城建开发总公司建筑工程队等9家企业，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定》

合并重组、登记注册。公司共有职工800人，有技术职称的100人，其中中级职称

55人。先后承建的工程主要有：市运管所住宅楼，化工公司住宅楼，交通局商住

楼，谊华苑小区13号、14号、16号楼，市防疫站综合楼，长平苑小区2号、3号、

5号、7号楼，市政公司综合楼，凤凰织品公司住宅楼，东方红小学教学楼等工程。

高平市银锋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靳进才，注册资金707万元，房屋施

工总承包三级，成立于2001年9月。由原高平市第一建筑安装公司和高平市建安总

公司六分公司等企业，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定》合并重组、登记注册。公司共

有职工560人，项目经理19人，有技术职称的63人，其中中级职称35人。先后承

建的工程主要有：昆仑大厦、金属公司家属小区、汾阳新华书店大楼等。

高平市振堂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邢振堂，注册资金700万元，房屋施

工总承包三级，成立于2003年4月。由原南城办城南村建筑队依照新《建筑企业管

理规定》重新登记注册。公司共有职工400人，项目经理8人，有技术职称的55

人，其中中级职称25人。先后承建的工程主要有：高平市运管所住宅楼、高平市铁

路运销综合楼、兴高焦化熄焦塔，高平市城关信用社办公楼等。

高平市影艺装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朱喜庆，注册资金60万元，建筑装饰装潢

专业承包三级，成立于2002年4月。由原高平市影艺装潢公司和市创意工程装潢公

司等企业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定》合并重组，登记注册。公司共有职工60人，

项目经理3人，有技术职称的25人，其中中级职称4人。承建的工程主要有：城市

信用社窀内外装饰装潢，伯方煤矿室内外装饰装潢，四中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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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东方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锁楼，注册资金100万元，建筑装

饰装潢专业承包三级，成立于2002年4月。由高平市东方装潢公司依照新《建筑企

业管理规定》重新登记注册。公司共有职工70人，项目经理2人，有技术职称的

30人，其中中级职称8人。先后承建的工程主要有：高平工商银行南街储蓄所，晋

城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高平工商银行丹河储蓄所，高平工商银行办公楼装饰等。

高平市丹河机械建筑安装公司 法人代表李喜才，注册资金100万元，水暖安

装劳务承包，成立于1999年3月。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定》重新登记注册。

公司共有职工60余人，有技术职称的lo人，其中中级职称2人。先后承建的工程

主要有：红旗小学、长平苑、景明山庄、谊华苑等小区的水暖安装。

高平市大全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杨鑫旺，注册资金30万元，水暖安装劳务

承包，成立于2001年6月。依照新《建筑企业管理规定》重新登记注册。公司共

有职工60余人，有技术职称的22人，其中中级职称4人。先后承建的工程主要有：

高平市农村信用社办公楼、地税局小区公路段大楼、喜洋洋大厦等工程的水暖安装。

第三节主要建筑

谊华苑小区

小区位于友谊街中段北侧，占地面积43．9亩，建筑面积41182平方米，居民住

宅339户，是高平市人民政府督办的经济型住房安居工程。工程于1998年开工建

设，2000年竣工交房使用。该工程设计合理，户型多样，配套齐全，是参加全国百

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销售“放心房”联合宣言大会上首批推出的“放心房”，受

到国家、省、市专家组的好评，被中国房地产协会推荐为“小城镇建设开发模式”。

长平苑小区

位于长平东街北侧，高平市邮政大楼西侧，工程于2000年开工建设，2003年

竣工交付使用，开发占地29．1亩，总建筑面积24307平方米，安排住户200户。小

区小巧别致，结构合理，户型多样，环境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为本市城市建设的

典范工程。

溢泉苑小区

位于新建北路东侧，建筑占地9．397亩，总建筑面积1376平方米，安排住户

119户。于2003年9月开工建设，2005年6月底交付使用，是一个商品住宅小区。

丹河花园

位于市区东南部，占地45．367亩，总建筑面积61833．05平方米，安排住户466

户，于2004年6月开工建设，设计2006年12月竣工，2007年楼盘出售。该花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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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土地竞标使用、市场化操作的商品住宅楼群。处于高平市经济开发区内，地

理优越，设计新颖。

红旗商厦

坐落于长平街、建设路交汇处的市中心广场西南角，位置适中，环境优美。由

高平市广宇工贸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工程于2000年10月开工建设，2002年6月竣

工投入使用。工程结构体系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刀墙结构，地下1层，地上4层，

局部5层。地下层高3．9米，标准层高4．2米，5层2．8米，建筑总高20．65米，总

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总投资487．2万元。建筑工程属优良工程。

第四节 工程质量管理

1987年3月7日，成立高平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同高平县建筑设计室为一

套人马、两块牌子。

1991年，高平县计划委员会根据1987年3月7日县常委会精神正式行文成立高

平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规格为股级，

隶属于高平县建设局领导，设在县建设局施工科，同施工科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1993年，质监站同施工科正式分离，独立行使职能。主要负责对全市工程质量

和工程安全进行监督检查。至2005年，共监督工程238项，面积达121．6万平方

米，所监工程合格率100％，未发生任何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其中，山西省优质

工程3项、山西省安全工程4项、晋城市优良工程11项。2007年工程质量监督项

目48项，工程面积36万平方米，合格率100％。其中，省级安全工程3项。

第七章纺织

第一节 丝织缫丝

高平是中华丝绸的重要发祥地。唐代，高平为潞绸的产地中心。唐开元十一年

(723)，唐明皇李隆基巡幸潞州路经高平，大量采购高平丝绸，供宫廷用并赐名

“潞绸”。明代高平县内有丝织机5000余台，所产丝绸列为贡品。清顺治四年

(1647)，岁贡丝绸3000匹，机户不能支，大多逃散。乾隆时，年贡大绸38匹(每

匹长80尺，宽2．4尺)，小绸1 14匹(每匹长30尺，宽1．7尺)，并代凤台、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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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卷三经济
陵川、沁水织绢。到同治年间，贡出多头(内务府、王府等)，贡无定期，匹无定

式，官府勒索，机户逃散，仅余丝织机600余台。

清末，本市主要丝织品有：汴绸、晋绸、湖绉、冥绸、手绢、丝线、戏剧服装、

素笏、绫类、缎类等。民国初年，本市首创织造绉纱，驰名国内外，产品除部分在

国内销售外，大部分经云南、新疆等地销往国外。

1915年至1928年，高平县有丝织机千余台。织户分布在城关、河西、米山、

野川等地。20世纪30年代，建联营厂20余家，年出口绉纱约2000匹，手挽7000

千克左右。

日军侵占高平时期，纺织业遭到破坏，到1945年初高平解放前夕，织机仅存

50台。

1947年，县人民政府在城隍庙开办丝织厂，主要生产丝线、绸纱等。

1948年，有丝织户269户，年产绸纱l 1555匹、手绢12895打、背心364打、

丝线2117．5千克、腿带1．8万付o

1949年，晋裕丝织厂在沟南村建成投产。1953年，晋裕丝织厂和王降丝织业社

合并为沟南丝织业社。有职工170余人，丝织机70台，主要产品有真丝绸、手绢、

土绸、绉纱、乌纱、八角缎、五角缎等，月产13019米。南王庄丝织业社有职工

160余人，丝织机70台，主要生产手绢、绉纱、乌绫等，月产1．2万余米。

1956年，沟南丝织业社、南朱庄丝织业社和南王庄丝织业社合并为高平县丝织

业联社，厂址在南王庄村，缫丝车间在沟南村。该社有职工130余人，丝织机108

台。1957年，开始使用手摇大轮轻架水龙头掘花。原料除真丝外，还使用人造丝，

主要产品有平纺、缎被面、栽绒、线毯、手绢、蚕丝绸、花软缎、花丝线等。年产

棉毯612条、绸类345538米、丝线1835千克。

1959年，沟南缫丝车间迁至唐安，在原新华纺织厂旧址建立唐安缫丝厂o 1961

年，高平丝织业联社从南王庄迁至凤和村，建成高平丝织厂。

1970年以后，高平乡村丝织业兴起，先后有韩庄、桥北、冯庄、围城、王降、

南王庄、井则沟、石咀头、三甲、化壁等乡村建起丝织厂。1975年，乡村企业生产

丝织品30万米，占全市总量的21．88％，产值104．1万元，利润达32万元。

1990年，全市共有国营丝织印染厂1家，国营缫丝厂l家，乡镇办丝织企业3

家，年产厂丝62吨，丝织品171．44万米，年产值达3127万元。

1996年，全市年产厂丝213吨，丝织品64．53万米，年产值达3992万元。

1997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乡镇办丝织企

业先后下马。国营高平丝织印染厂、唐安缫丝厂，也经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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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棉 织

1934年，高平县从事棉织业的有342户，共有织机451架，年生产棉布6812

匹，产值5178元。

1938年，有拉梭织布机200多台。

1945年，新华纺织厂从新降迁来唐安村。该厂属太岳区实业公司领导。1946

年，建成投产，产品主要供八路军使用。1951年，该厂奉命迁往别处。

1962年，高平县手工业管理局建立高平水纱社，有职工40多人，年产水纱20

万米。1966年水纱社改为红旗丝棉织生产合作社。1968年，该社的印染车间从邢村

迁至城内以后，将12台木机改制为铁木机，并开始生产褥单布。1971年，该社改

名为高平县绵织厂，主要生产线提被面、床单、床单布，年产量40多万米，产值

40多万元。1973年，山西省纺织工业厅拨给棉织厂织布机32台、自动卷纬机2台、

验布机1台、分条整经机l台，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1974年生产各

种棉布31．69万米，产值达55．69万元，实现利润6．28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0．43

万元。1977年，棉织厂再次进行技术改造，新添置自动织布机8台，年设计生产能

力为60多万米。1978年，该厂产量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年产值100．91万元。实现

利润5．56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为o．53万元。1985年，该厂试制成功涤纶低弹华

达呢。1987年又试制成功DC338出口小茶巾，年产量7万米，产值27万元。产品

第一次打人国际市场，运销东南亚及加拿大等地。1990年，棉织厂有职工162名，

固定资产61．6万元。主要产品有条、格单布，出口提花茶巾，涤纶低弹华达呢，印

花床单，宽幅漂白布等6个花型5个品种，年生产能力为40万米，年产值6l万元。

1988年，全市建成4个村办棉纺织厂，从业人员112人，总产值81．07万元。

1991年以后，由于市场以及体制等因素，县棉织厂逐年滑坡，产品滞销，企业

亏损，1994年4月，被迫停产。其他几个村办棉织厂也先后倒闭。

1999年，高平县棉织厂重新承接组建，成立了高平市经纬色织厂，隶属于高平

市二轻企业总公司管理。2005年12月，高平市经纬色织厂被高平市游仙山煤业有

限公司兼并。

第三节针织

民国初年，本市引进针织技术，主要以织袜为主。1933年，高平城内镇清织袜

号开业，有资本200元，职工6人，年产线袜1．08万双，产值810元。日军侵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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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以后，该号停业。

20世纪80年代，高平乡镇企业兴起，一些乡村开办针织厂，主要产品有针织

服装、袜子等。其中河西镇苏庄村针织厂、寺庄镇箭头村针织厂的产品远销河北、

河南、山东等地。1988年，全市乡镇企业生产针织品12万件，产值达60余万元。

1990年以后，乡镇办针织厂大多产品滞销，效益下降，而停产倒闭。

第四节 擀毡 织毯

一、擀毡

高平市生产毛毡的历史较长，主要以羊毡为主。分粗毡、细毡两种。1916年4

月，德盛昌毡场在城内开办，投资800元，年擀毡250条，毡帽1500顶，年产值达

1390元。1931年，高平有福和昌、义胜公、杨文海、永益恒、五福昌等7个毡场，

各毡场均为独资经营。共有资本3560元，有工人27人，年消耗羊毛3675千克，年

产毛毡1045条，毡帽7800顶，年产值3302元。产品主要销往河北、山东等地。日

军人侵高平以后，境内毛毡生产大都停产。1949年以后，国家统收羊毛，境内所产

毛毡不多，只有少数农民用手工制作为数不多的羊毛毡自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毛毡的需求量锐减，擀毡这项

手工艺逐渐消失。

二、织毯

1977年，高平县河西地毯厂开业，占地面积1836平方米，职工406人，固定

资产66．8万元，流动资金88万元。主要生产地毯和挂毯。该厂生产的丝织挂毯图

案清晰，光泽鲜艳，远销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地区。1990年

生产挂毯28747．5平方英尺，总产值328．21万元，实现利润35．3l万元。

1980年以后，高平县先后办起了河西真丝挂毯厂、友谊地毯厂、龙渠地毯厂、

庞村地毯厂、张家地毯厂、石门地毯厂、西关地毯厂、大韩地毯厂、伯方地毯厂、

秦庄地毯厂、永禄地毯厂、康营挂毯厂、城关地毯厂等13个企业。1980年全市地

毯产量达l130平方米。1981年猛增到3297平方米。1986年，河两地毯厂出口地毯

1000平方米，创汇22．5万元。1989年，高平市生产地毯、挂毯2179平方米。1991

年，高平城关地毯厂、庞村地毯厂、西关地毯厂、张家地毯厂、康营挂毯厂、河西

真丝挂毯厂成为全市主要出口产品企业。1995年，高平市有3个生产厂家直接出口

挂毯，出口交货值1364万元。嗣后织毯、止逐渐衰退，1997年，高平市仅生产挂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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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平方米，出口交货值873万元。1998至2004年，全市丝织挂毯年出口量均未

超过500平方米。直到2007年底，高平市仅有两家织毯企业仍在运营，其中鑫佳制

毯有限公司2007年生产挂毯1．6万平方英尺，实现产值320万元。

第五节企业选介

高平丝织印染厂

位于高平市凤和村。1961年筹建高平丝织厂，1962年建成投产。1964年划归

晋东南地区管理。1985年更名为晋城市高平丝织印染厂。1990年，该厂有职工

1370人，设7个车间，28个科室，有固定投产1 147万元，拥有丝织机284台，各

种印染设备32台，服装加工设备550台，年产丝织品400万米，印染能力为800万

米，年产值可达1000多万元，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丝织印染联合企业。该厂的主要产

品有人造丝织物、真丝与人造丝交织物、人造丝与绵纱交织物、合纤织物、真丝织

物、旅游产品、服装产品等。其中软缎被面被评为全国优秀产品，美丽绸、02双绉

蚕丝制品、真丝手帕、围巾、方巾、缎背绉等获省优产品称号，包装织锦缎获省优

秀新产品奖，产品销往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杨得志、林佳楣

等中央领导曾到该厂视察工作。美国、13本、新西兰、朝鲜等国际友人曾先后到该

厂参观访问。

1996年，晋城市高平丝织印染厂整体改制，由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公司等股东

出资组建为晋城市风凰织品有限公司。

晋城市凤凰织品有限公司

由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公司、山西梅花丝麻集团有限公司、晋城市丝绸进出口

公司等股东出资组建的国有控股企业。

2007年公司拥有资产4299万元，员工1249人，占地60余亩，生产能力为年产

丝织品坯布及面料300万米，年印染加工500万米，年加工服装30万件(套)。成

为集丝织品坯布生产、印染加工、服装家纺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纺织企业。

1996年，企业整体改制时注册资本2555万元，股东由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公

司、企业职工合股基金会和晋城市丝绸进出IZl公司三家组成。以后，随着企业经营

规模的扩大，山西梅花丝麻集团有限公司加盟，公司注册资本达到3237万元。

公司具有准备工序设备131台，其中验丝机89台，并丝机15台，络丝机15

台，扦经车12台，丝织机387台。其中K251丝织机360台，磁控织机83台，卷纬

机27台，印染设备23台。其中自动卷染机12台，高温高压印染机2台，杠式模网

烘干机l台，烘干机2台，呢毯整理机2台，绳状机2台，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2

l 628 I



台，数码印花设备l套；服装加工设备116台；水、电、汽配套设备5台。

在公司内成立有1个子公司和6个分公司即吉利尔服饰公司、美伦印染公司、

丝麻织造分公司、乡之风家纺公司、友谊宾馆、物业公司、动力公司。各公司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同时，结合晋城市桑蚕丝、大麻产业的区域优势，在丝麻、大麻

类面料染整处理技术上实现新的突破，取得专利，成功掌握丝麻、大麻类产品印染

加工整套技术，成为美国客户指定的“中国惟一定点加工企业”。“吉利尔”成为山

西省最具影响力的服饰品牌之一，连年获山西省优质产品奖和山西省著名商标。吉

利尔服饰公司年生产各类服装30万件(套)，产品远销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

各大城市，出口美国和西欧诸国。

晋城市盛唐丝纺有限公司

是山西省惟一生产桑棉球(条)、桑绢丝的中型丝绸企业。地处高平市马村镇

唐东村，距高平市区17千米。公司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

资产总值2231万元，有员工600余人，其中高中级科技人员78人。公司拥有4596

绽绢纺配套生产线(其中前纺制棉圆梳设备16台套，后纺绢纱4596绽配套生产

线)，具有年产桑棉球350吨、桑绢丝200吨的生产能力。是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

业。拥有自营出口权。

1959年，高平沟南缫丝厂迁至马村镇唐安(原兴华纺纱厂旧址)新建缫丝厂。

高平县政府投资lo万元，工程建设全面展开，建筑面积7780平方米，其中主厂房

2300平方米，安装方式缫丝机56台／1120绪，复摇机64窗，丝织机16台。1960年

竣工投产，厂名为高平县唐安缫丝厂。1964年，划归晋东南专区管理，更名为山西

省晋东南地区唐安缫丝厂。1970年4月山西省计划工作会议决定，在唐安缫丝厂新

建规模2000绽的绢纺车间，拨款15万元，完成土建工程1350平方米，购置梳棉机

等绢纺生产设备31台套。后因技术经济等条件限制，仅建成2000锭制绵、800锭

纺丝生产规模，年底纺出制绢丝半成品。1974年试产成功海鸥牌桑绵球，外销日

本、法国、瑞士等地。1972年，丝织铁木机全部更新为K251半自动织机，成功生

产出红旗纱、健康呢、缎被绉小花绸、线绨被面、软缎被面。1978年在全国第一个

质量月活动中，白厂丝质量达4A级以上，名列全省第一，被省经委命名为“信得

过产品”o 1980年，白厂丝荣获“山西省优质产品”称号，年底丝织车间搬迁到潞

城针织厂o 1981年在原丝织车间新扩立缫机56台／1 120绪。1982年，“海鸥牌”桑

绵球(条)荣获“山西省优秀产品”称号。1984年、1988年“珍珠牌”桑绵球荣

获“纺织工业部优秀产品”称号。1986年至1990年，先后投资424万元，绢丝车

间危房移地重建，完成土建工程5753平方米，配套2000锭绢丝工艺技术设备，形

成81吨绢丝生产能力。1989年“珍珠牌”120Nm／2桑绢丝被省纺织厅评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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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1990年至1992年，更新和扩建224台／4480绪立缫机，年产白厂丝110

吨。1995年，投资376万元完成土建工程1515平方米，建成纺丝二车间，形成了

4600锭绢丝生产规模，年产桑蚕绢丝150吨。同年被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命

名为“模范企业”，1999年“珍珠牌”桑蚕绢丝被评为“山西省优秀产品”。1997

年，企业改制后更名为晋城市唐安丝纺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企业淘汰224台／

4480绪缫丝生产线，扩大绢纺绵生产规模，形成16台套制绵生产线，年产桑蚕绵

球350吨。同年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为进境动物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2003年，经山西省商务厅批准获进出口经营资格。同年，企业关闭重组为晋城市盛

唐丝纺有限公司。

第八章 造纸 印刷

第一节 造 纸

高平造纸历史悠久，从永禄、上扶等村发掘的造纸遗址考证，民间造纸在距今

300年前就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清代，永禄、扶市、东庄、上扶、庙儿沟、圈门、

堡头等村普通生产绵纸，亦称“永禄纸”。主要品种有毛笔书写纸、糊窗纸、烧纸

(祭奠纸)3种。生产原料以桑皮、绳头、废纸、橡子皮、柏树皮等为主，经过沾

水、浸泡、蒸煮、烘干等程序手工操作而成。日产纸2500多张。永禄纸除在高平地

区使用外，还畅销本省各地以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地区。民国时期，高平造纸曾

一度兴旺发达，仅永禄村就有造纸池120个，从业人员350多人。

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在永禄村南岱王庙创办造纸厂，有工人130名，造纸池

24个。产品主要供《新华日报》华北版、长治新华书店、冀南钞票的印制使用。同

年，高平县政府在扶市村开办纸厂，职工80余名。太原解放后，晋冀鲁豫边区纸厂

和高平纸厂都迁往他地。

1957年，扶市乡在原高平纸厂的基础上开办了一个纸厂，后该厂迁往沁水县端

氏镇。

1958年，高平县手工业管理局在永禄后沟开办有一个纸厂，经营了三年即停

力、。

1969年，晋东南地区红旗造纸厂在凤和村建成投产。该厂占地87979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11392平方米，主要产品有书写纸、粘贴纸、凸版纸、有光纸、打字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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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包装纸等，设计年生产能力1650吨，为山西省造纸业的骨干企业。1970年，

生产书写纸469．59吨，有光纸589．13吨，粘贴纸79．79吨，当年生产总产值97．15

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4648元／人。1980年，该厂的机制纸打入国际市场。年出口

1000一1500吨，产品远销古巴、埃及、巴基斯坦10多个国家和港澳等地区。年创

汇达100多万美元。1984年，晋东南地区红旗制造厂划归高平县工业局管理，更名

为高平县造纸厂。1985年，县造纸厂固定资产总值374．2万元，有职工259人，生

产机制纸2826．19吨，产值413．02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6197形人。1987年，
该厂生产的70克书写纸被评为山西省优质产品。1988年，生产的40克粘贴纸被评

为山西省优质产品，65克米黄色书写纸被评为山西省优秀新产品。1989年，造纸厂

的生产能力达到2746吨，出口销售率56．95％，年产值401．11万元。同年，该厂投

资200万元，采用“电渗析”方法治理污染。1994年该厂引进专利技术，开发

PVA、PPM新型环保产品。1994年8月企业改制为高平市造纸总公司。1999年5

月，引进再生报纸项目，生产再生箱板纸。

1999年11月，经高平市人民法院裁定，高平造纸厂宣告破产。2000年8月，

晋城市万方拍卖行对破产资产进行公开拍卖，高平造纸总公司以285万元价格竞买

成功。2005年12月高平造纸总公司全部资产、全部土地使用权全部被晋丰煤化公

司接受。

此外，自1981年始，永禄一带有250多人从事个体造纸，共有造纸池52个，

主要生产绵纸、烧纸，系手工操作。1985年，马村、康营分别开办小型造纸厂，年

产量均为500吨。同时釜山乡贾村、寺庄镇王报村、赵庄乡赵庄村、河西镇苏庄村

等也都先后开办造纸厂，产品以包装纸、卫生纸、瓦楞纸为主。1996年，生产包装

纸及其他用纸2850吨。1999年，生产622吨。2000年，生产500吨。2001年以后

小型造纸厂全部关闭。

第二节 印 刷

一、发展概况

清朝末年，高平县城从事刻板印刷的是“和成斋”书铺，主要翻印四书、五经

以及三字经、百家姓等小册子。民国初年，“慧文书社”(后改名为“福中社”)问

世。这两家书社均以石刻版印刷为主。20世纪30年代，高平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城

内创办报社印刷厂，亦承揽其他印刷业务，规模比“和成斋”、“慧文书社”要大。

1938年初，日本飞机轰炸高平城，三家印刷社都关门停业。同年秋，高平县政府成

I-3 GAOPINGSHIZHI I 63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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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官方报社，出版《抗日导报》，印刷宣传抗战的书籍。1940年，“中兴印刷局”

和“新城印刷局”两家私营书铺开业，主要承揽印刷表格、“小笔记本”等业务。

1945年，高平解放。私人开办的“乔氏刻字局”和“成文斋刻字局”承揽一般印

刷业务。1955年，“乔氏刻字局”等联合成立“晋华印刷社”，主要为学校服务。

1956年，在手工业联社主持下各印刷户联合成立“高平印刷合作社”，职工23人，

主要是石印，年产值5000元，全员劳动生产率264形人。1957年，开始使用铅
印。1959年，高平县印刷合作社改名为高平县印刷厂。1972年，该厂引进了排版、

印刷、装订、铅印工艺，增添了铸字机、元盘机、平台机。1974年，购置了照像制

铜锌版设备，图片改为金属版，取代了原来的木刻板。1975年有职工75人，年产

值6．1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898形人。1980年该厂又购进先进的DT402彩印机、
烫金机和新的照像设备，实现了从图案设计到制版、包装、检验的一条龙生产工艺。

当年产值达60．1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6145形人。1985年，全县有印刷企业4
个，其中县办集体所有制企业1个，职工104人，年产值89万元；乡镇办集体企业

2个，学校办企业1个，从业人员51人，年产值104万元。1990年，全县生产各种

印刷品3400万张，年产值达119万元。同年高平县印刷厂改革经营体制，实行了厂

领导班子集体承包办厂。1996年，全市生产纸制品1780吨，单色印刷纸制品1．34

万令。1997年，印刷厂投资12万元购进一台“北大方正”主机和两台4K胶印机，

实现了铅印到电脑胶印技术的跨越。1998年，高平市印刷厂与山西厦普赛尔集团有

限公司合股组建了厦普赛尔包装有限公司。2003年，高平印刷厂重组为昶盛印刷

厂，企业内部实行联产承包，全年共完成生产总值50万元，实现利润5万元。2005

年，全市有印刷企业10个，其中民营企业9个。

此外，1973年国家投资在釜山村创建国营145厂，1976年投产，1988年迁往

外地。

二、企业简介

高平市厦普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2002年5月，位于三甲镇底池村晋长二级路东侧，占地面积4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总投资350万元，员工85名，设有印刷、包装两条生

产线。企业以印刷书刊、杂志、报纸和印制饮料、副食、蔬菜、果品、医药、鞋帽、

服装、机械配件等包装为主。2007年，实现产值364万元，营业收入210万元，实

现利税106万元。

高平市振兴印刷厂

位于米山镇十字街南100米处(在高平市泫氏街132号设振兴电脑印刷业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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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建于1992年，拥有固定资产186万元，从业人员42名，其中具有大中专以

上学历的技术人员11名，有电脑排版、激光照排、图像扫描仪、晒版机、大型彩色

胶印机等先进印刷设备。2000年又配置美国先进的苹果电脑彩色编排系统、平面设

计等，主要承印报纸、书刊、杂志、彩色印刷、大会材料、名片、胸卡、说明书、

简介、宣传材料、文件、信稿纸、单据、表格、作业本等，被高平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指定为A4型国家标准公文格式指定印刷单位。

该厂1999年被晋城市农村信用社企业信用度委员会评为“AAA级信用度企

业”。同年6月，又被高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私营企业协会授予“光彩之星”的称

号。1998年被晋城市新闻出版局批准为印刷书刊、报纸准印单位，是高平市2007

年底以前规模最大的民营印刷企业。

第九章 粮油 食品

第一节粮油加工

一、粮食加工

民国年间，高平县城从事粮食加工的有恒义成、积益和、永裕公、泉顺成、义

荣昌等7家磨坊。这些磨坊均为独资经营，共有资本3750元(银元)，雇工12人，

采用畜力拉石磨、人力筛丝罗的生产方式，年加工面粉18．5吨。在寺庄、米山、河

西、马村等集镇也有零星面粉加工磨坊。1926年新民工厂合资330元开办面粉加工

业，雇工22名，年产值1200元。1935年，游民习艺工厂开办粮食加工业。El军占

领高平期间，境内从事粮食加工的磨坊全部停业。

1953年，高平联合厂、看守所粮食加工厂受县粮食局的委托，为非农业人口加

工成品粮以保证粮食供应o

1956年，高平联合厂用4台钢片磨和l台20马力的煤汽机加工玉米面，开创

了高平机械磨面的先河。

1958年，高平粮食中心站加工厂在城隍庙内建成，使用钢片磨、柴油机作动

力，日加工玉米面750千克。

1960年，县粮食局在城隍庙西侧建成制粉车间，每班加工面粉7．75吨。1961

年6月，高平粮食中心站加工厂更名为高平县粮食加工厂。1962年，高平县政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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