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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7ar-7月4日成立
主 任：贾 然

副 主 任：王葆华 刘力夫 王同林 靳茂儒 卫万青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 天 佟乐夫 赵庆眷 夏荫南 崔 志 l程振鹏I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秉钧 王常兴 田清泉 江文兴 任启顺 邢绍彬 刘贵霞

刘席铭 安飞麟 李占元 李长林 李建英 李登瑶 杜印武

吴金玉 肖 野 杨俊科 张鹏发 苑泽生 周春发 高永桢

徐尚斌徐增厚 梁友录J赖祖德l魏春芳
办公室：顾 问杨俊科

主任高永桢

副主任 刘铁侃 周启富 成 立

成 员 于凯旋 王 卫 王文娟 杨文涛 陈典秀 李新铭

周 莘 高 健 梁 勇 ．

主 任：

常务副主任：

副 主 任：

顾 、?问：

委 员：

办公室：

1990牟-11月14日调整

沈志峰

李建英

王盛邦 王富玉 徐增厚，

孙永生l杨亚东l ，

’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长庚 王国勋 王顺元 王彦春 田汇平 吕 希 许三喜

孙彩然 刘兆安 刘铁侃 刘喜明 杨俊科 李 明 李一忠

李天印 李占元 李长林．李永祥 李振山 聂振学 梁友录

顾问杨俊科

主任刘铁侃 ．，

副主任张 良，

成 员 马福香 杨文涛 李新华 张长社 赵振献 粱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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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名誉主任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办公室：

1993年10N16日调整
赵金铎

沈志峰
⋯1’ ‘

张二辰 商润身 杨俊强 郭广生 杨宝昌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福香

齐惠明

陈炳谦

主 任

副主任

秘书科

编审一科

编审二科

王 智

朱增永

杨素梅

王全贵

何 欣

李藏柱

王国玉

宋敏

张辰来

邢彦南

李山林

赵长拴

邢彦南

李藏柱刘铁侃马福香。。

科长王晓莉

科员 苟志俊韩 芳

科长郭尚武

科员 李新华赵振献

科长周少玲

科 员 刘建洲 刘素英 武光宇

1995年5月10日调整

刘铁侃

李天印

徐英杰

孙喜斌

狄天顺

褚明海

赵金铎

沈志峰

张二辰 黄宗直 李宏英 郭广生 庄允倜 杨志辉 李耀峰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福香 王国玉 王海祥 王磁生 邢彦南 刘铁侃 宋敏

李山林 李天印 狄天顺 李景林 李藏柱 赵长拴 郭 省

徐英杰褚明海，檀振英

主 任

副主任

秘书科

编审一科

编审二科

邢彦南

李藏柱

科长

科员

科长

科员

科长

科员

刘铁侃马福香

王晓莉

苟志俊韩芳

郭尚武 ：

李新华赵振献

周少玲(1996年6月调离)

刘建洲(1996年12月任)

刘素英 武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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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市 志压 市 志

杨俊科

高 健

张 良

高永桢

张长社赵振献郭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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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振献(总纂执行) 杨俊科

各篇撰稿人：

工业综述 赵萌

纺织工业 韩希厚 魏小敏 王国祥 刘元智 杨荣芹 郧淑敏

医药工业 王银川 范国良 张茂才 战风义 王风琴 王立江

田 平梁建军

电子工业 底瑞庚米宝存

建材工业 陈承修／～、一、
。

化学工业 刘金瑞 窦春杰 刘学峰 杨 汛 高华新 李兵华

机械工业 陈明书 程维杰 白学增 一
。

冶金工业 阎保祥 张克显 雷玉藏 张香萍．刘 京

煤炭工业 蔡维治 蔡凤呜 马赶春 陈国钧 林玉栓

电力工业 武运通韩天吉 刘 曼

轻工业(一)殷录祥丁任寒

轻工业(二) 张永生 陈跃华藏志勤 孟振聊

农业综述

生产条件

生产体制

种植业 ，

林果业 ．

农业机具 张文贤 曹惊涛 刘会发 王秀艳，郭秀英 毛添勇

孙艳茹 尹皓奕 何维英 苏宝霞 龚英俊

养殖业 陈仲辉

乡镇企业 李 渊 王雅虹 焦顺卫 吴玉昌

水 利 李海山

一名优产品 王俊耀 李义华 丁继红 侯晓光 赵国欣 王华伦

审 稿：沈志峰 李宏英 郭广生 杨志辉 李耀峰 王玉民 邢彦南

李藏柱

终审机关：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终审人员：许明辉 许振彪 王广才 贾辉铭 杜 英 路殿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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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一述

早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石家庄一带的

先民已能纺织渔网。4000多年前，用植物纤

维纺成的绳子已广泛应用。至商代中期，石家·

庄一带的居民就已经掌握了麻纤维脱胶、加

捻合股等较高的麻纺织技术，以及锻造铁器

和铜铁嵌合技术。到西周时期纺织业又有发

展，一些平民家庭手工纺织业广泛兴起，出现

了专门从事丝织业生产的家庭作坊。战国时

期，这里的纺织业分布已比较广泛。同时，铁

器也广泛使用，青铜铸造技术和冶铁技术都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开始设置官营铁业

作坊。唐朝是这里纺织业的鼎盛时期。宋代，

煤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冶金业的飞速发展。

明代，民间以煤为燃料，私铸钱币、打造铜铁

器者很多。同时，兵器的发展，促进了当地五

金业的兴盛；棉花种植也促进了民间棉纺业

的迅速发展。至清代后期，五金手工业萧条，

多为制造一些简单农具和日用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京汉、正太铁

路在石家庄交汇，吸引了大批手工业者前来

建坊、建场。这一因素，有力地促进了石家庄

经济的发展。

民国10年(1921年)，武汉楚兴公司在

休门村南创建大兴纱厂(石家庄第七棉纺织

厂前身)，民国11年(1922年)建成投产，开．

创了石家庄机器纺织业的历史。民国12年

(1923年)，成立了井陉矿务局石家庄炼焦

厂。同一时期，新记电灯公司、同义兴铁工厂、

永聚兴铁工厂、立荣元轧花厂等20多家小型

企业陆续创办。到民国22年(1933年)，大兴

纱厂已发展为石家庄市最大的工业企业，年

产棉纱1万包、棉布5千余包、棉毯4万余

条。井陉矿务局炼焦厂是重要的化学工业企

业，日产焦炭由建厂初的40吨发展到120

吨；保晋公司铁厂、育德铁厂是主要钢铁、机

械工业，生产切面机、轧花机、弹花弓、织布

机、石印机等小型机械；亚立工厂是当时最大

的针纺织企业，生产围巾、背心、卫生农、手

套、毛巾、毛丝线衣等针织品。

日本侵略军(以下简称日军)侵占石家庄

不久，便以武力强占了中国的工矿企业。大兴

纱厂、正太铁路总机厂、井陉煤矿及其焦化厂

等主要企业全部由日本控制。他们不仅掠夺

中国的工业原料和产品，而且破坏中国原有

的工业基础。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

军火供应不足，急需大量钢铁。他们强迫推行

“献铁运动”，将工厂的机械设备砸毁以制造

武器，从而使工业生产遭到空前的破坏。到民

国36年(1947年)底石家庄解放初期，全市

仅有大小工厂27家，职工万余人。除井陉煤

矿、车辆修理厂、大兴纱厂、焦化厂等较大企

业外，其余多是轧花、织布、修修配配的小工

厂及手工业作坊，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人

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只能生产原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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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棉纱、电力、砖、铁锅等少量产品，工业总

产值仅2000万元左右。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揭开了石

家庄工业建设的新篇章。到1949年建国时，

石家庄已完成了恢复生产的任务，27家企业

的生产开始走上正轨，年产值达4370万元。

从1950年开始，国家投资3759万元，新建和

扩建了电力、煤炭工业企业和纺织等轻工企

业，原有的微水电厂新装了2台5000千瓦的

发电机组，年发电量扩大了32倍；恢复扩建

了年产原煤185万吨，洗煤179万吨的井陉

煤矿；新建了拥有万枚纱锭、380台布机的石

家庄纺织厂，以及石家庄酿酒厂、面粉厂、制

药厂和一些小食品厂等工业企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家庄是全国

重点建设城市之一。1953年初，国家根据石

家庄交通、资源等条件，投资4．2亿元，安排

兴建了大型纺织联合企业(石家庄棉纺一厂、

二厂、三厂、四厂和第一印染厂)、华北制药

厂、热电厂三项重点工程，以后又陆续兴建了

华新纺织厂(石家庄第五棉纺织厂前身)以及

以生产杀虫剂为主的石家庄农药厂，以生产

农机具为主的市动力机械厂(石家庄市第一

机床厂前身)、汽车修理厂(石家庄市汽车制

造厂前身)和卷烟厂等17个中小型企业，形

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纺织、机械、化工、轻工

四大工业门类，为石家庄市工业的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57年底，全市工

业企业已达277个，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

1．6亿元增加到4．2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

近3倍，平均每年递增23％。

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陆续建起了橡

胶、制碱、油漆等40多个中小企业，扩建了水

泵厂，建起了年产730万件农机配件的拖拉

机配件厂和年产5万吨合成氨、11万吨硝酸

铵的化肥厂，使石家庄的机械、化学工业迅速

兴起。“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的工业生产受

到冲击。70年代末，市委、市政府提出以提高

经济效益为中心，在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大力

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的经济建设思想指导

下，大力开展新兴的电子工业、建材工业，使

经济建设呈现了新局面。1978年，全市工业

总产值达34．4亿元，企业数达到507个，拥

有职工25万余人，固定资产原值达19．58亿

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工业走

上了协调发展的轨道，并逐步转向内涵发展

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加快了技术改造和技术

引进的步伐。自1979年以来，技术改造和技

术引进投资逐年增加。通过采用和引进新技

术、新工艺和先进设备，扩大了生产能力，提

高了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1988年，成为华

北地区第一个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百亿元的省

辖城市。到1990年，石家庄工业在极为薄弱

的家底上，已发展成为以轻纺、医药、电子、机

械、化工、建材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

系。石家庄市是全国重要的纺织基地之一，纺

织工业年总产值约占全市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25．4％，棉纱、棉布、印染布的产量位居全

国前列。石家庄市是全国生产抗生素和化学

原料药的重要基地之一，抗菌素产量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六分之一。石家庄市是全国电子

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全省重要的基地，总产值

和实现利税约占全省同行业的70％以上。轻

工业能够生产手表、食品、卷烟、纸张、服装、

五金、日用化工、日用百货等产品。化学工业

具有基本化工原料、有机化工、石油化工、日

用化工以及化肥、橡胶等生产能力。机械工业

能够生产民用飞机、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

拉机、矿山机械等1000多种产品。西部山区

有丰富的石灰石、大理石等矿产资源，发展建

材工业的基础较好，能生产水泥、水泥制品、

砖、石灰、卫生陶瓷等建筑材料。电力工业初

具规模。

1990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120．3亿

元(1980年不变价)，比上年增长5．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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