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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充分体现改革开放是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二、断限。上限尽资料所及。下限到1990年底。

三、本志为篇章结构。以叙述白话文为文体。用字，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

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四、大事记采用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为辅，记大事、

要事、新事。

五、人物收录范围，不以地域划分，只收录在郑州市二

轻工业生产、工作并获得市级(含市级)以上荣誉的人。

六、突出郑州市二轻工业特色，要求大项不缺，要事不

漏，不求面面俱到。

七、本志为工业部门专志，“反右"、“文化大革命"记述
从略。

八、文中以公元纪年。 - ’
·

九、本志资料来源，均辑自档案、报刊、企业志书及座谈

会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运用统计资料，以统计部门为准，个别年份出现不

同数字时，择其合理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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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建新

二轻集体工业是手工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与延续。过去

郑州没有手工业志，历代的郑州志也很少有记载。今日的郑

州，有了手工业志，即《二轻工业志》，这是值得大家庆幸的

事。作为二轻工业的每个职工，特别是老一代的手工业合作
社工作者，对此感到欣慰。

郑州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

路，今天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几十年来，它对发展生产，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便群

众，扩大就业，出口创汇，积累资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手工业合作社到二轻集体工业几十年的实践，使它
逐步总结形成了一套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劳

分配，民主管理等基本原则和管理制度，它适合我国当代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历史上曾

经出现过几次大的折腾，它还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而且

它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接受，所借鉴。历史告诉我

们，凡是遵循这些原则和制度去办的时候，二轻集体工业就

发展，凡是违背否定这些原则和制度的时候，二轻集体工业

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二轻集体工业的几次大的反复折

腾，充分说明了这个真理。我说以上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说

明二轻集体工业几十年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当然，在当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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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新的形势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要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大胆探索，开拓进取，不断给二轻集体经济注

入新的活力，为二轻集体经济的发展作出我们新的贡献。

c⋯者嘌端需篓訾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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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郑州市的二轻工业，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郑州手工业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商王朝时期，手工业

奴隶就有生产青铜器皿的多种冶炼配方，以及浇铸、合模、

硬范的技艺。产品有祭祀、兵器、猎具及生活用具诸类。提

梁卣是青铜器高超技艺的代表作。还有生产黑陶、彩陶、及

质地硬、吸水性弱、击之有金属声的原始瓷器技术。还有石

器、骨器、纺织、竹编、酿造、黄金饰品、漆器的制作技术。漆

器中的人头碗，是用奴隶头骨漆成器皿。盛唐时期，丝织业

发展，所产绫绢名列二等定为土贡，奉于宫庭。后周则有“柴

窑”青瓷称冠于世。

明、清、中华民国的现存志书，极少手工业记载。

1915年陇海铁路通车后，郑州成了货物集散地，制革、

制皮鞋、服装、木器等手工业有所发展。1917年有了手工织

布工场。1936年郑州有手工业行业13个，836户，2700人。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手工业者纷纷去西北

谋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货币贬值，物

价飞涨，仅有的手工业者，也是生产无材料，产品无销路，在

贫穷、死亡线上挣扎度日。

1948年郑州解放，广大手工业者获得了新生。中共郑

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给手工业者救济粮、贷款，组织恢

复生产，并以优厚的收购价格和加工费，给予大批军需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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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订货，支援了解放战争，使手工业恢复了生机。千古以

来，手工业者第一次尝到政治上翻身，经济上得到帮助的幸

福。1949年10月由失业工人组织了建筑生产合作社，1950

年5月由失业工人组织了民主棉织生产合作社，1952年7

月司春霖等十七名失业工人，组织和平印刷社，发展了生

产，改善了社员生活，这都给手工业者，带来希望。1952年

底个体手工业人数由1948年10月的2900人，增长到
5359人。

1953年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总路线指引下，开始对个体

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手工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

按照中共中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

进"的原则，对个体手工业进行多次行业调查，摸清情况，坚

持典型示范，分类指导，并全面进行政策教育，前途教育，引

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共市委党校培训手工业合作化骨

干力量，有选择的组织一批示范性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作样

板，带动合作化发展。市场行政管理则从加工订货、物价等
项管理入手，贯彻“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原则，鼓励个体

手工业组织起来，保证其合法权益，抑制其向资本主义发

展。在中共市委领导下，建立了政府职能(局)、群众团体(劳

协)、经济组织(联社)于一体的领导机构，是实现手工业社

会主义合作化的组织保证。干部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手工

业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广大手工业者踊跃参加，是实现手

工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群众基础。经几年的努力到1955年

9月底，参加合作组织人数已达2959-人，占全市手工业总

人数的34．94％。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推动了手工业全行业

合作化进程j 1956年元月郑州市手工业实现了社会主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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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化，百分之百的手工业者参加了生产合作社，完成了手工

业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转为集体所有，这一伟大的历史变

革。

1956年3月将192个生产合作组织，建立了17个行
业大社及24个社、组，适宜集中的棉织、针织、印刷、毛巾等

行业，发展了生产，增添了新产品，降低了产品价格，扩大了

积累，提高了社员收入。但也由于合作化来势过猛，工作缺

乏经验，将服务性行业及不宜集中的行业也过于集中，给群

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中共郑州市委针对这一情况，立即

进行调整，按自然行业建社，适当缩小建社规模，并独立经

营，自负盈亏，增设网点，方便群众，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集

体所有制。1956年实现3001万元产值，248万元利润，95％

社员较入社前增加了收入，并开始享受全公费医疗和半公

费医疗待遇，广大手工业者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感到还是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1958年“大跃进”中，对手工业进行“升级”、“过渡"，手

工业行业的56个集体骨干工厂，过渡为地方国营工厂，

1339人转为国营职工，1014．6万元资财被平调。手工业管

理局、工业局合并。较小合作社、组下放各区，企业生产转

向，工人改行。郑州市手工业总产值由1956年的3001万

元，降到721万元，致使手工业产品在市场上断档脱销，供
应紧张。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城乡手工业若

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明确指出，集体所有制最

能适应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手工业工人的觉悟程度。集

体经济恢复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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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业生产应坚持为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出口、工业

建设四服务的方针。恢复了市手工业管理局。这次调整归

队的有小农具、日用家具、竹藤草编织、服装鞋帽、文教体育

用品、工艺美术、土陶土瓷、日用杂品、房屋修建、工业性修

理服务14个行业和服务性行业，共归队26个厂，18个车

间。归队职工中老社员只占37％，其余是区、街办集体企

业。手工业管理局只管业务，区管政治与干部，所以无法统

一规划，很难统一调度生产。规格、质量无统一标准，网点布

局缺乏统一筹划，工业总产值由1959年的4011万元下降

到1963年的3694万元。1964年政治与业务统一于手工业

管理局，按行业建立专业公司，加强专业管理，进行统筹安

排，开展技术交流、技术比武，开展质量证比等活动。并颁布

技术、质量标准管理条例，利用自身积累进行基本建设和技

术改造。1964、1965年由郑州市副市长、手管局局长带队，
先后组织233个企业参加，979人次去上海、苏州、天津等

地学习先进技术与经验，请来技工150多人，传授技术，参

加生产。所以才有1965年的红丹防锈漆、虎音锣、苏锣、奉

’锣在全国评比中，列为甲等品。出口产品达14种，出口交货

值377．4万元，为1964年的13倍，总产值6101万元，较

1961年增长38．8％的成绩。1966年由联社投资的手工业

大楼建成，手工业产品直接与群众见面，对繁荣市场满足群

众需要发挥了作用。
’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二轻工业局和专业工业公

司再次被撤消，二轻工业企业又一次下放各区。仅1969年、

1972年两次又有21个骨干集体企业，“晋升”为地方国营
企业。对集体经济要“限制、改造”，这才形成机构上面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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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上面派，职工收入与企业效益脱钩，吃“大锅饭”的所谓

“国营模式”。虽然，二轻工业只有30----,40％是计划内产品，

却要百分之百包销，企业没有了经营自主权，造成生产任务

靠下达，物资靠分配，设备靠调拨，产品靠包销，使二轻集体

经济受到捆绑，发展更加困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使二轻工

业又焕发了青春，按照国务院(1978)11号文件，恢复了二

轻工业局建制，按专业化生产协作关系，恢复专业工业公

司。几经调整，1979年划归二轻工业的有五金制品、塑料制

品、制革及革制品、服装鞋帽、文化体育用品、工艺美术、竹

藤棕草制品、家用电器、包装装璜、El用家具、El用杂品、中

小农具、灯具十三个行业及相关联的二轻机械、模具、修配

等行业，共96个工厂(其中8个国营)，职工19191人，年产
值13616万元。

’I

归口管理后，1979年积极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提出供产销一条龙的建议，实行计划

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收购前提

下，找米下锅，自产自销，给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变纯生产

型为生产经营型企业，恢复集体企业的职工入股与年终劳

动分红等措施，调动广大职工生产积极性。调整部分企业生

产方向，补充一批短线产品，改换一批滞销产品，改进产品

结构，搞好产品升级换代，初步扭转积压多、亏损多的不利

局势。按照省、市部署和中央关于“五项工作”、“三项建设"

的要求，根据集体经济的特点，璎状和手工业合作化时的成

功经验，对二轻工业企业分期分批进行以管理为重点，以提

高生产、管理、技术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恢复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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