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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济类型

第一节手工业

个体每刻立

民国 34年《稍阳县主央统况》记或"本县各项手工业，除制造

农具及家庭所需常用者外，她妇女惟一之副业，大都家置手纺车数

具p 自用自售。间有男生口自织，或应雇者。亦有生旦被织布取哗，

女同设济院、民生工厂等。"

才常纺织布业 A 县境产棉，纺纱织布在较长历史时期中都属于

家庭副业。纺织者多为农村妇女p 城市极少。抗日战斜才期，土法纺

织渐如憾。"县工商悉'我 1937年，会县纺纱96户，从业

118儿有纺纱机115企9 生产土纱41400斤。又据四)~I省

棉业改良场 1945年调查，全县有或龙车250部，附在机40部，

手摇纺纱车15-20万部p 织布FP机 500音也宽布机 100部。

又据"县工商志P: 1946年，全县幸亏纱192户，从业231人，

5 有纺纱机231 台，生产土纺83160斤。普通农索-皆自己纺纱奴

布，亦有雇请布工织有者。实为农民副业之重如盼。织布 1 区长80

- 凡宽 1. 2凡 3天可成 1区。单绞刑林竹纺纱牢9 每天纺棉纱

0.4-1斤。月撒手丢t梭机怖，每天织 1丈左右L 据"县工业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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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 1956年合作化前p 全县尚有牙府手工级妇 工 C户，从亚

65.A，资本总额 4423元。

钊乡战。 也 主要树木制先织沫，民国毛现为手工签鹊兢

制@申辩麟以园形手也铁机代替。每天生产线袜2打{锅T12殉

左右。如惧和销售限制，自制为主，生产E王销概庭主者.制兔

斗饲竹，木制碎绞线，供民众知兰之这在航机到呼艘'之

前，销量较大，并销县外。据"县工商芯': 193τ等全是绢抹8

户，从业 1G儿有打袜机8台，生产线袜2400打; 1916年 

有织袜38户，从业57人，打袜机 38台，生产线禄2 1'20。也

阳末年9 全如慨陈50户， 7 3儿其中放区6户~~ 9.儿据 ?

"县工业局怒" 1 9 56年合作化前，全县有何织业25户，系业

30人，资本总额 1001元

豆花鉴业。 建国前p 境内棉织品基本上自给自足，盼数土法

自染外p 绝犬部份霄'专业染色。染鉴业较为兴nL 括"县工商恙'3

1937年全县染房 50户9 从业150人e 有2是相 150个p 躇百

50+, 1946年，全县染房 120户，从业 36 0 

A 有染桶 360个，踩石 120个。建国前歹9 公出污 :53户，

州立27 5人其中县城11户， 29人。经营穷式为前门切言，后

门设厂，加工为主。当时谚云. ，~头泊p 二染，三挠(5肖功)"。获

利较厚，犬部份灌工招徒。
-2-) 



样花业。 从业者俗称号搞民。怨放前三九全县tt有手3期抗

弹缸k2 -9 6户， .hl.jk 34 1儿兼业者多p 专业者九农问时走村

二串户，应良上门，以销常絮为主。民国初期，均属单线弓具手弹，每

某日弹泡花30-40斤，作絮 1-2床。

轧花业。 .' 建酣t，全岛十;稍苑业265户，从业274人。

之兼营多量专营少。元动力设施，一般靠人力，或水力事觅。每台轧花

;二就;a产皮棉 100余斤。

缝纫业。 咱 民国前期，为芽工操位应底k门。除少数师徒协

P 77锻þ，多属个体手边k者。 ，3 .0年代中期，美国胜利公司制造的脚踏、

二辆融制机ψ、境内。 '40年代，逐渐普珑竟内各大场镇。雇工招徒

."的裁缔番不断增多。民国末年，全县有缝纫业1 2 .6:户，从业165

，.!A.o其中县城 40户!t 5 9儿业务以来糊口为主，受庭上门为槐

由于习惯的原因，很少制作成衣出售者。

制鞋业。 民国初年，县城只有方荣盛开设的楼帘'鞋店独 、

家经营。先后继之有 45号·盛帘'、"五ìm往后pp 石桥 4切泰眩'、等

较为有名。主要手工制饨鞋，材料有贡吸苏缎、统布等;鞋底

，精布底皮底布沟却成电布央笋壳底得二;皮鞋一般用牛皮，来用有

爱.由于习惯和购买力4 此业在场均不甚昌盛。民国末年，企岳夺讲

:靶t!. 3 9户，从业55人;其中皮制立2户，在水:县城育 14户，

:21人;龙泉椭 14户， 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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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精业。 :王一报缝纫和科民专营帽业甚少。产品多为瓜皮帽

芽咚帽。民国时期仅一二来

!是主? 铁器业。 - 民国时期以迄建国后较长时期9 境内铁匠铺都是手

川拉风箱，手执铁锤敲打制造小农具和日常生活若惧。店铺作坊合一，

一般师徒协力操作。产品有包耳锄、挖锄、月锄等各类锄头呆刀电信切、

小刀等各类刀具，以及各种田F工具等 100余种。较大场镇均有型

号不同的铮口产品，用土炉、土模铸迄据"县工商志': 1937 

年，全县有铁匠铺 108户，从业216人，有打铁炉 1 0 8'" 个:

:1946年" 145户， ι29儿打铁炉 145个; 1937年，

全县冶铸铁铮 17户，从业34人，有熔炉 17座，生产铮63000

件; 1946年有9户， 18人，熔炉 9座，生产铮54000件。

:民国末期全县铁器业有269户，从业421人。其中县城 16户，

'"44人。由手王作坊发展为小工r仅有两来即简城古安铮厂，石桥:

方达铁器厂。
./ 

水器业。 建国前，书吗G寄市p 交通不便，木接止以应庭上门

制作为主，自制出售为辅。均为手工锯改木料制作。既为豪家修花房

屋，制作各和专珑木制或具;也为贫户始是尿桶、瓜档、水车、盆瓢

等物。尤以龙泉驿、?各带薄:镇木业者多，犬部自制成品销当地死72都o

建国前，全县木器业76户 E 以业184人。其中县城13户， 34 

人;龙泉驿 17户， 55人;洛带29户， 4: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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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棒业者大都兼具泊溺如忙，以漆木器为主亦育专业油漆我

J多为应庭上门。-民国初年，基本使用土淀。只注中期，化学潮沪、

逐渐普及。

竹器业 品， 境内多竹，竹器为农家高性或专业者甚多。产品以 二

储.竹民蒸笼、船室主糖也箩良湖面量共等为主。石桥敖蒸

笼~街城吴多筛洛带刘箩筐较装有名。建国前全县竹提业68户，

< 1从业181人.其中简绒36户， 41人其余多分布:成渝‘ )1用公

，路沿线场兔

钢电锡电银淄也 可 民国时期1， 3~共有4: 8户，从业62 .. 人.

- 其中城区 14户，从业22人。其余分布在杨镇。犬勘份设店产锐

也有提运定点流到赶场的舰。" 主要帝俯"告幢壶‘杯、在羹等用具，钧、

:戎、替等首饰，以及家具配件。

度量街器业 手工侈耐性产木轩称、竹木凡民国时朔企

.二芸业者 14户，从业24人。其中城区T户， 15人。其余分布各圭 、

要场镇。

A咿I就修理业 - 建国前，境内无犬型朝松设备。侈理业务主

要刻气车、马车、架斗二、自行车、轧花机与讲含冬小i芬，;]'也p 二器具筒

陋，扶柑倒也会县业者20户p 州立24人。其斗117jEI bj:119

. 从业19人其余分布沿公路锹瓦

』串行车修理业。 圣 宾主囡前p 简执二助手共有 9户， })d生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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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移结合，始于1935年。

钟表修理业。 始于1931年，民国末期业者增多。简城

石桥共有7户， 12人。以修理座、挂钟为主，手表比如。

修鞋擦鞋业。 民国中期，县内渐有皮鞋。修或掠鞋业开始

出现业者活街辖摊，或挑担流动经营。在手工挣钱中秘见为下等行

业.建国前，县城有 13户，从业 1 守人。

制商业。 境内制商业分为磨坊挂面、机审阳面、粉坊3种。

磨坊挂面，以牛磨小麦面粉，人力筛梆lJ1萨拉面，自销或加工皆

有.生产方式落后，并受季节气候条件影响，每户日产量在100斤

左右.民国末年，全县有手工商坊286户，从业464人.以石桥

挂百最为驰名，销邻近县市。

机制切商业;始自 1939年￥从战部购进手锚铁帝j切百机，县

内仿制后，机制切商业者增多。民国末年，全县业者72庐， hut91 

儿

粉妨系手工作坊，大多设于乡镇场头，以拖着、碗豆为原料，生

产条粉，渣数养猪，为境内农村副业。建国前，全县有粉坊82户，

反业92人.

手工卷烟业。 ) 民国初年卷烟传》接肉，手工卷烟业邢台出现
1943年，简城有手工都因业41户， hlJt17 8人e 侥用烟牌号

39个.到民国末年，除椭憾烟外，手工却因IJf共有58家，年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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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产68犬件。

"皮革制胶业。 ‘ 括"县工商志'~ 1937年9 矿以熬胶 14

:穷，从业60人，有硝皮房 6座，硝底皮 12000斤，箱皮 3600

斤，熬牛胶 18000斤: 年加工牛皮 1800张，硝底皮 60 üY*, 
每张均重20斤，箱皮锅即与重 3斤，箱皮斜阳提出做 1 5斤，

:箱皮 1200张，共出胶18000斤。民国末年》仅石桥镇有5户，

纵业9人。土法石阶怦皮，以供产销为主，加工为辅。除零销部份漂

草丛犬树附皮箱出售，年产反箱2000余双。每年3至 8月为

1战淡季，则从事熬牛胶。年产牛胶 2. 5-3万斤。建国前制革基

本主不用猪皮。石桥硝房名气仅次于乐山硝房。

印刷业。 建国前，境内无沿印设备。仅有手工石印、漏印，

工和术板刷印业。据H县工商怒': '- 1937年，全县印刷业3户，从

业12.A，有万印 4部j 1946年" '1户， 30儿有那PIO部。

建国前夕，共计5户，从业15九分布简成石桥两镇。

刊刻业。 流动摆摊，手工脚j图章、书店主 函攻。承受加工

为主。建国前有 15户，从业19人。

笔墨业。 ‘ 建国前以毛笔磨墨写字F 笔墨需求量九全县有业

者;11户，从业23人。其中绒区 4户， 9人。一般自产自销， 服

结生较有名者，简城曾光斗"清源堂'、刘开文"开文宣夕，石桥

张青云啃云墅，以及孙文希墨坊。每户才做三五人不等。年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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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0-50万丸墨20万键。运锵F县市。

砖荒陶:io- ) 建国前，农村土筑茅，;乡居多，砖副主落后。 据 -

"县工商恕， : 1-';1 93'年，全县红窑 28户，从业74人，‘ 其中烧

8专页6户，讲~灰22户，有砖瓦窑6座，石灰窑 4座f砖3Q万民 .

现8.G'i匹F灰264万斤;有烧制耕妇缆、土陶窑16opdE225

;乌有细150座咿漏你1 5万仇土钵4. 5万个; 1946 

年会县红窑 53户，从业133人，砖瓦窑9座，石灰窑88座，烧

碍我9户j烧石灰22户，向专90万匹，瓦 540万匹，石灰 1056

万斤;有烧制局依土钵其陶窑 168户，从业252人e 产漏钵

.童基万个，土钵5. 04万公民国末年，全县仅有业者35户，从

业.1 .28儿除城区一处小厂初具规模外，余者规族甚仇

建国初，境内个体手工业生产自锹‘木、竹农具和生活用品

袭供销社实行如尘订货与统府包统扶持发屁 1952年以后，逐

步桐体手卫陕行合作也

1964年，全县工商剑t登记管理民核发证照的个体手工业看

æ户.-f '8人资金总额T 0'9元;个体农村手工业292户， 311 

儿资金总额 1 '1 ~2 0 3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个体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J纭。 到

豆，唠年底全县时个但义手工业者 1 321户 9 }}j立 2426
h竭唰lT4户， 241人;农村1647户， 2 185人

-8一



合作社{小组〉

-<' 'C ' . ~ 1 952年， }j.垃石涡滋生产合怖和ykzffy-IJ:。 1， ♀ J4

年底9 成立筒阳县手工业生产合{件均逛街士。 19 C， 5年，凡金公已

成立各类手工业生产合作才土、组72个p 社员、组员 1259 人。

1956年，实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9 年底，全善共组足手工业礼

组207个p 字L 组员 3380人9 占划归手工业都门改造的也64% 。

其中生产社58个、社员 1591人，供销生产社9个、社员 316

人:生产组61个、经员 560人s 供销'生产组79个、组员 913

人。 1-95 r年底止，全县13个大斗会注p 通过各糊移式组主F忠来

的手工业户p 共计r 952)泣，占1京有总户数2112户的9242%二

生产、 f}~人员 .3385人s 占原有}Ájυ、敖 3654大的946销;

共i.-H~企业、礼组192个。组乡3移式为:公私合营企生2个，

纳入2户 9 从业、生产 10人;生产制字社60个￥会认923户，

反革L 生产 17 4_ 3人;供销生产合作社14个p 纳入285户?从

业、生产420人;生产小组29个，纳入 151户9 从止生产

3.1_.5人;供销生产小组87个p 纳入 591户， J，Ul生产 897

人;转入商业安排4户，从业、生产 4人·防守以后改造156户p

及业电生产 265人 1958年"大跃进F 中，全县 217个手工

立性、纯 3846人s 边度为 83个全民糊制工几 EPJii为u为

6263人 1961年，重新退为荣休肠育和j手工业社、轧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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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每，二袋体经济的手工业改称二轻工业。年底;全县有豆豆比手工业社、

:蕴~r-~l 5个， 2 r{ . 17人。 1962年至 1 . 965年，学附研工人

'.~数::2:;507人，年平均总产值452万元

第二节 私营工业

乒制盐业

境内盐矿开发峙。牛羊帮娥和发哪日明拙，都在西湖鼎 、
二年{公元前 1 ~ 1 5年)。精阳制盐业已消两千多年好史。

附有阳明材，和牛哲等4九

斯已有阳明拙，牛辩4炕上军先下军井6

?嘀南宗淳除七年(除公元 1180年铜) ，简州兹盐 19热 27万斤。

蜀审盐课最麽者莫如简卢兴州凡i九i儿。最多时岁谋48万余绍络L 时人关苟J. 《?刽司

J洲州政拗》 云丢:

元泊《俯苛呐简州盐汤煽i设支娟司令 1 员，从七品; 司亟 1 员p 从八品;管勾 1

先-从九品。

明代洪武年间，岁办上流等9共控支记司盐 1 91. 957 0万

元:宏治年间，岁办上流等井盐泯司盐279. 404 5万斤。此

先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简阳到1日乡旧有竹声i井宣环节;Ltu

渊盐万余斤。筒州i回城内牛拗仍产比附，尉'制犬古之3

λ，盐副使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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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烦治十七八年(公元 1660年--166 1 年) :>形i指灶民

开凿竹筒小井。两年问开否?得;lJ~争 1 8~~。雍正八年(公布‘ 1 t{ 30 

毒) '-.有93井。花隆铜司，渐次分为 4厂:?;275广纪兰永广井、 1

酒厂井‘姜到『扎此外靖老君井。乾隆二十三年(公元 1 ft 58年) , 

魂内盐并遮增为 1 -823井。辑瓷五十~(公元 1786年)为 533

井。煎部主54座，放盐锅 84归~翩嗡 139口。乾隆五十二年 、

i( 1~1 8 '1年了为 558井。嘉庆年间为 533井。灶54条，锅 84

口，温才嗡~13 9 口? 扫

清初剿亏我户计口授盐行军!。简州等4 。如}县脱产盐，分烧水

黯引张，行销至全省。清代筒只i木- 除专!邸河己情形是. .4' 筒井谧f产

盆汾配本州陆1601引，分行成相告2 去守 5引，华阳陆2106

:现双湖告812号 1，温江陆8 6~1 号 1，金堂陆1365号J， ' 导陆陆

_207 引，灌县陆552 引，、资阳陆53引，汶JT~告 162引，理番 '

J陆 1 '3 5 引。

• 

额行盐引每张原额配盐 5包旱盐(陆军1) 共重540斤，河盐 、

材<'51>共重600斤。道光30年(公完 1850年) 5月，每引 咱

1~ 改窥4他巴盐每包重140斤2 花盐每包重 180斤; 1 0 ‘ 

月，又授为巴盐每也重160斤二花盐每~重2 -0 0斤。光绪30年9

二开办官运配销，计岁产盐'1 000余票，每察约豆3争气百斤。

\. . 淆钝I炖盐厂533井9 通计井但盯!张盐额正粉书立1657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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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4分.

清乾隆元年(公元17 36年) 9 改嘉定讼款之州判，移驻徐州J

石桥井:光绪七年(公元18 ;81年) ，设盐J豆局委员 1人，抽收盐

犀.至清末，简介!州判共91儿盐凰窍员 12人。

民国初年，县内盐时分为 4厂。海厂 10户，妥厂 5户2 王厂

4户，因厂10户，老君井共3户眈入臼厂，统计32户。原有产盐

额井533限，棵黯立半，仅存26- 0余跟。其中、脱附旺，计60.

余井。全县年产花把草20(除万斤。民国元年报销井讯每果以630

斤为准，如盐两斤为 1斤，每斤纳税6元才在盐 3斤为 1斤2 每斤纳

税5文。民国 4年9 每寒盐一引计50包每包160斤，每引共

8000斤，纺说银139.. 2元。会县合r每月产盐约 40万斤，

税收每月约600 .0元，海井居其半。

" 民国 3.4年后，境内有盐并270余暇。民国 36年9 有灶 ， 户

39家，分布石桥火捕、·撇坝、嘈外四、脐部队伍皇庙、石钟、

赤水白家湾电老看·先资阳双河场等处。合i精金11400万丸

有盐工889九年产盐3823200斤。民国 38年，产

4125000斤。

民国元年，改盐厘局为格税关9 改委员为我'比县石桥才占2:1··iZ3

人。民国 4年，改报税官为场知夺p 仍栽句:;;事务、民因 6年， 坊、

税划为两系统官专新城，知苓专程盐场行政。至民国 18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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