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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横结合，以横为主进行

编辑。上限为一九五一年建内江市起，下限断至一九八五年

五月底止，但在追溯历史时，上限有所突破．所涉及的内

容，一律以一九八五年内江市二轻局所辖范围为限。海垠，

过去管理过，但巳移交的企业等，现管理部门必有专志记述，

本志概不涉及。

二，本志从记述内江二轻工业生产，经营．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为本旨．对历次政治运动一律从略。
·

三．本志在时间上，一律采用公元妃年。
四．各机构，工业名称，一律尊重历史，按当时的名称

记载，本志采用习惯性简称，书前附有简称全称对照表．以

备查阅。￡遗1)’
五，市内地名，一律采用成书时的现行市政地图所标名

称．书前附有城区二轻工业分布图，以供查考。也二．)
六．本志所用价值数据。一律采用一九五三年后的新币

值。
’

七，工业总产值一律采用一九七。年不变价．以利体现

发展关系．

八．所用金额数据，除劳动生产率外，一律以万元为单

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百分比不保留小数。余值按四舍

五入法处理。、

九，凡职工人数，一律以年末正式职工数为准。

十，本志所列重大事故，都是经济损失万元或职工死七

一人以上的．余为非重大事故．本志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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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溉 蘧

}，1：痨讧市三羟正北+，：照在r建国詹对手芏业个体舷嗡制进

c符社会主义改造钓营础出产_生，：髓群杜餐生义磋济韵发展，
逐步发展起来的轻工业体系．它是由企业内部的劳劫者共同

占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籀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形式之一，在：垒h市钧置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币典旨不可忽
视的地位瓢幸乍翔。。。‘．．一4

‘

第一节不断前进的二轻工业 ，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手i业的个体舷有制转变

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

化，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i

由于党内一度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盲目追求一犬二：公的

生产方式，一些经济政策背离了集体经济的性质，防碍丫二

轻工业的发展．因此，我帝=轾工业随着凳和国家的经济政

策的调整变化，，呈现出分Jifi：段的波浪式发腱’。但由子集体所

有制的生产凳系基本适应了生产办的发展水单，r在过去的兰
十二年间：。我市二轻工业总的保搏了较高构发展速度。，

，一，。禹工业生产恢复时期： ．'
。·

．一九曙九萍；中国}人民勰放荤进晕蹭鞫甄r手_午≥胄六·诗。
解放内江，．共声党和人凝政府采取积极措琦篚‘·透速妥摧必融j

生活，．手王业生产开始得蓟了恢复：，一
J

， ．’

一

iX髯llll譬参，●

一一飞rl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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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手工业者以行业建公会，下面又按小行业分

小组，参加工商联组织。手工业工人也以行业建工会，属市

总工会管理。当时全市手工业建有布鞋、，革．鞋．制革．织

布．竹藤、j木料，铁器．缝纫．弹花．细小金属．机械．漂 。

染，文具等十九个工会，拥有会员九百五十五人。

． 行业公会和工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会员学习党和政府的

方针，政策及时事政治、帮助手工业者提高政治觉悟．介绍

工人就业一，， ，一、’一
‘

一：

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i ‘：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市联社接收内江缝纫工人合柞
社，改为缝纫生产加工部，地址在人民路1 3 9号，有二十

岁i名缝纫工人，成为我市最早的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办的手

工业企业。 ’‘

同年四月二日，三十皇个失业布鞋工人组织。J+我市第一

个集体经济的手工业合作社——市布鞋社。当时．，这个社自

已筹集了十六元入社费，向市银行借款l 0 0 0元，作为开

办费。面对资金少‘，产品销售不畅的困难，在市联社的领导

下，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在生产上采取了三条措施：一

是增强计她性，按用户需要组织生严；，二是改人人出产晶为 j

流水作业，发挥个人特长；三是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厉
量。使生产工效提高3 6％，产品成本由每双鞋2．67元降为

2．61元，产品质量在1953年全省fI!寸行业评比中跃居第三名，．

很快打开了销路，远销省外，促进了生产发展，．资金积累增

多．社员生活有所改善。到一九五三年，产值达3：84万元．

比五二年增长l⋯6 8倍；实现利润0．3 3万元，比五二
。

年增JJⅡ1．3 6倍；人平月工资l 6．8元，比建社时提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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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作出．了示范，j树立了

旗帜。’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制定了对手工业进德社会主义改

谴的政策；我市手工业劳动者积极响应，，经两年多的准备，
于一九五六年一月掀起了手工业合作化高潮。．呈现出不少妻

劝夫．父教予．兑弟相助，师徒相约，争先入社的动人情

景．I到年底。，全市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48

个：生产小组2 2’个，供销社1个，共有社组员3 4 7 6

人，占全市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 5．5％，基本上完成了党

对手工业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手工业合作化以后。集体经济这种生产芙系更适应于生

产力的发展，许多社(组)通过分工合{，F，建立工序流水

线，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建严迅猛发展。一九五六年

全市手工业产值达到5 4 l。8 9万元，比五四年翻了两

番；劳动生产率比个体经营提高一倍。 ，

，随着生产的发展，L九五八年七月，布鞋，革鞋两个规模

较大，经营管理较好，积累较多。产供销也较正常的，合作

社，转为由市手联社负责盈亏的合作工厂。同时，新办了斗，

坎造纸厂，野生纤维厂．玻璃厂．土陶厂等四个合作工厂，

拥有职工l 0 5 0人。
． √．

三．过渡全民时期。． ，_√

一九五八年八月，市委决定市手联社并入市商业局，集

体经济的手工业厂，社组也相继转为全民所有制工厂．

原企业直接转厂有四个厂．社，由小社并为大厂的有2 7．

个社(组)，分别建立由商业局领导的布鞋．造纸．教具．

3



制硝．棉纺织．制梳．被服，工艺美术、竹藤、车表衡器、

葡萄糖，玻璃等十二个地方国营工厂．

毒、按归：商原则0制面社转为国营制面厂，移交市粮食局管

理。‘另有移交给市工业局领导的针织．皮革、机修，金属，

汽车修理五个国营工厂。：原副食品一社j二社》变绘赢蔬菜 ，

公司领导0艇鬣补鞋社移交给街谊人民公社领导：⋯。
一

一+’自马．稗木生产农其的原9个社：’’组，建立为六个工

厂j移交当地农村人民公社领导，白马，稗米。．衣兴另有20

个生产市场小商品的社1(组)i组建l 1个工厂‘，分别移交
兰镇供销社领导。¨一气“’

屯’。 ⋯’”～一 。

，一九五九年j市皮革厂由市工业局移交给市商业局领

导。
j‘：j：⋯：、盖’，知J々‘5矗Ⅲ。“"’’

四，在调整中发展时期

·九六一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

八字方针和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的规定(实

行草案>》的精神，‘市委决定恢复市手联社和建立市手管

局，将五八年转厂和移交其它部门的企业，全部收回统一颁

导管理ij．?‘、冀；r分fl“·。q
i““。· ^⋯'”“’“‘。1

o?这些企业收回后，根塌手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和经营灵活 ，

的特点：，恢复和建立集体所有铡的手工业生殍合作社五七五
个，：生产小组／，弋译“。’共有社．。组贵三千零4三早／<人。～～’

在收回企业的同时，并按上级有关襁定，同原经营部门
决算。收回平调手工业集体所有制的资金共兰十八，方二千八

百元，其中I’财政退赔=十五万八千_七百元，农村人民公橡。

退赔二万四千一百元j。退赔资金的主要来源有三釉；

’··⋯1．历年来平调的各项毋金。’如转厂前一．动员．资。金锯
}； ． ：‘?：+ ．。：：：一矗}奠I，”·：。·H·。_ 。二”一1 p+‘’·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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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财政平调手工业十个厂(社)现金六万七千八百面，，棒

术，东兴两个公社l潋大炼钢饿詹必哥谰两镳等五业集体所有

制资金二万二平方百元。‘ ‘∥；
。

2．收回企韭瞄的设备实际价值与帐面设螽狰值不符的

差额，?： ．’ o
’

·1

， 3，移交公社的企业，由公社退赔经营时期所收峻看{{

澜． 。

．。

．

这一退赔措旌。维护了集体魇有馘的经济利莽，促进了
生产的恢复和发展．c ： ：、．

一九六二年，市乎管局又相继接收部分街道工单，璃毫
合作社十一个。生产组穴个，增加社员四百=十友人．

一九七L年十二月十衣日，市机具社转为合伟王厂，夏

名为市机械厂，有职工三百：十八人． ．．

、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It市皮革社，木器社．布鞋社．

棉织社同时转为合作工厂．分别更名为市皮革厂，市木器

厂，市布鞋厂．市棉织厂．共有职工一千一百三十人。

一九七六年九月针织社．自马铁器社转为合作工厂，定

名为针织二厂，和臼马农机厂，共有职工四百七十人。
’

一九七八年九月．市塑料一杜，转为合作工厂，更名为

市塑料一厂，有职工一百五十五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市塑料二社转为合作工厂，更名为

市塑料二厂，有职工二百八十一名．

上述合作工厂从转厂之日起，实行利润全额上缴市手联

社，由市手联社统负盈亏的财务办法．一九八。年，为扩大

企业自主权，根据省二轻局(1980)二十二号文件规定，

九个合作工厂又改为自负盈亏，按合作社的财务制度进行经



济核算。
’

一九七八年为支援农村社队企业，樨木，白马两镇七个

手工业厂(社)共有职工六百零二人，无偿移交当地公社管

理。另有城区制面社‘一百零九人移交市粮食局管理。

一九七八年市二轻局决定所属的二十八个合作社(组) 一

均更名为工厂j

一九八。年九月十六日，成立市服装工业公司，辖属服

装：劳保七个工厂。实行按厂核算，厂负掎亏的财务制度。

一九七九年四月，成立市皮革公司，辖属制革．皮鞋，

皮件五个厂，实行统·核算，公司负责盈亏的财务制度。
_

一九八二年底，市委决定，一九七八年移交给公社的白

马，稗木两镇的十三个企业，七百一十二名职工及移交给粮

食局的市制面社职工一百一十五人，收回市二轻局管理。

到一九八五年六月，全市二轻工业共有供销，皮革雅
肖瞻个公司，五十个生产企业，职工6，681人。·
／叭 ．

附： ．

’

’

●‘

表1—1 手工业合作社情况统计表 ．

． 表l一2，手工业合作组织过渡转厂及归口管理情况袭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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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二轻工业在全市经
}

～‘
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内江市建市时，现代化工业十分薄弱，经济基础比较落

：后，由原有的手工业发展起来的二轻工业，成为内江市的主

；要工业部门之一。特另q是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二轻工业的社

：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促进了生产建设的不断发展，使二轻工

!业在全市经济建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巨

；火的作用。
‘

， 一九八二年，内江市二轻工业有集体所有制企业5 4

1个，占市属工业总数的2 2％；有职工6 6 3 4人，占市数

{工业职工总数的2 3％；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 1 5 0，．2 2

}万元，占市属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l 8％；实现工业产

：值5 3 6 8万元．占市属工业企业总产值的．3 3％；实现利

润3 4 9万元，占市属工业总利润的3 7％；成为内江市经

i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i

内江市二轻集体所有销工业，是市属工业的重要部门，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随着大力发展

：消费品生产方针的进一步贯彻，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它

。在全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 ，

} ‘1．它是发展日用工业品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

i支重要力量。二轻工业是轻工业的重要组成部份，它生产的

；产品，大多是日用工业品。虽然在。文革”及以前时期，由

．子对二轻工业进行不必要的限制，二轻工业被迫生产部份本

!系统必须的生产资料，机械工业生产的比重有所增大，曾出

现过二轻不轻的状况。但是，F-I用工业品生产在内江市二轻

1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