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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边的话
——代序言

我回经贸委工作已经三年了，难题、要求、呼声、批评、友谊、．支持

⋯⋯时常萦绕脑际，感慨颇多，故诌打油诗一首，以壮其志。

一}乙昔五小工业兴，北有浑源南晋城

若论传统手i业，源远流长冠全省

生产销售皆兴旺，财政收支亦宽松

而今企业陷困境，昔日雄风多无·存

．』些企业将倒闭，众多工人另谋生

一些企业常关停，亏损渐增蚀老本
‘

少数企业虽景气，粥少僧多难分均

面对此景看法多，杞人忧天亦合情

莫道山前无路走，柳暗花明又一村

‘直面困境看优势，人杰地灵善利用

时不我待抓机遇，深化改革莫放松

奋力拼搏求发展，科技进步企业兴

相信依靠主人翁，回天有力转机生

待到重新崛起日，再论机遇或原因

’几旬歪诗道过，引出一段浑源工交企业发展的历程。

浑源县的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了

陶瓷制作，唐代在古磁窑和界庄村之间就建有瓷窑，烧制瓷器。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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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孙威“有巧思”，设计制造出一种蹄筋翎根铠甲，受到元太祖的称

赞，其子孙拱除制造铠甲外，还研制出一种“折叠盾”。酿酒业发展也’

较早，明代就有“甘泉美酒"的盛誉，到清光绪年间，私人酿酒作坊发

展到103家之多。其它手工业，如砂器、铁器、铜器、白麻纸等多种产

品享誉内蒙、东北、河北等地。人称浑源县的手工业是“七十二行，行

行俱全"，说的是手工行业门类多，产品品种多。但这都是手工作坊式

的生产。浑源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建国后。

建国四十多年来，浑源工业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从49．年至57年经历了合作化阶段。在农业合作化浪潮的推动

|卞，各行各业盼小手工业者三个一组，五个一社，以行业自由组合起

来，把工具、设备、生产资料作价入股，组成了铁业社、蹄炉组、木业

社、笼箩社、磁业社、纸业社等四十多个合作社。随着生产的发展，渺
些社组又几经分合，由集体转向国营，又由国营转向．集体。在坎坷的

发展道路上，在颠簸的生产营销中，这些合作企业又经过分久必合，

合并成二十多家初具规模的合作社或工厂。工业产值由49年的457

万元发展到57年的642万元，增长40％，职工人数达到2431人。工

业产品以传统手工业产品为主。

从1 969年到1 972年，是地方五小工业上马阶段。这一阶段’。有

些五小工业在动乱中崛起，像化肥厂、水泥厂、砖瓦厂、线材厂、铅网’

厂等。手工业逐渐向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发展。工业产品新增加了

碳氨、水泥、铅丝、机纸等。工业产值由57年的642万元发展到72年

的1 66．8万元，职工人数达到39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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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到1978年是对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阶段。化肥厂、

水泥厂、砖瓦厂、陶瓷厂、线材厂等一批骨干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生产

能力成倍增长。全县工业产值从72年的1 668万元发展到78年的

4582万元，增长1．75倍，职工人数达到6437人。

从1978年至现在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全县工业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浑源县原有企业经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一部分企业已经或正在度过难关，像酒厂、水泥厂、汽配厂、印刷厂等

企业新增了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生产销售日见兴旺。这一阶段还

新建了二化工厂、恒山工艺美术陶瓷厂、毛纺厂、矿机厂等企业。工业

产品新增了挂面纸：模压皮鞋、钢丝绳、毛呢、毛毯、膨润土、活性白土

等产品。全县工业产值由78’年的4582万元提高到91年的1．4亿

元，增长了三点一倍，职工人数达到12773入。

浑源县工业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手工作坊式生产到机

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是因为工人阶级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敢想敢干，奋力拼搏的革命精神，是因为工人阶级用科学的态度和求

实的精神大搞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因为企业深化改革、转换经

营机制，走横向联合，借梯上楼，引进资金技术，逐步壮大自己的路。

浑源的手工业虽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走上了合作化

道路，但各业的生产手段落后，设备简陋，产品品种质量远远不能满

足市场需要。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各个合作社都

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

对企业进行改造、换血。没有厂房就租贷或自己动手建；没有设备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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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造；没有资金自己凑；没有技术干中学、走出去学，请进来教。合作

化初期办起的几家铁业生产合作社，工人生产就靠几盘红炉、几把

大锤。后来，他们外出学技术，回厂搞革新，从实践中摸索经验，经过

大搞技术革新，更新了厂(社)设备，工人由抡大锤到用上了汽锤，由

几家铁业社合并成的七一机械厂还自己动手制出了百吨冲床。笼箩

社原来是由几个笼箩匠组合起来的，生产箩底：箩子等家庭用具。笼

箩匠由用马尾织箩底，想到了用铅丝织箩底，由织箩底子用铅丝，想

到了自己动手拔铅丝。他们买回几台小型拔丝机，自己试着拔丝，根

根银丝拔出来了，试验成功了。于是笼箩社由生产笼箩转到了生产线

材，自己动手制出了+几十台各种型号的拔丝机，建起了大厂房，年生

产铅丝达到三千吨。原来的笼箩社变成了线材厂，有几个型号的铅丝

达到了省优。工人们高兴地说：“这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

十四大精神鼓舞下，浑源的工业生产在困境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

’展，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浑源酒厂从1 990年以来，生产规模

逐步扩大，产值、利税连年翻番，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引进技

术，提高产品质量。近年来，这个厂共引进包括电子催陈设备、自动灌

装生产线在内的新型设备300多台(套)，采用了十五项当代酿酒先

进技术，进行了二十多项技术改造工程，淘汰了原来一些陈旧的制酒

设备和酿造工艺，使企业生产向科学化、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白酒

生产能力已由三千吨上升到一万吨，新开发了“恒山’’、“北岳”两大系

列白酒13仑品种，并双双获得国家科委．92星火计划成果技术展洽



会金奖。工艺瓷厂去年投资40万元，完成’j，模型、成型和包装三个车

间的续建配套工程。印刷厂投资六万元。新上了“凹凸印异型模切"新

工艺。毛纺厂的呢绒复合织物已落实资金，今年开始试产。汽配厂的

扩i o饥已投入生产。矿机厂的液控单向阀已试制出样品。全县“七

五"期间十个企业的十九个技术改造项目，九。二年有十五个通过验

收，并颁发了合格证书。这些新产品的开发和新工艺的改进，有效地

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
’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县办工业如何立得住、站得稳，除了依靠

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外，还要坚持横向联合，引进资金技术和狠

抓产品销售。从九二年以来，不少企业主管部门领导和企业厂长；解

放思想，放开眼界，亲自走出去，寻找合作伙伴，走内引外联，借梯上

楼，壮大自己的路子。经过考察论证，线材厂与太原重机厂联营，引进

资金200万元，联合生产镀锌铅丝、钢丝绳。木作厂和渐江苍南县联

营生产食品袋，引进资金lo万元。恒山工艺陶瓷厂从江西景德镇瓷

器公司引进四名技术人才，生产青花瓷餐具。这些联营项目，解决了

企业资金不足和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为企业起死回生开辟了新的

、途径。在产品销售上，为了改变销售滞后的：改动局面，全县先后作出

了销售费用包于’、销售总承包的政策规定，实行了社会帮助企业推销

产品的奖励办法，备企业通过领导亲自跑销售、利用新闻媒介广泛宣

传、产品参展、扩大销售队伍等多种灵活的销售措施，增强了产品的

竞争能力，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酒厂采取以上措施，白酒已远销九

省十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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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在国有工业企业内部深化改

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行了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建

立了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激励和竞争机

制，使企业生产速度加快，效益大增。二轻系统逐步推广了股份制经

营，股份制的运行，增强了企业干部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给企业注入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生产、经营的健康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浑源县工交企

业在困‘境中奋力拼搏，在竞争中主动出击，求生存，求发展，努力攀登

新台阶。工交企业再上新台阶，要从工交企业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借鉴

经验，吸取教训叶要把自己走过的路子作为一面镜子，随时对照，扬长

避短，唱好振兴浑源经济的“拿手戏’’。为此，我们组织力量，调查研

究，占有第一手资料，汇编成了《浑源县工交企业志》。由于水平有限，

经验不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浑源县经贸委主任 赵贵堂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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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浑源县工业局的前身是建于一九四九年的矿务局和建于1 952

年的工矿科；一九七五年六月由第一工业局更名为工业局，局址座落

在恒山北路距交通岗1里处。

全局有职工34人，其中’国家干部20人，工人14人，有各类技术

人员15人，其中高级工程师1人，高级政工师1人，初级经济师10

人，工程师1人，会计师1人，经济师1人。占地面积2744平方米，其

中建筑面积1428平方米，局下设综合办公室，生产办公室。
‘

第二章 建局以来大事记及主要领导

△：一九四九年，县里成立了浑源县矿务局，分管全县大、小所有

煤矿，李宜任局长，白世喜任书记。

△：一九五二年三月，撤销了浑源县矿务局，成立了工矿科，除分

管煤矿外，还分管烧硫磺采硫磺行业。李宜任科长。

△：一九五五年，由工矿科改名为工业局，主要分管乔家湾煤矿，

耙叉煤矿、岭底煤矿、磺厂、酒厂五个企业，一九五六年，还分管了大

嘴煤矿、公家嘴煤矿、照北煤矿、大元煤矿；一九五七年，主要分管乔

家湾煤矿、耙叉煤矿、大嘴煤矿、公家嘴煤矿、大元煤矿、酒厂、磺厂五

矿两厂，年底，磺厂下马。在此期间，李宜任局长，龚世荣任副局长。

△：一九五八年，由工业局改名为重工局，分管乔家湾煤矿、耙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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