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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六年，我市第一部乡镇企业志问世。

编纂乡镇企业志在修志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o这部30余万字

的志，凝聚着主编和全体编辑人员的汗水和心血。在此，谨代表全市乡镇企

业战线上的20余万职工向编纂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市乡镇企业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多年，追根溯源也不过是近代史

上的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问"，但在短暂的历程中，确

有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可供载入史册。这部志较为详尽和准确地记载了我市乡

镇企业诞生，成长，壮大的历史．读过这部志后，您一定会从中得到启迪。

程一爽

一九九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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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刻意求实，力争全面地科学地记述自贡市乡镇企业兴

衰起伏的发展史，以期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于1986年，个别章节作后延，重点记述中共中

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贡市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

三、本志按事物属性分类，横排门类，纵陈史实。

四、本志使用的史料，均经查证核实，数据一般采用统计数字·

五，本志的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六，本志历史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采用旧纪年时，夹注公元纪

年。

七、本志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八、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体，语言文字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重新颁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九、本志记述中的“解放前"，“解放后"，是指1949年12月5日自贡

市解放之前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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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有农村产业、作坊，农

村五匠、农村五小工业，社队企业，乡村企业等称谓，1984年，全国统一使

用乡镇企业的称谓。乡镇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

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在其成长壮大

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一套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市场调节的经营机

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优化组合的劳动机制和自

负盈亏的风险机制。乡镇企业业务种类多，经营形式不一，具有经营灵活，

容易适应市场变化的特点。它为克服我国耕地有限、劳动力过多，资金短缺

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为农村脱穷致富和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强大的生命力o

(一)

“农民种田’’，长期以来视为“天经地义”，越雷池半步即为“不务正

业”。中国的农民长期被禁锢在土地上。故，乡镇企业的孕育是自发的、长

期的，却又是痛苦的。自贡市农村在古时亦有“企业"。蜀郡安南为侯国，

荣县地处安南腹地，土陶技术从邛崃、彭县传人，在来牟、观山、于佳一带

建窑生产。三国时诸葛亮引兵南征，曾在荣隐山一带冶铁造兵器，设窑烧

碗，钵、盆以供使用。1785年，一姓蒋者在荣县双古乡郝家桥兴办坡坡窑，

不久由杨正朝办了顺河窑，中心窑共10个，最大者年产30万全(仝：民间计

量单位，无确切垦度，主要依据是容积，重量和工艺复杂程度，以工艺复杂

程度为主)，最小者年产3万仝，有工人30名，人力锯，烧木料，兰靛脚子

为釉。清朝，富顺县赵化之丝颇负盛名，品位仅次嘉定。

1840年鸦片战争后，荣县陆续兴办了数十个土陶厂，到解放前夕，全县

有陶器39户，其中有1855年办的铁厂乡和尚滩土陶厂，-1877年办的人和乡协

华土陶厂、1896年办的保华乡工协土陶厂、已有100多年历史的铁厂乡顺山

士陶厂，1930年办的铁厂乡土陶厂等等，使荣县成为负一有盛名的“陶瓷之

乡"。1935年全县有木工1326人，泥工1022人、铁工335人，到1938年，全

县手工业有纺织，窑器，木器，特产有兰靛，1941年，县西北各地产兰靛约



25吨、总值178850元，县西北和西南各地产煤32．4万吨、总值453600元，县

西北各地产铁2700吨、总值432000元，产盐约9663吨，有手工业181家。

富顺县从1903年起有皮箱生产，1936年有皮鞋生产，1945年有制革业，

分散在城关、牛佛、怀德等集镇。 “新县制”时，煤的产量达到10万

吨。

1943年；荣县奉四川省政府粮政厅1942年6月关于《乡镇造产办法的训

令》，开始了“乡镇造产’’筹备工作，是年12月制订了《四川省荣县乡镇造

产分年计划大纲》。大纲确定的造产项目中，手工业包括梳棉、纺棉、织

布、缝纫、印刷、铅印、木亥0、酿造，榨油等；工业包括采矿、陶业、瓷

器、砖瓦、烧石灰、水车，水碾等。据四川省政府1943年loyj洽商中国农民

银行签订的1943年度乡镇造产放款总额为400万元的协议书，和以荣县、华阳、

彭县、威远、巴县、江北、江安、大竹、南充、三台等10县为本年度造产放

款试办区域的决定，荣县政府同中国农民银行荣县分理处签订了次年放款额

定国币40万元的合同。1945年，荣县就乡镇造产进行了总结评比。全县乡镇

造产发展工业18个，有碾米、纺织：砖瓦等，收入-24．6万元；旭阳镇、成佳

镇、来牟乡获甲等；富东乡0富南乡、富北乡：望佳乡获乙等，章佳乡、高

山乡获丙等；‘34个乡镇为丁等，11令乡镇不及格。成绩在50分以下的记过一

次(。9个乡．)，．金花乡i．东兴乡成绩最差，不到20分，乡长免职。。其余不．及

格者诫申。次年，工业发展到20个厂，收入26．3y／元。

1942年，第一次全省县况选样调查，自贡市所辖10个乡镇，有手工业

419家，工人1110人j资本最大者为20万元、最小者200元，计有铁业、铜

匠、锡匠、木货业、缝纫业，织袜业，灰厂、砖瓦厂、机房、理发、，鞋匠、

木匠、轧棉、炬炉铁业、镔铁业、卷烟业、麻巴业、织蘼业、织丝业、染

房、纸火、织布、制纸炮’：骨钮毛刷业，竹勘子手工业、藤具业等26个行
●，

业。 一

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自贡市农村工副业亦有所发展。荣县的纺织、木

器、土陶、弹轧花、帽鞋和粮食加工等6个行业，同抗日战争前相比，企业

数增长14．78％，．企业人数增长25．46％，企业资金增长16．14％。但是，国

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生产力下降。到解放前夕，荣县上述6个行业同抗

日：战争胜利后相比，虽企业数增长6．06％，但企业人数下降了8．55％，企业



檗县手工业在抗战前后和解放初的变化统计褰 ，．～、

＼＼项目 时间 企业数 人数 资金(万元-)

＼ (户) (人)
备 注

疔监＼ 合计 其中：农利

纺
抗战前 1254 658 37620 占50％ 设备：纺纱车1100部

织 抗战后 1418 869“ ，4"2500 占54％ 织布机134架

业 解放初 1546 915 28650 占40％ 窄布机2345架

． 未
抗战前 45 138 30000 占40％

、器 抗战后 65’ 150 40000 占40％
’ ’j‘ ．：⋯5～；

业 解放初 38 110 20000 占40％’ i? ，L‘

(』_’ ●。

f|

抗战前 60 250 +9000 占30％ 包括陶厂，石灰窑。
。=土 硝灶，砖瓦窑等

一

陶 抗战后 65 300 8000 占30％．
，∥ ：i．■；“_

业 解放初 75 290 1 0952 ’占30％

抗战前 40 120 ‘。200 占10％ ’弹机25部轧车30部’!
．弹轧

弹机35部，轧车30部-抗战后 7'0 210 600 占10％+

花业 解放初 92 224 38．8 占10％ 弹机54部轧车40部

帽
抗战前 28 100 15000 占40％ 缝纫机10部 ．．

100 10000 占40％ 缝纫机1l部鞋 抗战后
●

缝纫机12部．¨ ，。
． 业 解放初

：

25
— 82 2500 占40％

抗战前 55 160 1650 占60％ ‘，。

．

_'

粮食
抗战后 55 160 1650 占60％ ￡

，

f’
～

‘

’加工业 解放初 28 100 2000 占60％
。 ?

·‘

抗战前 1482 1426 88470

以上六
‘

’

?

抗战后 1701 1789 102750’
‘

。
-●

业合计 解放初 ，．1804 1636 64140．8 j．。一j

抗战前 62 j 125 565： 。4户 设备：铁炉58座 ■
金属

抗战后 62 125 565 4户 铮镫58个
十 ：、

}

／

制品业 解放初 熔炉8座‘5‘

二

抗战前
， 酿

42 ’210 12600-’ 20户
，

酒 抗战后 46 233 2980*_o 20户 r．

业 解放初 42 210 22881 20户 ·：，。

说明： ·——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印人民币1元(已折算成解放初的货币j
·-——、货币为银毫

．：

-I，‘t·t·--——贷币为法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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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下降了37．58％。1950年，全市农民兼营的手工业产值仅94．1万元。索

有“陶瓷之乡”的荣县，陶器生产企业只有3家，全县的原煤产量也仅2万

吨。

(二)

解放后，对生产力进行了摸底调查。1950年，荣县有煤矿53家，其中不

合格者26家，资金29318元，洗染32家，其中染房4家、煮青布3家，漂房2

家、踩房2家，染织1家，资金5040元，最大资本200元，最小资本30元；木

器41户，资金3327元，其中做纺纱机13户，棉织业中织土布的452户，资金

11081元，有纺机1211部，其中登记的711部，织袜18户，资金1392元，土陶

业51户，其中陶器厂12家，土硝厂12家、砖瓦厂9家、石灰窑18家，资金

10889元’制农具的铁炉58家，资金1800元；竹器18家，资金239元；工人投

资合办的锅铧社1个，资金576元，农村锅铧厂7家。富顺县有木材加工业134

户，193人，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下同)9．4万元，金属制品业529户，

995人，产值25．9万元；陶瓷业16户，26人，产值0．4万元，棉纺织业1709

户，2935人，产值122．6万元，皮革及皮革制品业12户，17人，产值1万元，

针织业26户，63人，产值3．4万元，造纸业74户，367人，产；值4．1万元，合

计2500户，4596人，产值162．6万元。自贡市市区农民兼营的副业产值为

68．28万元，其中手工业20．5万元，交通运输业0．77万元，建筑,』k41．51万

元，农民兼营的商品性手工业5．5万元。1951年6月的调查，市区手工业共28

个行业，2952户企业，6408人，是年1—6月产值58．27万元。

自贡解放后到1957年，乡镇企业经历了一个低水平的、比较平稳、缓慢

徊时有起伏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百孔千疮、 “一穷二白”

的基础上开始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一化三改造”(即社会主义工业

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中有急于求

成的做法，农村工副业生产逐步改造为手工业合作社(组)，有的转为国营

企业，如荣县铁厂乡的顺山窑在1958年过渡为国营企业(现荣县五四陶厂>。

因此，乡镇企业在低水平上的发展和起伏，还包含着所有制过渡的原因，而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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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957年自贯市农村工副业生产统计表

(按]957年不变价计算) ． 单位l万元

＼地区
＼ 荣县 富顺县 市却 合计 备’ 注年度＼
1952 35．7 28 74．1 137．8

1953 330．6 30 85．2 453．8

1954 218．2；+ 34 89．8 342．0

1955 306．7 36 102．6 445．3

1959 165．9 35 136．0 336．9

1957 95．3 36 146．8 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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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社会生产力的下降。

1958年；缝国在“全党大办"‘“全民大办’’的口号下，农村也开始了

发展以“大办钢铁"为主要内容的社办企业、队办企业。社队企业的称谓亦

开始出现。除富顺县，全市乡镇企业产铁矿石11．29万吨、生铁o．74万吨、原

煤9．13万吨、钢305．87吨、颗粒肥15．26吨、砖330万块、瓦542万片，焦炭

1．22万吨、轴承1．5万套，火药55吨、土纸191吨、白酒375吨，淀粉66吨、

石灰2847吨，石料1932m3。至111959年底，荣县有乡镇企业557个，从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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