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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轻手工业志》

领导小组及编纂小组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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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纂小组成员名单

主 编‘袁树清

缡 辑 施翰I陈力立，周撮璜，

汤如青I刘永德o，
‘

工作人员 朱绍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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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在中共玉溪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和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玉溪市轻手

工业志》顺利地完成了编纂工作，现已定稿付印。这是玉溪市工

业战线上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市城乡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

编修地方志，是整理，保存新旧资料的重要工作，是为四、

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千秋大业。《玉溪市轻手工

业志》既是玉溪市新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份，又是玉溪市第一

部记载轻手工业历史和现状的志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个成果，也是进行口四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

材，因而是一部较好的专业志。
1

玉溪是能功巧匠众多的地方，从古至今，手工业较为发

达。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新兴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用自己的双手，精湛的技艺，制作了无数绚丽多姿的手工业

品，为玉溪市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各族

人民美好生活增添了色彩。7
、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F，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玉溪

市手工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行业逐步扩大，工厂不断增多，新产品逐年开发，产品质

量不断提高，产值产量不断增加，为玉溪市经济建设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玉溪市不仅是玉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滇

东南的交通要道，又是云南省会东南面的一个重镇。这里物产

丰富，商品经济较为繁荣，商旅往来频繁，历来被视为滇中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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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集散中枢。玉溪市轻手工业的发展，不仅有着优越的自然

条件和雄厚的物资基础，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如何

充分发挥这些优势?这是尽快加速发展玉溪市轻手工业必须解

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坚持党的十一届兰

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I坚持改革，搞活，开放的政策

外，．我们还要认真了解轻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历史

经验，全面地、客观逸、科学地分析现实情况，寻找出玉溪市

轻手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和

行之有效的措施，这就迫切需要有一本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市

轻手工业情况的书。《玉溪市轻手工业志》适应了这个要求。

《玉溪市轻手工业志》在市志办的帮助下，全体编纂人员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厚今

薄古的原则，勤奋学习，积极工作，仅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完

成了全志的编纂任务。这本志书的编纂工作，指导思想明确，

方法对头，内容丰富，它较为详细地记载了玉溪市轻手工业的

历史和现状。重点地叙述了各行业的发展和各个时期企业管理

的演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抓改革，．抓两个文明建设，搞活经济，促进轻手工

业迅速发展，给各企业带来的变化。还记载了社会主义时期的

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全书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

体。称得上是一部轻手工业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好志书o

另外，它还具有资料真实，具体，详略分明，文字简练等

优点。它将为今后玉溪市轻手工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签和现实

依据。 ，

i_值此即将付印之瞪，谨以此为序。．：
。、， 二，．J．』，叮’川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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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志书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玉溪市轻手工业

志》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努力，现已完成编纂工作，定稿付印。

这是玉溪市轻手工业系统的一件大事，它将对今后轻手工业盼

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城镇集体手工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份，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之—，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集体所有制经济适合我国生产力

发展的水平，并有旺盛的生命力，具有点多面广，经营灵活，7

方便群众，投资少，见效快，容纳劳动力多等特点。它对于发

展生产，扩大就业，广开门路，搞活经影R满足需要．增加出

口，积累资金，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 ”“～ k

玉溪手工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广大劳舔

人民和能工巧匠，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发明和制作了许多工

艺品，服务亍群众生活和生产，对促进玉溪经济，文化和生产

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玉溪市轻手工业志》是记载我市轻手工业从古至今情况

的第一部志书，它记载了玉溪市轻手工业发展的演变过程，突

出地叙述了各行业兴旺和衰退的历史以及各个时期企业管理的

变革，重点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轻手工业生产建设的，

成就及经验。内容丰富，事实准确，文字流畅，表达明白。特别

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狠抓私两个文明打建设的今天，对继承和

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厂的传统，发展生产。搞活企业，提高

效益，为矗四化黟建设多作贡献显得更加重要。此书既是保存

丰富史料，总结经验教训，记述轻手工业发展规律的经济史

．㈠



书，又是今后用予教育子孙后代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社

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好材料。

玉溪市轻手工业企业，是从1956年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

以后发展起来的。三十多年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不

少挫折。1958年在搿左黟的思想影喻下，片面强调“一大二 l

公"，大摘升级过渡，·将成立不到四年的手工业合作社升级为

国营企业，1960年大批企业下马，人员下放，1961年进行调整、 ，

恢复，手工业又退到1956年合作化时期的水平，重新恢复和

组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I“文化大革命”期间，手工业

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判，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受限

制，政策被搅乱，制度被破坏。但是㈠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及

时发现，采取措施，进行调整，整顿。特另0是集体手工业企业

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把生

产经营的好坏，经济效益的高低，直接同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

挂起钩来，这才维持住集体企业的生产，并逐年得到发展。这充

分显示了集体经济特有的优越性。特别是1 978年1 2月，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的战略决策以后，玉溪市轻手工业系统，遵循党中央发展经济 ，

的方针，紧紧围绕搞活企业，发展生产，增加效益这个中心。

．狠抓“两个文明’’建设，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落实了生产责。

任制，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加强了技术改造工

作，开发了新产品，增加了花色品种，提高了产品质量，改善

了企业经营管理，增强了市场观念，调整了产品结构，扩大了

．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从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取得了 {

．，“六·五”期间较好的经济效益，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 ．中。．。 ， 。。，

，·． ，
I、

●

．． 《玉溪市轻手工业志》是以本市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为主线进行编写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是一部具有新观点、新特色的

志书。

《玉溪市轻手工业志》的编纂工作，从1986年7月开始，

到1987年3月底完成初稿，历时九个月。在这期闯，参加编纂

工作的同志，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满腔革命热情，

克服困难，日夜苦干，积极收资，认真编写，反复修改，精心

审订，花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另外，‘在编写此书

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了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体同

志的帮助和指导，得到全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为

本志书作出贡献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l t ‘’’’‘

“编写志书是一项新的工作，特别是编写《轻手工业志》更

是前无古入，‘加之我们学习不够，政策理论水平不高，企业管

理知识面较窄，历史资料又不全，错误和缺点难免，‘诚恳欢迎

周志们提出批评指正。 ’：^一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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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富 ．，、

-一九八七年四月



， 一．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历史唯物主义 。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贝Ij运用于资料的搜集、核实和志书的编

写，具体贯彻搿实事求是弦的思想路线。

二，本志上限基本定为公元1911年，但视资料情况，尽量

上溯，以求弄清历史，追本寻源，新生事物。从仓lj始之日写

起。下限为1985年．但有的事物和数字，顺延至搁笔之日止。

三、本志资料取自档册，文献，文物和口啤。以文字资料

为主，不足者辅以互相证实之口啤资料。坚持“孤证不立修的
原则。

四，本志分概述，自然和生产条件、行业、传统士特名产、

企业管理、职工队伍，机构、大事记，人物简介，附录等十

章。重点为《行业》和《企业管理》，以突出反映玉溪市轻手 ．

，工业的历史和现状。

五、根据口生不立传黟的原则，本志立《人物简介》，籍

以表彰先进人物，寓教化于其中。简介人物概系多年从事轻手
。 工业的工匠，技工或基层干部，突破官长，名人入志的旧例，

体现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 ；

、 ，六、为了反映全貌和时代特点，在《机构》中设党，团， 。

争

工、妇等节b ，
．

七，概用语体文进行记述，以求流畅通俗，表格尽量约减

项目，以能反映主要内容为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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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玉溪市轻手工业志》

’．编纂领导小组的通知

+市轻手工业局所属各莽}’氢各企业(公司)I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1985)40，41号文件精神和云南省

．轻工厅的指示，为了系统地、全面地记述我市轻手工业发展的 ．

历史和现状，用科学的方法总结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轻手工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从中揭示出经济发展的

规律，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定工作计

划，促进改革，搞活企业，提高效益，提供历史现实资料。为

把我市建设成以卷烟为特色的轻手工业，食品加工工业的城市

服务。因此决定编写《玉溪市轻手工业志》t ，，

· 编写《玉溪市轻手工业志》是一项对前辈负责，对后代造

， 当代服务的严肃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为此，经研

究决定成立《玉溪市轻手工业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辑小组。

其组织成员是。
’|

．

纠

件文局9理．管，业。
工

手一
轻市溪玉



编纂领导小组·
●

组长I张家富
。

+，成’员t仲鼎兴王有学朱绍舜 。’+。～。。
{’

々 一
_ ‘，

7}
，

。潘玉铭奉丽华袁树清

编辑小组t ；，· i

主编t袁树清

8

编辑-施翰陈力立周壕璞刘永德汤如青
二

“

’玉溪市轻手工业管理局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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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玉溪市位于滇中地区，是中共玉溪地委，玉溪地区行政公

署所在地。玉溪市政府设予州城。全市现辖九个区、一个办事。

处，三个镇、六十九个乡。原先居住着汉、彝，回，自、哈尼

等五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人口居多。建国后，从外地迁入玉溪

的少数民族还有傣，壮、苗，傈僳，蒙古，纳西、拉枯，佤、

满，阿昌等。全市总人口26万。这里四面高山环绕，中间形

成一个狭长的平原，被称为“玉溪坝子拶。由于气候温和，土

地肥沃，水源充足，交通发达，物产丰富，所以它既是云南粮

食，油料的主产地之一，又索有“云烟之乡”的美称l既是多种

手工业品的传统产地，又是工艺较发达的地方。在这块美丽富

饶的土地上，处处谷黄烟香，山山林木繁茂。青松翠竹，陶土

泥源，取之不尽。其它资源，用之有余。千百年来。勤劳智慧
’

的玉溪人民利用本地自然优势，就地取材，巧施技艺，积极开

发手工业产品，赢得了可喜的声誉。玉溪市手工业的发展，有

着悠久的历史。据市文化馆1983年3月发现收存的实物考证，

早在战国晚期和西汉初期，+玉溪就有较为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

术，已能应用青铜锄从事农业生产。据《玉溪市志资料选刊·历

史大事记述长篇》记载，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笙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公元936年)这段时期，Ⅶ玉溪生产为

铁矿。随着炼铁技术的提高，为手工业铁器制品的生产提供了

充足的原料，促进了铁制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发展。元朝时期。

玉溪瓷器工艺技术的发展，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从玉溪市东

南两公里的古窑址掘出的青花瓷器品证实，当时玉一溪烧制的 一



瓷器不仅在云南罕见，而且在国内已属上乘精品之列。流传至

今的极少数古瓷器，已为国内外专家所珍视。到了明朝后期，玉

溪兴起了土纺土织业，织造粗布。同时，还具有栽靛，制靛和

染布的技术。：进入清朝，玉溪的手工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

鼻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已经形成。心灵手巧的新兴姑娘，

享有“民妇素勤纺织哆．之称，名扬滇中。同时还开辟了造纸，
爆竹，制革，，小五金，缝纫，竹器，银器，弹花等行业。民国

时期，‘玉溪手i业不仅工艺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品种多

样。质量很好。玉溪的刀烟，土布，陶瓷，皮革制品、糖食、一t

酱菜等产品，在全省均享有盛名。其中，刀烟，土布还远销

省外和东南亚_些国家。这一切表明了玉溪市手工业技术的进

步和发展，也证明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才华。他们为

发展玉溪的文化与知识，丰富人民的生活，改变旧面貌，建设

新兴州，作出了很大贡献。据统计19 49年金市有手工业行业25

个，产品上百种，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员3450名，占当时总人口

数的2．05％。其中2000多人属半农半工，近1000人则是长期受

雇子手工业作坊，少数是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以户计算，手工

业为1634户，占当时全市45054户的3．62％。其中属副业性质的

手工业农家嵋“户，占80．4％，从事手工业的320户，占19．6％。

解放前，全市手工业虽有开发和发展，少数行业产品质量

尚佳，驰名四方。但在几千年封建，半封建统治下的旧中国，

生产力受到摧残，手工业生产长期沿用着古老而又笨重的方

式，工艺简单，技术落后，工具简陋，手工操作，结果用料多。

产品少，成本高，多数产品质量差。加之又是无计划的盲目自

由生产f行业兴衰频繁，生产极不稳定，品种产销供求不对路·

造成急需的少，滞销的多。如民国年间，本市农民日常要用的

许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不能满足需要，只得靠外地输入补充

，供应。但充斥市场的多为竹人鬼神、方相，大圣佛，黄红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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