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兽黪誊嚣誉辫蕊嚣测留委巷国8麓

漾llI羹簇鸯澄鲻多镇叠麟

蒜盘弗爱壹泾捌乡壤垒业嚣缝鎏垒毯菩

—{0篮屯Z



凉山彝族自治州乡镇企业志

凉山彝族自治州乡镇企业志编委会编纂

一九九五年七月



《凉山州乡镇企业志》

编篡委员会

主任：洪长伟

副主任：陈华

委员： 凌德成徐毅张瑾妤

主编： 徐毅

副主编：张瑾好



党组书记、局长洪长伟

局领导班子成员

(左起：赵明生、陈华、洪长伟、沈铁石、黄学友)



编委会成员

(庀起：徐毅、陈华、洪长伟、凌德成、张瑾妤)薅噔≯～i一：

参加本志终审会评审人员合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八五”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单位奖牌

乡镇水泥J



乡镇丝厂

乡镇铁矿山



·编写说明·

编写说明

一、本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载凉山州乡镇企业发生、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

二、本志上限起自1977年，下限断于1993底。部分内容上溯至1956年，下

延至1994年10月。

三、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节。共设四篇二十三章七十八节。首设序、

编写说明，采用述、记、志、附录、后记为一体的结构。

四、本志企业篇统计图表集中附于篇末，以便图文相互独立，互为印证、补

充。其余篇章则采用随文表列形式。

五、本志资料来源以档案所藏为主，县市志稿为辅，口碑材料较少采用。

六、本志所‘‘志”范围严格限于本州本事物发生之事，唯有概述及管理篇的

部分内容为了讲清背景而对国情、省情略有涉及。

七、本志概述为了展示规律略加述评，其余篇目一律按事物的性质分类和

发生的先后顺序实录。

八、本志力求纵述史实，横排门类，不使遗漏。

九、本志附录、选录少量重要历史文献和专项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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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乡镇企业虽经历史上的数次波折，仍顽强地拼搏，战胜种种困难，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成功地开创了我州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一跃成为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新的增长点。凉山乡镇企业的历史，既是凉山州

乡村经济的发展史，也是乡镇企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尽管

道路曲折坎坷，有挫折也有教训，但乡镇企业的发展，作为广大农民在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伟大创举，已成为合乎国情、J顿乎民意、符合规律的不可阻挡

的历史潮流。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凉山州

乡镇企业志>一书，正是为了“鉴史、利今”，为我州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资政”

的作用。

十七年前，地域辽阔的大小凉山，在一个没有大工业背景、经济基础极度薄

弱的土地上，以原始的、小手工作坊式的零星乡镇企业开始了只艮难的起步。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和国家对乡镇企业的发展系统地制定了方针、

政策及其发展方向。不甘贫困的广大农民情绪高涨，开始筹措资金，一边搞农

业，一边搞乡镇企业。特别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农民的智慧和能量充

分释放，在市场经济中，使乡镇企业的灵活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很快闯出一片市

场。与此同时，在州委、州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下，州县相继成立了乡镇企

业领导·Jf组以及各级乡镇企业管理机构，把发展乡镇企业列入了各级党政的重

要议事日程。十七年后的今天，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已是今非昔比。发展规模

不断扩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转移了数十万的农村劳动力，缓解了农村的就业

压力和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培植

了财源，不同程度地增强了各级的财政实力；为主要工业产品的总量增长、保证

社会的有效供给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同时加快了农村小城镇建设和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

的发展步伐。今天，在全州的经济建设中，乡镇企业无论是总产值还是工业产

值，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县域经济中一直是居主导地位，并大有夺取全州国

民经济“半壁河山”之势。乡镇企业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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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乡镇企业志>做到了不偏不颇，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真实地再现了

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所志事物的“纵、横”两个方面全面覆盖，不使遗

漏。这为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各级领导以及我们的后辈了解凉山、建设开发凉

山，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等在地理环境、物产资源、历史沿革等方面提供了重要

工具。如果说通过本书能对以志资政、鉴史、利今而有所裨益，那么，本书的作

用即在于斯。

今天，乡镇企业的规模已是十七年前的数百倍。在今后的发展上，我们有

很多有利条件。在点上，我们有西溪集团股份公司、宁南丝厂等较大型企业的

发展模式可以借鉴；在面上，有西昌、会理、会东、德昌、甘洛等先进县市，所产生

的榜样效应和不同层次的互补可对快速发展产生导向。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有纵贯全境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有航天城的世界知名度，更关键的是我

们有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有热心办企业的广大民心，我们只要

“开门”，就会接纳整个世界。虽然现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我们与先进地区的

差距还很大，但只要我们打开这本书，重温历史的经验教训，并把握住当前千载

难逢的机遇，“不松劲，不闪火，不打摆子”，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困难，使乡镇企业

再上新台阶。

凉山州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洪长伟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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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地处四川省西南边陲、辖十六县一市、面积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凉山彝族自

．治州，1978年末总人口305．40万人，农业人口273．08万人，占89．42％；农村劳

动力114．27万人，占农业人口的41．84％；乡镇企业职工44，293人，占农村劳

动力的3．88％。1990年末总人口360．72万人，农业人口321．98万人，占

89．26％；农村劳动力166．70万人，占农业人口的51．77％；乡镇企业职工

127，465人，占农村劳动力的7．65％。

1977年，凉山州乡镇企业总产值1，651．18万元；1993年破15亿元关，达

163，859万元。

1977年至1993年，总产值增长62．27倍，平均增长速度为33．2％。

1978年，凉山州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州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88％；

1990年为14．6％；1993年为27．5％。

1985年，凉山州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州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13．96％；

1990年为24．08％；1991年为24．10％。

1978年，凉山州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8．48％；1990

年为24．54％；1993年为32．61％。

1977年，凉山州乡镇企业总收入1，348．98万元；1993年突破十五亿元关，

达167，265万元。

1977年至1993年，总收入增长122．99倍，平均增长速度为44．9％。

1978年，凉山州乡镇企业收入占全州工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为2．47％；1990

年为23．35％；1992年为37．15％。

1985年，凉山州乡镇工业总收入占全州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为15．77％；

1990年为25．41％；1992年为34．29％。

1985年，凉山州乡镇企业总收入占全州工业总收入的比重为20．97％；1990

年为43．27％；1992年为54．31％。

凉山州乡镇企业萌芽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

1956至1959年，经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而重组的凉山州农村社会，

客观上迫切要求建设自己本就极度薄弱的农村工副业，主观上又受到全国范围

经济过热的“大跃进”的深刻影响，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办起了一批小型

炼铁、小矿山、小煤窑、小农机修造、小水泥、食品加工和交通运输等公社企业。

这类企业在鼎盛时期的1958年曾经达到一千多家，年产值达一千余万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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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拔苗助长”的做法使人造的浪峰迅速跌入低谷。1960

年，中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上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国民经济被迫实行

调整。1962年，凉山州一大批在1958年前后匆忙上马的社队企业在调整和收

缩中纷纷下马，仅存的少数零星企业也受到从严限制。

持平而论，要在凉山州农村逐步实现工业化是正确的，也是历史的必然选

择。然而这一段采用的“大跃进”搞“公社工业化”的作法，实践证明是失败的。

1963年至1966年，凉山州社队企业几乎全军覆没。但是，正因为社队企业

的出现和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内核，因此，也还是有极个别的企业坚持办了下

来。更重要的是，历经农村产品经济的薰陶，社队办企业为农业服务和为剩余

劳动力找出路的积极性及农民要求致富的思想被一直保留了下来。

六十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回升，凉山州内一些交通便利，历史上

采矿业、手工业或农村副业较发达、农民商品经济观念较强的社队又开始自发

地办企业。至1967年，全州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到589万元。

1976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农林部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正式成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宣告结束，农民被压抑了多年的

发展社队企业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起来。

1977年4月，原西昌地区和原凉山州相继成立了社队企业管理局。到1979

年9月，全州县一级的社队企业管理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

1977年末，凉山州社队企业达到3，444个，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1，651．18

万元。

1977年至1994年，凉山州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1977年至1980年，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

这一时期中国最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召开j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社队企业的发展从此进

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全会提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

去。为此，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决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

展。”并指出：“凡是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要逐步由

社队企业加工。城市工厂要把一部分宜于在农村加工的产品或零部件，有计划

地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支援设备，指导技术。‘对社队企业的产、供、销要采取

多种形式，同各级国民经济计划相衔接，以保障供销渠道能畅通无阻。国家对

社队企业分别不同情况，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条例>则以第七章的专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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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队企业发展就方针政策、发展方向、经营管理、资金筹集、利润分配、劳动力安

排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共中央对发展社队企业的方针、政策、方

向作如此明确的规定，这是标志着社队企业发展进入历史性转折的第一件大

事。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第一个发展社队企业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发展

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十八条>)。<十八条》的制定，使

社队企业的地位、作用和发展的方针政策更加明确，对于引导社队企业健康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1979年10月，四川省委印发了“川革发(1979)34号文件”，要求地方“各级

党政提高认识，切实改变对社队企业不重视、不关心、不支持、另眼相看的态度。

要象对待全民所有制那样对待社队企业，象抓农业那样抓好社队企业，满腔热

情地办好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指出：“省、地、县都要有一位书记兼任

社队企业局局长。”“今后凡是公社能办的企业，县不要办；凡是集体能办的，全

民所有制不要办；农副产品原则上由社队就地加工’：时隔不久，四川省委又印发

了“川革发(1979)95号文件”，进一步对社队企业的减免税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这一时期，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过程中，

凉山州党委和政府加强了对社队企业的领导，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短短几年时

间，促使全州社队企业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

1977年至1980年，凉山州社队企业总产值增长了1．89倍，平均增长速度

达到42．4％。社队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开始在州内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1980

年，社队企业生产铁矿石58．62万吨，占全州的90．30％，铜矿石7033．46吨，占

全州的69．7％。原煤9．64万吨，占全州的23％，硫铁矿2．71万吨，占全州的

100％，黄金274．4两，占全州的41％。1980年，全州社队企业完成总收入

4，460．44万元，实现利润892．39万元，上缴税金130万元，为社队提供积累资

金213万元。

(二)1981年至1983年，社队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徘徊和调整。

1979年到1983年，鉴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中央制定并施行了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方针。社队企业亦在调整之列。凉山州由于地处边远，经济发展

落后，贯彻调整方针实际上是1981年开始的。

就全国而言，前一时期社队企业的高速发展，确实暴露出存在的一些问题。

通过全面调整，特别是结合调整、整顿的实践，改革了管理形式，在原来推行“几

定奖赔”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参照农村实行的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及包干到户

和包产到户的“双包”责任制，积极推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使社队企业

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结构日趋合理；产品质量由低到高，名优特新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