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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属《桃源县志》第7卷，根据佻源县地方志编纂委

!，!会的统一部署进行编写，既是县志的身i成部分，又单独成册。

二、本志编写经过：1987年8月，由县经济委员会组成章f-j

班子，开始撰写《桃源县志·工业志》，1989年基本完稿，送县

志办蹦次修改，其史实下限至1987年止，1987年1lJ]，县二轻工

业局组织力量撰写《桃源县志·二轻工业志》，】990年下半年完

稿，送县志办修改，其史实下限至1989年止。为避免重复交叉，

县志办公室将此二志稿于1991年llJ]由县志办组织人员审改，综

合改写为《桃源县志·工业志》，1992；{-1 JJ15日完稿。同时，

将原乡镇企业局组织撰写的《桃源县志·矿产志》(送审稿)部

分内容，汇入其巾，综合编写的《桃源县志·工业志》。其史实上溯

’1840年，下限至1988年；个别节、目因记述需要，上溯较远，下

限也有延至1989年的。但所附企业名求表均用县经委调查至1987

年末的数字。

三、本志卷首设《概述》，内容分设《行业》、《产品》、

《体制与管理机构》，《基本建设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职

工》等5章、26节，83目，全书共约17．5万字。

四、本志资料来源：湖南省图书馆，桃源县档案馆，县经委、

县二轻工业管理局，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县总工会等单位的档案

室，县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以及有关专业志的工业部分，还有县境

内各工业企业有关人员提供的口碑或文字资料。在此，对提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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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单位和个人，一并表示感谢。

五、编写人员：初写《桃源县志·工业志》稿的编写人员

有：黄奉沧、裴以进、何光全、王惠琴，还有杨淑媛、朱明义、

易俊英、徐振国等参与搜集和整理资料。初写《桃源县志·二轻

工业志》稿的编写人员有。汪阳、彭红军，关德毅，搜集资料人

员有s刘昌炽、陈光新、刘华珍等。县志办审改本志的人员有s

郭鹏、谭介球、曾怡亭、李荣禄，另有曾怡亭，李大勇兼管资

料；郭鹏担任责任编辑；李荣禄、上官敬东终审。

六、本志编写、审改过程较长，且多次易人，最后综合编写

又较为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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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桃源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沅水巾下游，在武陵、雪峰

两大山系之问，地域面积4441平方公里。有相当贮量的黄金、白

钨、锑、铜、铅、硫铁矿、金刚石、桃花岩、石灰石和石煤等20

多种矿藏，其巾尤以黄金、自钨、桃花岩、石灰石贮量较丰。农、

林产品，以稻谷、棉花、茶叶、楠竹、木材、家禽家畜、鲜鱼、莲

藕等产品为大宗，常年自给有会，索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沅

水及其48条一级支流遍布全境，地势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落

差较大，蕴藏有43．95万千瓦的水能资源。县内还有蜚声海内外

的桃花源风景区，与湘西张家界、索溪峪形成鼎立之势，每年接

待旅游者达数万之众。1988年，全县人口92．7万，其巾劳动力

43．75万。这些对发展县内工业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明、清时期，县内手工业已初见规模，其时手工采金、制茶、

造纸、织土布、酿酒、制糖、玉石雕等行业颇盛。清同治年l’UJ

(1862"．'1874)沙坪所产茶大批量出口西欧、俄圆，清康熙年问，

陬市所产木器家具已远销汉口、南京，上海等地，漆河土布，桃

源(指县城)米酒、陬市桂花糖，南部Il|区土纸、水溪铸锅等，

不仅畅销县内市场，而且有部分远销外地。县城的玉石雕干fI九溪

天宝山石砚，历为文人墨客所珍爱，是特有的艺术珍品。民国4

年(1915)，艺人陶柏春，耗时1年，精雕《刘海戏金蟾》，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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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奖。民国时期，除上述产品得

到开发外，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兴办近代工业，并引进机械、电

力，新增锑、钨精矿、机器纺织、针织和机器加工大米等项目。

尽管这一时期战乱频繁，通货膨胀，进口“洋货”充斥市场，许多企

业兴灭倏忽，使县内工业发展受到严重抑制。但县内工业较之清

代仍有相当发展。民国36年(1947)，全县手工业作坊已有4070家，

从业者约6000人。以后市场凋蔽，有所减少。到民国38年(1949)，

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仅存官办冷家溪金矿局、联营民生工厂(纺

织)，私营长江公司(采金)、桃源钨矿公司、几家小发电厂、

锅厂、碾米厂和一批民间手工作坊等。这些工业企业，设备简陋，

其生产工艺以手工操作为主。是年，全县工业总产值347万元(按

1980年不变价格换算，下同)。产品主要有黄金、锑、钨精矿、

茶叶、土纸、家机布(-t-布)、铁锅及木竹制品等。其中以沙坪茶

叶、漆家河土布、陬市的木器家具和桂花糖颇有名气。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工业生产虽有长足发展，但也

经过若干起伏过程。

·1950"-'1956年，县人民政府先是扶持私营工业发展，继而建

业全民工业企业，接着对私营工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全县完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大变革。1937年，

全县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基本形成，有工矿企业119家，其中全民企

业13家(含湖南省属3家、县属10家)、集体企业106家，职工

8801名(其中全民5935名)。少数企业使用机器生产，多数企业

生产仍以手工操作为主。这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923万元(其中

县属工业企业产值732万元)，为1949年的8．42倍。产品主要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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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锑、钨、茶叶、土纸，纸伞、口用瓷、纺钐{品、食品，以及

铁、木、竹制农具家具等，茶叶出口量增加，部分名优产品钔往

县外。

在19：8～1959年的“火跃进"运动fjl，受“左”倾冒进锵次

的影响，“大办工业”的“热浪"席卷全县，建炼铁J一、“土高

炉"，同时还兴办铜矿、铅矿等采矿企业，其它行业的工业企业

个数和职工人数猛增，还有部分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转为全民所

有制工业企业。但由于资源不足，技术相I设备落后，不讲究也不

善于管理，绝大多数企业形式上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从一开始

就严重亏损，有些企业(如炼铁厂等)建成几个月就被迫停办，

有些企业勉强支撑着，也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1961年，全县工

业生产跌入低谷，工业总产值降为1667万元，比1957年减少43岩，

经过1962-v1965年的凋整、整顿，撤并工业企业8家，减员1168

人；并将原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集体工业企业恢复集体所有制形式，

工业发展逐步走上正轨，至19。；5午，全县J一矿企业117家，其ffT全

民企业14家(含湖南省属3家、县属11家)，集体企业103家，职

工9639名(其中全民6651名)；县内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拥

有固定资产原值1872．6D万元，部分厂矿大量使用机器，设备得到

更新。但由于电力不足，对工业的迅速发展，仍然困难重重。这

年，工业总产值上升到3447万元(其巾县属工业企业产值1496万

元)，比1957年增长17．92％。产品主要：fi．矿产品、电力、水泵、

插秧机、打稻机，日用瓷、木竹制品、茶叶、大米、食用油和n酒

等，工业企业效益初见好转。

1965年6 Jj，国家电网开始向桃源fJ％电，给桃源工业注入新

的血液，县内工业建设出现关键性转机。1966"-'1970年，先后建

成常德地区属桃源棉纺织厂，县属氮肥厂、水泥厂、机制砖厂、

农业机械二厂，同时，相继扩建县农业饥械厂、酒厂、七一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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