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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国4 1年来我市二轻工业走过了风风雨雨的曲折道路，闯过了

“三起两落"的艰难里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

丰富经验。

解放初期，我市个体手工业以铁、木、竹、缝纫四大行业为主。

手工业合作化，经过典型试办，重点发展和合作化高潮三个阶段，于

1956年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然而1958年的“大跃进”，滁城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都转为

地方国营工厂，乡镇手工业也全部交给农村人民公社管理。由于管理

跟不上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遭到严重损失。

1961年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

定》，我市手工业集体经济才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十年动乱，二轻集体经济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磨难和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我市二轻经济获得了勃勃生机。十

二年改革更给我市二轻工业带来了黄金季节，在全省二轻系统内我们

第一个实行了改统负盈亏为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自主经营。接着又率

先在企业内部实行以计件工资为主体的各种经济责任制，实行干部浮

动工资制，端掉了“铁饭碗”、 “大锅饭"。并较早开展横向经济联

合，打破了地区、行业、所有制的界限，从而推进了我市二轻工业的

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

1987年起在全区我们又最先推行了股份制、租赁制，实行“厂长

组阁"“民主选举厂长"等，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1990年底全市二轻系统有27个工业企业，两个商业企业，一所职
· 1 ‘



业高中，共有职工53 13人。拥有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家用电器、工

艺美术、钢木家具、光学仪器、金属制造、轻工机械、冶金、皮革、

草席、印刷、包装制品、衡器、缝纫、建材等16个行业，主要产品百

余种。有轻工部定点企业2个，省定点企9个，获轻工部优质产品一

个，获省优质产品lo个。

199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达8846．24万元，为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19．38％。实现利税1367万元，为全市工业利税的40．6％。市二轻工业

已成为滁州工业的四大支柱之一。

现将建国41年来我市二轻工业发展史实搜集整理成册，并附一影

集，它不仅帮助我们总结过去，吸取教训，也为今后生产发展提供较

为宝贵的经验和翔实的历史资料。

李志全 王克宏



凡 例

《滁州市二轻工业局志》采用记叙、图表照片等较详细记载自建

国后我县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以来，特别是19 54年县人民政府成立手

工业管理科和县手联社以来党、政、生产、供销、财务、技术等方面

发展情况。

本志书上限自1949年下限到1990年12月。志书中所写县手管局、

县手联社系指县手工业管理局，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志书资料来源：市档案馆，统计局、本局和各企业档案，市局各

股和各企业科室提供的资料，以及部分的企业干部、工人口述记录。

《滁州市二轻工业局志》为(一) (二)两个分册，本志书为第

一分册、第二分册是我市二轻企业志书，记载全系统30个工业企业和

两个商业企业从建立到1988年底的发展史实。



概 述

解放前，滁县唯一的工厂就是大成面粉厂此外就是个体手工业以

及手工业作坊。主要经营铁、木、竹、缝纫等。

1949年滁县解放后，人民政府保护和支持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

1952年起，我县城乡广大手工业工人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走上了

合作化道路，1956年全县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1958年“大跃

进"手工业合作社、组全部转为地方国营工厂。1961年恢复集体经

济，手工业才得以发展。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县手工

业经济再次受到了折挫和损失。1969年以后在困境中发挥集体经济优

势得到了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的方针，坚持以生产为中心，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展车间核算大力发展

外贸产品，实现利润超百万元。

1984年金系统普遍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市局对

企业由原来的生产管理型转为指导、计划、协调、服务型。

1985年起到1990年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网络。联合方式上有：合资

经营的紧密性联营，有从技术上进行指导帮助的松散性联营。通过联

营利用兄弟省市资金、技术、设备、管理优势，使生产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得到了发展口并利用我二轻企业自身技术、设备产品优势与本

市乡镇企业发展联营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1987年在签订全员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各企业厂长、经理并向

市局签订了三年任期目标管理。1988年市局对两个生产企业的厂长实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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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开招标。全系统24个工业企业，和一个商业企业在1989年10月签

订1990--1992年第二轮全员经营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促进了生产的稳

步发展。

纵观建国41年来我市二轻工业发展历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

败的教训，工业布局通过不断调整日趋合理，建设项目从本市自然地

理条件、人力、物力、财力、能源和为大工业补漏补缺，基本满足群

众生产和生活需要，特别是市场改革开放实行横向经济联系以来，生

产发展加快。到1990年全系统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二轻工业体

系。



大 事 记

1． 1956年滁县手联社建立了社员医疗门诊部， (地址在中心街

93号)实行公费医疗。

2． 1961年5月20日恢复建立滁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县

手工业管理局。

3． 1962年84 10日恢复建立滁城、乌衣、沙河珠龙四个手联社

办事处。

4。 1965年滁县手工业系统开始实行“产品三包制度”口即在做

到包用的前提下，实行包退、包换、包修。

5． 1969年12月28日经县革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凡在文革中从手

管局划出去的单位，这次仍然划归县手管站领导，当酎乌衣、沙河、

珠龙、章广、施集等公社手工业社组在1968年成立生资站时划出去

了，现又收回，这些社、组受公社和县手管站双重领导。

6． 1979年1 1月全系统19个企业成立了待业青年劳动服务组织19

个，参加待业人员共计540多人。

7． 1979年1 1月滁县手工业局改为滁县第二轻工业局。

8． 1979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扩大企业自主权精神对全县

1b个合作工厂改统负盈亏为自负盈亏。

9． 1979年县纸箱厂被省委省革委会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10．198 1年1 1月全系统开始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开展基层民

主选举，召开企业职工代表大会。

1 1． 198 1年9月在滁县地区我系统率先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

1984年对各企业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1987年起下属各企业实行全员
． 6 ‘



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和租赁制。

12．1982年和1984年下属各企业厂社名称分别由滁县厂、社改为

滁州市厂、社。

13．1982年橡胶厂实现年利润18万元夺得全系统第一名，当年沙

河镰刀厂实行车间大包干、使全年产值、利润、全员劳动生产率都。获

得建厂以来最好成绩。

14．1984年3月3 1日滁县二轻局改名为“滁州市第二轻工业局”。

1 5．1984年在塑料一厂试点实行厂长负责制。1985年塑料二厂民

主选举厂长。1986年金系统实行厂长负责制。

16．1985年11月由市草制品工艺二厂厂长王玉龙同志等五人应日

商邀请组成蔺草技术团赴日本神户、大坂、名古屋、九州等地对蔺草

种植和蔺草工艺品市场进行考察。

17．胶鞋厂1986年被省石化厅评为同行业“创佳"竞赛先进企业

获银杯奖。

1988年该厂又被石化厅评为全省同行业夺魁单位获金杯奖。1990

年该厂成为我市唯一上省级先进企业。

18．塑料一厂1987年被省轻工业厅评为“创佳"竞赛先进单位。

并跻身全省塑料行业十强之列。1988年该厂被省轻工业厅评为先进企

业，并获地区三级计量合格证书。

该厂1989年元月、经地区质量管理协会考核验收在全区17个企业

评比中获总分第一名，并获得地区全面质量管理奖。

19．1987年市家用电器厂获地区三级计量合格证书，成为当年市

直企业第二个获得三级计量合格单位。

20．工程塑料厂1988年1 1月投产的PE啤酒周转箱，1989年8月经

省塑料公司、省产品质量检验所检测并经全省同类产品质量评比为全
· 7 ·



省第一名。

21．1989年lo月起对全系统干部职工(包括离退休人员)普遍进

行工资调整，提升一级工资。

‘22．市局在1990年lo月18日到12月4日举办金系统政工干部培训

班，培训上岗人员27人。

1990年11月市局对政工干部职称改革进行摸底人员培训。

23．经省教委批准由市二轻职校和合肥工业大学联合开设：工业

企业管理大专班，1990年11月底开学，首批招收学员38人。

24．1990年11月经市局批准：市二轻供销公司和市二轻商业公司

合并组成一个领导班子，仍挂原来的两块牌子。

25．1989年王2月1 1日市委常委、正、副市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市塑料一厂、市家具厂、市工程塑料厂升格为付区(局)级企业。

26．一1990年12月5日市政府批复：同意成立滁州市液化气供应

站。



第一章机构沿革

1952年初以前，成立的生产合作小组合作社，都是群众根据党的

合作化政策自发组织起来的。1952年4月县供销社开始组织个体手工

业者走合作化道路，当时有一名供销社的副主任分管手工业，负责

抓生产、业务、材料供应等。1954年4月县人民政府成立手工业管理

科，六月成立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委会。1955年lo月召开县第

一届手工业社员代表大会选出了理事会和监事会。1955年12}J正式成

立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1956年设立了滁城、乌衣、沙河、珠

龙四个手联社办事处。1958年大跃进，大办钢铁，县手工业管理科、

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都被彻消，滁城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都

转为地方国营工厂，分别由县轻、重工业局领导，是年冬至1959年

初，农村乡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全部交给人民公社管理。196 1年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恢复发展手工

业生产，原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地方国营的手工业社、组先后都恢复了

集体所有制，同年五月恢复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并成立了县

手工业管理局。接着恢复了滁城、乌衣、沙河、珠龙四个手联社办事

处。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12}1，由于各地实行公社化，取消了县手

工业管理局，原机构和县生资公司合并成立滁县生产资料供应站革委

会。1969年12月，生资站撤消，成立县手工业管理站革委会和党的核

心领导小组。1971年改为滁县手工业局革委会。文化大革命以后，

1977年成立县手工业局党委。1979年11月经县委批准将手工业局更名

为滁县第二轻工业局。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县改为地辖市一一滁州

市，1984年3月起改为滁州市第二轻工业局，直到现在。
· 9 。



第一节县(市)级轻、手工业管理机构

年 月 机构名称

1954年4月

1,954年6月一1955年12月

1955年12月一1958年12月

1961年5月～1968年8月

1968年9月--1968年12月

1969年12月一1971年元月

1971年元月一1979年1 1月

1979年n月一1984年3月

1984年3月--1990年12月

滁县手工业管理科

滁县手工业管理科

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委会

滁县手工业管理科

滁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滁县手工业管理局

滁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滁县手工业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

滁县手工业管理站

滁县手工业局

滁县第二轻工业局

滁州市第二轻工业局

附：县(市)级轻、手工业管理机构领导干部名录：

单位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县手工业管理科：

县手联社：

副科长(副主任) 邰勇赴(1954．4—1955年)

党支部书记 邰勇赴(1954．1 1—1956．3)

副科长(副主任) 吴启献(1954．4—1958．8)

副科长(副主任) 陈德生(1954．7—1956．9)

科长(副主任) 邰勇赴(1955一i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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