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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 吉聃 亩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政治清

明、民心安定、经济繁荣的社会主义新时期里，全国各地都在开展编

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

编纂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制

定方针、政策、建设规划、发展生产和进行科学管理，提供历史借鉴

和依据，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对促进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是_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有益

“四化”，造福后代的大业，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我们遵照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从1984年9月开始，经

过两年多时间，在完成《嵊县志·二轻工业》的基础上，编定了这部《嵊

县二轻工业志》。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以中共甲央、国务院关于编纂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有关文件为指针，认真实践“按时序记事，用资料

说话，寓观点于叙事之中，辅以画龙点睛的评述”的原则，秉笔直

书，实事求是，努力运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来编纂这部志书。

二轻工业，是由手工业发展而来。它经历了“个体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之后，进入社会主

义现代工业的行列。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住的、穿的、

用的都有。确实起到了为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为大工业、为出口

服务的作用，为劳动就业开拓了一大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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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手工业者以辛勤的劳动，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创造了许多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祖国文明的史册上留下

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但是，在旧社会，手工业者地位低下，被视为

“下等人”，他们的业绩极少有文字记载。建国后，直至手工业合作

化时期，也没有完整的文字资料。 “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时期

的资料则多文风不实。这些都给我们搜集、挖掘、鉴别、整理史料带

来困难。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县志编纂办公室的帮助指导；得到

本系统历任领导、老干部、老社员(职工)和知情人士的热情支持；

有关部门也积极为我们提供资料、订正资料。对此，谨致衷心的感

谢。

由于我们知识浅，水平低，又是初搞编志工作。所以，这部《嵊

县二轻工业志》，在内容编排和文字表述方面难免有谬误或不完善之

处；有的资料也可能有错漏。这些缺陷和问题，诚恳地期望同志们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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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嵊县二轻工业志》记述嵊县手工业(二轻工业)的发展变

化，特别是建国后三十六年的发展历史。

二、本志编纂范围系嵊县二轻工业总公司所属各企业；追溯历史

时，适当扩大范围。

三、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方法，以语体文记述、编

纂。

四、断限时间：上限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85年12月底。

五、本志正文有：概述，大事年表，第一章至第十四章分别为：

竹编、机电，化工、皮革、制鞋、织布、服装、工艺美术、家具、建

筑材料、建筑业、管理、改革、人物，后有附录。还有照片和图表。

全书约十一万字。

六、资料来源：从浙江省、绍兴市、宁波市、嵊县档案馆及省图

书馆、绍兴鲁迅图书馆、嵊县图书馆等单位查阅档案资料、报刊书籍

共计2667卷(件)；走访手工业老干部、老社员(职工)及知情人士

共一百五十多人(次)；基层企业提供厂史、大事记等资料二十余万

字。共摘录资料卡片1301张，计文字32万。志书中所列数据主要来

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的财务、统计档案；县统计局历史资料；工业

普查资料；各企业提供的报表。

8



七、本志纪年：中华民国以前用“明”、 “清”等朝代，夹注公

元纪年；民国时期用公元，夹注民国纪年；建国后，用公元。

八、竹编本属工艺美术，为体现其特色，故单独设立一章；建筑

不属于工业，由于建筑(泥水、木匠)业建国后历来归属于县手工业

(二轻)领导，所以在志书中也单独设立一章。

九、 “人物”章，三位已故著名人物列以“小传”；其余七位列

表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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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县二轻工业总公司办公楼

▲嵊县二轻商场



▲嵊县工艺竹编厂厂房一角

▲嵊县塑料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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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机械厂电风扇装配车间



▲各种鞋及皮革制品

▲嵊县塑料一厂生产的塑料制品．其中无缝导风简获四J

省人民政府重大科技成果奖



▲泥塑

▲时钟

▲嵊县塑料一厂幼儿园



▲中外合资东方聚氨酯制品有限公司泡沫塑料车间

礴鼾犀．】隆

▲嵊县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嵊县剧院荣获省优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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