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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部门志的编写为本行本业综合记述历

史和现状，以资经世治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三十二年，源远流长的灌县手工业，得以继承发展壮大，

并以崭新的面貌，新颖的工艺，琳琅满目的品种，满足了人民H益增长的物资文明需

要，填补了大工业的空白，增进了各民族之间兄弟般的深厚情谊。于此，编写一部反映

灌县手工业演变的《灌县二轻工业志》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历史的要求。

《灌县二轻工业志》的出版，为川西平原之都江古堰所在地的这座风景秀丽，游人
’

不绝的城市，又增加了一部可供研究其历史风貌的经济书籍。它既忠实地记述了过去的

演变，又无形地预示着将来的发展；它既可供领导人制定经济建设规划提供借鉴；又是

一部充满民族自尊心的乡土教材。虽然本志侧重记载的只是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以来，灌县手工业的发展演变过程，但它确记叙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艺术业绩，

它真实地反映了灌县特有的经济地理位置；其问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勤劳智慧的人民，以

及古往今来的衰落和兴旺，如实地显现在各条史料之中。

本志的编写是在全国的编史修志空前盛举中，于～九八一年十月始至一九八二年十

二月完成，整个编志工作，受到灌县县委、县入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温江地区二轻工业
j．

局的热情鼓励，灌县县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并承蒙我县二轻局所属厂、社编志组积极

协助，以及同行老师傅、老同志、档案馆等的关注，在此书问世之际，我们谨代表本意

编写组，向关怀、支持此书编写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警县二警于辈粤史长，。簪娑杂、企业多一挛化杰二，；还经萼且分p鸟，加之手工
业历史资料缺乏，建国后资料也散失不全。因此，不能每一小变动都加以叙述，只能有

详有路，就现有的釜业从详，．划归弛队企业和撤、停、，并、．转的企业从略。对划出的企

半?r粤筘管谁写，以免重复。
一，

．．， 。 ： 鼍旃：

、。。i、本毒基分，篇，各篇章节事多有孝l享期譬长，i誉r夺譬圭眵萋『_九_j_午，下
断至一九八一年，但有訾史料，¨粤事伸萼情况。 一_．j r_，⋯一，*、。 、．

三、二轻工业的历史资料缺乏，我们发动基层E、社和广大职工提供必要的资料，

对P碑材料和数据，-印以核实_坚持搴事窭磐，亨季肇事熙肇，-宁夏丛嘿，不叙无爨。
～四、杏事年表，凡是聋系缔有重本影响肇警件，亨放学嚣冬j：鳄参县譬的历誊謦治

运动。由专职机关辑述，本志仅略记叙。．，． 、．、 。．i 一：一， ；

五、编辑领导小组名单： 。；．j一
．； 黄昌孝、沈昌礼、傅秀阳、罗华敏、亭光辉。．。 ．，。，

责任编辑：李光辉。 。 、

。

二：。．。 √。

审 校：杨增宏，周安治．罗树凡．傅秀阳、宋顺寿、钱守贤。任结华、

刘德元、徐常积、程志明、申先恩。ii ?

编 辑：李始民、熊福琦、范荣。 _．

主 笔：李始民。

封面设计：刘仁文。

图片摄影：吴雪峰；

校 对：李光辉、李始民、熊福琦、周天德、孙丽霞、何茂双。

印 刷：灌县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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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灌县地处岷江上游西山口，是松潘、理县、茂汶山区的咽喉，山货药材集散地，又

是“川芎”名药产地，远近客商常有来往，早有“小成都”之称。还有都江堰灌区的枢

纽工程，弛名中外；青城山横贯县境，游客整年络绎不绝。由于灌县兼有高山、丘陵、

平坝、各种资源极为丰富：主产川芎、大麻、．菸叶、±漆、竹、木、土藤等多种农土产

品，故早在汉唐时期，即成为工商繁荣的城镇。灌县青石制品早在东汉年间人民就广为

喜爱；灌县棉织业唐代即有“交梭罗”作为贡品，上贡皇室；灌县玉器工艺在光绪年间

已弛名湖广；更有广为山区民族服务的铜、锡、银器业特有工艺，为人民生产、生活服

务的各种产品，名目繁多。据民国十四年编写的县志记载，手工业有木工、竹工、草

工、土工、石工、布工、陶工、皮工、金工等。金工包括有金、银、铜、铁、锡；布工

包括有棉纺、棉弹、织布、编带、染色、缝衣；石工包括有车玉工艺；草工有编履、织

席、制扇、制帽、制笠等多种。现据口碑传述：清朝年间铜器业就有陶荣鑫、陈德胜两

家，主产铜茶壶、铜茶炊、铜罗锅、奶茶瓢等专供山区少数民族使用的器具，畅销松潘、

理县，懋功以及青海、新疆等地。一八五七年．，西安益县先后三人到灌县开设制革作

坊；～丸三八年有个李跃阶在灌县办了个“中国j办和皮鞋合作社”；民国十六年(一九

二七年)灌县曾有个“民生工厂’’，有织机三十几台，产品有毛市、土布、平布三种j

清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灌县已有个“洪顺线号，，专门生产民用线；在民国时期的

抗日年间，巨源曾开办了个军毯广，专门生产军毯。如此这样一些作坊工厂，虽都没有

延续发展下去，但都留下了有益的工业技术基础。

据建国前夕(一九四九年)的统计，手工行业大小三十二个，手工业户九百六十八

户，从业人员二千八百五十四人。这些行业中，以铁器、铜器、石器、玉器、木器、服

装、布鞋、竹器、檫器业最多，分布城关乡村大小街道，点多面宽。另有制革、皮鞋、织

布、搓线、藤器、银器、锡器、制锁等。还有两家专门为少数民族生产马掌和狗链子，．

在松潘、懋功地区享有声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星服务性的行业：有钟表修理、纯

麻加工、自行车修理、小五金修理、苏裱业、刊刻业、毛笔业、花炮业、制称业、编麻

业、织毯子、制帽、修鞋、土染、补锅等。

灌县手工业自一一九五四年试办了“城关铁器生产合作社”和“红五油篓生产合作

组’’后，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在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中，分别行业，先后

在全县建立起了九十三个(包括乡场在内)手工业合作社(组)，吸收社员一千七百二

十二人。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人没有参加合作社。

合作化后，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热情大大提高。一九五六年产

值二百，九十三万元，一九五七年上升刭三百五十九万元，一九五八年又上升到四百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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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社员工资收入：一九五六年(全年)平均二百二十四元，到一九五八年上升为三

百六十六元，较一九五六年上升百分之六十三。在这个时期里，上下领导机构，都在狠

抓生产、狠抓质量，狠抓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省、地、县都多次召开了劳模

会、产品评比会、技术交流会、i、社员生产积极性很高。：_1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在一些大的合作社中，开展了技术改革和技术创新运

动。铁、木、竹行业是支农的主将，也是我县的主要手工业队伍，电动鼓风、清缝刨、

打墨器、磨盘式绞刨、刨木机等都巳陆续出现。 ：

一九五八年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急于求成，好大喜功，刮共产风，大平大调，搞

乱了生产秩序，搞乱了管理体制，各个社(组)都打乱划归国营工厂或公社企业。原来

的产销渠道，历史的传统产品都挤掉了，市场上小件产品造成奇缺。有的资金耗尽，社

员生活无着，手工业遭到极大的摧残。 r ⋯
。

一九六一年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遵照中央“关

于城乡手工业若于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兰十五条)的指示精神，

重新对手工业进行了调整，恢复县手工业管理局。经过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调垫

充实，全县组成～百一十个社(组)，共有社(组)员二千零九十～人。 、

到一九六五年，经过整顿合并，合并为七十八个社(组)，重新作了布局，按照原来．

网点，恢复了历来的传统产品，供应了市场需要，?手工业生产恢复了元气，一九六五年

产值达四百九十万元。 ，．， ．r

十年的“文革动乱骨中，党的领导机构瘫痪，，‘1生产停滞：。秩序混乱，厂矿企业大量亏

损，财政赤字上升，国家财政走到了崩溃的边沿，而灌县手工业却有所发展。在这十年

中，全县手工业职工稳定在二千三百人N-千七百人左右，人员增长百分之十七；年产值；

由一九六六年的五百万元，增长到一九七六年的一千零二十六万元，t增加一倍以上；人

平产值：从一九六六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二元，增长到一九七六年的兰千七百零四元，j

。提高百分之八十六。“文革”十年动乱，手工业能够有较好的发展，原因是：(1)手工业

企业的职工，除行管人员外，都是记件工资制和分成工资制，多劳多得，除少数人借故

“闹革命"不搞生产外，绝大部份工人仍是坚持在生产岗位上的。这点同国营的全民企

业不同；(2)“文革"期间，全国性的混乱，国营大厂是铁饭碗，工资每月照发，很多厂形

成怠工停产，不少工业品在市场上短缺。在此情况下，手工业企业积极地弥补了这个缺

空，大厂停产为手工业生产开了生产门路。象制革厂、民族制品广、都江地毯厂、纺织

厂都是在“文革”十年中扩建、新建发展起来的厂子。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调整富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

引下，解放思想，大力改革，先后划出转交农机局、企业局、城建委等单位五十二个企

业(包括一九七O年划出十七个企业职工四百六十四人)，转走职工二千三百八十七人。

＼／，截至一九八一年底止，尚有十八个基层厂(社)，职212_二千五百三十三人，当年产值～
千二百二十九万元，人平年产值四千八百一十二元。从职工人数看：四百人以上的广有

都江地毯厂、服装厂；二百人至三百人以上的厂有铸钢厂、制革厂、玉雕石器厂，

一百人至二百人的厂有纺织厂、民族制品厂，除此以外的十一个厂都是几十人的厂

2



(社)，最小的制称社只有十四人。

现有技术能力，已初具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水平，产品也基本上能填补大工业空白，

适应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由于多年积重，二轻工业还面临着极大的调整任务，有的行业由于条件的变化，尚

需要转产、改产、闯出新的门路，7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社会在前进，人民的需要在变化，要以改革的精神，从事新的发。展j，



第-篇!机构设置及演变

第一章 管理机构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演变

民国灌县志记述：清代县境无大工厂，清末鉴于民习奢惰，设勤工局，以后改设习

艺所。在抗FJ时间曾有安大实业公司，远成实业公司，农产品制造，在灌县试办工业均

未得果而告终。民国时期，县政府虽有建设科，统管经济建设，然各种手工业的行业组

织，均依附于自发的行会。政府没设有管理手工业的机构。

一九五。年初，灌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后，县人民政府设立了“工商科”，统管工业

(包括手工业>。通过～九五。年工商户登记和整顿，手工业的转业、歇业、停业，开

业和业务指导均由工商科负责管理。一九五三年工商分家，手工业划归县供销联合社管

属。联社下设生产股，专管手工业工作(办公地点：瑞莲街县供销社内)。一九五五年十

一月成立了灌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简称“手联社”)，县政府成立手工业管理科

(简称“手管科”)，对全县手工业行施领导权。在性质上说，联合社是群众性的合作

组织，政府设手管科，是行政领导主管机构，联合社同手管科是合署办公，一套人马，

两个牌子(办公地点：迁至白果巷九号院子，买李姓古老民宅一千二百七十八个平方

米)。

一九五八年八月开始大办工业，撤销手管科(手联社相应消失)，成立灌县工业交

通局。手工业基层，分别划归各公社场镇、商业系统、国营工业管理。

一九六一年七月，恢复手管科，原手工业基层全部从场镇收回管理。

～九六三年十月，改手管科为手管局。

一九六八年十_-yJ，以灌县手工业联社名义成立了“灌县手联社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年六月，更名为灌县手工业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简称手管局)。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灌县手管局与灌县社队企事业局合并，更名为“灌县社

队企事业局"。

一九七九年十月，社队企事业局一分为二，将合并前的手管局划出，命名为“灌县

二轻工业局"(简称二轻局)。

附任职干部～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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