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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历来是我省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手工纺织业更是闻名省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遂宁手工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通过走集体化道路，在一九五六年实

现了由个雄到集体、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伟大变革。在此基础上，又不断进行了生产关系

的调整和生产技术的改造，将手工业生产改造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使手工业生产

在所有制变革后又获得了一个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放开，搞活，以生产日用工业品为主的遂宁二轻工业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皮革，

塑料，服装、鞋帽、五金、印刷、包装装潢，农药器戒．针织、棉织、丝织、纺织器材、

· 建筑建材等行业的企业都具有了相当规模，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品种

不断增多，效益不断增加，销路不断扩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局面。·

遂宁二轻工业史料已编写成志书，这是件可喜可贺的大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它可以帮助各级领导了解二轻工业的历史和现

状，可以帮助从事二轻工业工作的同志了解基本情况，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发，在

工作中扬长避短，减少失误、吸取力最，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对二轻全体职工来

说是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羞人翁教育的生动教材，是激励职工为二轻工业去拼搏奋斗的精

神食粮。忆往瓤争霖岁月，抚今之盛世，观照自我，感慨沔溢笔端，兹作序贺之·

焦 诚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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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甘t修志·．势在必行。地方志是反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宝贵资料，它有

着“资政、教育、存史’的重要作用。这是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

责任，我们应当尽力为之。

遂宁城市历史悠久，自东晋建城以来，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由于土地富饶，民勤

耕织，农副产品极为丰富，又盛产棉花，为轻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早在唐

代，遂宁的丝布、樗蒲壹、冰糖和天门冬都被列为贡品．到了宋代，遂宁的丝绢、“越

罗’在国内也颇著名。

抗战期间，由于外地一些厂矿企业纷纷内迁，大大刺激了遂宁的手工业，当时大小手

工行业有七十多个，城乡从业人员有十多万人。 ．·

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党和政府重视恢复经济，发展民族手工业，经过一系列的政治

和经济自j改革，使一些个体的小手工亚者走上合作、集体的道路，为企业增加了资金，实

行技术改造，更新了设备，有的已向半机械化、机诫化生产过渡，而且生产规模也不断扩

大． 。．

党的十一屠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放宽、搞活经济政策的推行，促使了遂宁二轻工业沟迅

速发展，1 9 8 4年有企业32个，总产值5771万元，从业人员9 O 7 6人。产品的种类和

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遂宁已形成初具规膜的轻纺工业城市。仅1 9 7 8—1 9 8 3年，遂

宁二轻工业总产值占绵阳地区二轻工业的第一位，．占全省二轻工业的第三位。

煽修‘二轻志》既可以为发展二轻工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袄据，又是对职工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的好教材。这．邵《二轻志》资料翔实，条目清晰，语言简炼，

通俗易懂，这是与编写的同志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对这部志书的编辑出版，我感到由衷的

高兴，特写小序以表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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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国光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



序
-=≥ 。
·——一．-_--▲

日 一
遂宁县历史悠久，fj!野平畴，物产丰饶，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手

工业的繁荣，又成为遂宁县富甲川中的重要农托。

上溯唐宋时代，遂宁纺织业和制漕业就发达，丝布相冰糖被列为贡品。至民国时期，

手工业行业之众，从业者之多，产品之盛，销洛之广，在全川久负盛名。虽经j仓桑，历变乱：

步履艰难，然仍延怛不衰。至人民共和国建立，遂宁手工业者得以解除桎梏，以合作组织形

式迈入社会主义，开始了扬睃詹，青的新阶及。日渐发展的半机械化稆机械化生产已基本取

代了手工操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娟三I申全会后，一系列切实可行政策落实，遂宁县二轻工

业更是如虎添翼，令人剐目卡日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向现代化迈进，不断改进工艺，

用纷繁的新产品丰富了市场。

在如此剧烈的转折盟变时期，我们循其演变过程．总结历史，编修本志。一应史料，

均作实录。唯求透彻了解昨天的历程，分析兮天的由来，冀求明天的开拓。希望以史作

鉴，明智地审时度势，以宏扬传统，革放鼎新，使遂宁二轻工业更加兴旺发达．以新篇章

留后世观·
．

本志编写，：嗣于条阵，水平，难免育令人遗憾处，但求二轻系统老辈，后生，品评作

论，存善道雅言，使尔后续编更臻完葺。

张绪臭

一九八六五p八月二1}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手工业一一二轻工业 ．

社会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发展。建国后，手工业的生产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机

化程度逐渐提高，新增加的塑料工业、家用电器、日用工业、轻工业机械等都包含不进去

了。因此，“手工业’这个词再也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了①。于是l 9 5 6年初，国务

院决定撤销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成立第二轻工业部，同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合署办公．

：轻部主管手工业稽一部分轻工业②。

二轻工业的管理范围，仍以国务院1 9 8 5年的规定为基础，加上以后发展起来的某

些新兴行业和为二轻工业服务的一些行业。

具体是。五金制造(包括建筑五金、工具五金、日用五金)，塑料制品，皮革、皮毛制

品，服装鞋帽、文化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竹藤棕草制品，家具，灯具、日用杂品．家

用电器，衡器，包装装黄，中小农具，二轻机械和J为二轻工业配套服务的模具、电镀、喷

漆、金属材料改制厂以及二轻系统兴办的原材料基地厂等③。

遂宁县于l 9 7 9年才将手工业管理局更名为第二轻工业局。故将手工业改称为二轻

工业(包括棉织、针织业)。

注。①四川省二轻工业厅合作指导处范洪祥处长介绍的情况。

②全国手工业(二轻集体工业)发展大事记。

③国家经济委员会，经轻(1 9 7 8)1 3 l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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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县二轻工业志

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副 组 长

成 员

张绪 良

魏荣松 吴安邦

陈科学 覃伯 良

编纂办公室人员名单·

责任编辑 吴安邦

执 笔 黎 杰 刘镜华 吴安邦 覃 饷 良

工作人员 张大山 陈元龙 赵友琼

审 修 吴安邦 谢竞成 陈登极 剐镜华

图表制作 张玉丰 曾 庆 贤 陈福生 蒋传福

封面题字 周 磐德(中共遂宁市委书记)

封面落款 曾 绍 湘(书画名人)

封二设计 薛 崇 贵 何琼 瑶 廖伯林 吴安春

图片摄影 陈光伟 舒远益

校 对 刘镜华 张瑞芝 唐 供

三、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

审 阅 雷方伯 杨登 全

审 定 李剑 华 曾 伯 融

四、承印遂宁市第二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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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单位和个人

◆二

2

3

4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玻部、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授遂宁县二轻局的奖状．

2．李明秀同志获全国妇联“三八红旗

手”的奖状．

8．曾统阳同志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

会积极分子”称号的奖章和证书。

t．红光纺机厂田窖获四川省第五届运

动会国际象棋女子个人第二名的奖章

5．红光纺机广田窖获四川省棋类运动

会国际象棋团体肇二名的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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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t自1 9 1 1年至1 9 8 4年。确关史实记叙，有超前延后·．

二，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语体

交，加标点符号，进行叙述。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的方针，采用纵横结合的方法，既概括了二轻工业发展变化情

况，又叙述了部分厂，社的状况。突出表述时代、本地特征j并加上图，表、相引证·

四、资料来源有省(成、渝)、地，县、局档案、图书资料，所属各厂的史料及口碑。

五、历代各类机构，地理名称，按当时习惯称呼，历代纪年，按当时习惯用法，加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成立后，以公元纪年，简称建国后．

六、重要文件、报刊报道选列目录。

七、势目字写法。一般采取一位数的用方块字，二位数以上的用阿拉伯妻饽·

八、区、乡手工业社、组，在1 9 7 7年底前包括在本志内。以后，不予记述·

九、鉴于修志体例，党政领导只列正职。本志相沿其咧，企业领导正职列名(若无正

职者例外)。 。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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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皮革业⋯⋯⋯⋯⋯⋯⋯⋯⋯⋯⋯⋯．．．⋯⋯⋯⋯⋯⋯⋯⋯(30)

第八节 金银铜锡铁器业⋯．．．⋯⋯⋯⋯⋯⋯⋯⋯⋯⋯⋯⋯⋯⋯⋯⋯．．．⋯(30)

第九节 建筑业⋯⋯⋯⋯⋯⋯⋯⋯⋯⋯⋯⋯⋯⋯⋯⋯．．．．．．⋯⋯⋯⋯(31)

第十节 箱、镜，伞、筘，梳、篦及油布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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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土陶，’骨角业⋯⋯⋯⋯⋯⋯⋯⋯⋯⋯⋯⋯⋯⋯⋯⋯⋯⋯⋯⋯(33)

第十二节 笔墨、印刷、刊刻业⋯⋯⋯⋯⋯⋯⋯⋯⋯⋯⋯⋯⋯⋯⋯⋯⋯(33)

第十三节 造纸、锦对、裱滑业⋯⋯⋯⋯⋯⋯⋯⋯⋯⋯⋯⋯⋯⋯⋯⋯⋯(34)

第十四节 竹器、鞭炮、制砰业⋯⋯⋯⋯⋯⋯⋯⋯⋯⋯⋯⋯⋯⋯⋯⋯⋯(34)

第十五节 修理服务业⋯⋯⋯⋯⋯⋯⋯⋯⋯⋯⋯⋯⋯⋯⋯⋯⋯⋯⋯⋯⋯(34)

第十六节 眨鼓、胡琴、折扇』匕⋯⋯⋯⋯⋯⋯⋯⋯⋯⋯⋯⋯⋯⋯⋯⋯⋯(35)

第二篇 建国后手工业机构设置及演变⋯j·⋯⋯⋯⋯⋯⋯·(38)

第一章 行政管理机构演变⋯⋯⋯⋯⋯⋯⋯⋯⋯⋯⋯⋯·⋯⋯⋯⋯⋯⋯⋯⋯”(38)

第二章 二轻局直霭企业观构设置：寅窆⋯⋯⋯⋯⋯⋯⋯⋯⋯⋯⋯⋯⋯⋯⋯⋯(41)

附。 =轻各企业一览表⋯⋯⋯·⋯⋯⋯⋯⋯⋯⋯⋯⋯⋯⋯⋯⋯⋯⋯⋯⋯”(42)

第一节 四川省遂宁县二轻工业供销公司⋯⋯⋯⋯⋯⋯⋯⋯⋯⋯⋯⋯⋯(42)

第二节 四川省遂宁县皮革工业公司⋯⋯⋯⋯⋯⋯⋯⋯⋯⋯⋯⋯⋯⋯⋯(44)

第三章 基层企业机构设置发展情况⋯⋯⋯⋯⋯⋯⋯⋯⋯⋯⋯⋯⋯⋯⋯⋯⋯(44)

第一节 棉织业⋯⋯⋯⋯⋯⋯⋯⋯⋯⋯⋯⋯⋯⋯⋯⋯⋯⋯⋯⋯⋯⋯(45)

(一)四川省遂宁县织造印染厂⋯⋯·?⋯⋯⋯⋯⋯⋯⋯⋯⋯⋯⋯⋯⋯·(45)

’(二)四川省遂宁色织布厂⋯⋯⋯⋯⋯⋯⋯⋯⋯⋯⋯⋯⋯⋯⋯⋯⋯⋯(47)

(三)遂宁县棉织三厂⋯⋯⋯⋯⋯⋯⋯⋯⋯⋯⋯⋯⋯⋯⋯⋯⋯⋯⋯⋯(48)

(四)四川省遂宁县绸厂⋯⋯⋯⋯⋯⋯⋯⋯⋯⋯⋯⋯⋯⋯⋯⋯⋯⋯⋯(50)

附I棉织业讽查表⋯⋯⋯⋯⋯⋯⋯⋯⋯⋯⋯⋯⋯⋯⋯⋯⋯⋯⋯⋯⋯⋯(51)

第二节 针织业⋯⋯⋯⋯⋯⋯⋯⋯⋯⋯⋯⋯⋯⋯⋯⋯⋯⋯⋯⋯·⋯··(62)

(一)四川省遂宁县针织一厂⋯⋯⋯⋯⋯⋯⋯⋯⋯⋯⋯⋯⋯⋯⋯⋯⋯(62)

(二)四川省遂宁县针织二厂⋯⋯⋯⋯⋯⋯⋯⋯⋯⋯⋯⋯⋯⋯⋯⋯⋯(63)

(三)四川省遂宁县毛巾床单厂⋯⋯⋯⋯⋯⋯⋯⋯⋯⋯⋯⋯⋯⋯⋯⋯(65)

(四)四川省遂宁县丝棉线制品厂⋯⋯⋯⋯⋯⋯⋯⋯⋯⋯⋯⋯⋯⋯一(66)

(五)四川省遂宁县织巾厂⋯⋯⋯⋯⋯⋯⋯⋯⋯⋯⋯⋯⋯⋯⋯⋯⋯⋯(67)

附。针织业调查表⋯⋯⋯⋯⋯⋯⋯⋯⋯⋯⋯⋯⋯⋯⋯⋯⋯⋯⋯(68)

第三节 纺纱业⋯⋯⋯⋯⋯⋯⋯⋯⋯⋯⋯⋯⋯⋯⋯⋯⋯⋯⋯⋯⋯⋯(72)

附：纺纱业情况表(一，二、三)⋯⋯⋯⋯⋯⋯⋯⋯⋯⋯⋯⋯⋯⋯⋯(73)

第四节 机械五金业⋯⋯⋯⋯⋯⋯⋯⋯⋯⋯⋯⋯⋯⋯⋯⋯⋯⋯⋯⋯⋯⋯(符)

(一)四川省遂宁县红光农机厂⋯⋯⋯⋯⋯⋯⋯⋯⋯⋯⋯⋯⋯⋯⋯⋯(76)

(二)遂宁县第三农业机械渗造厂⋯⋯⋯⋯⋯⋯⋯⋯⋯⋯⋯⋯⋯⋯⋯(77)

L三)遂宁县五金厂⋯⋯⋯．．．⋯⋯⋯⋯⋯⋯⋯⋯⋯⋯⋯⋯⋯⋯⋯⋯⋯(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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