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众性科技组织

四川传统工业多系作坊，技术力

量以个人技艺为主，以技艺高超的老

艺人为各业代表。

建国后，50 年代，开展合作化运

动，组织生产合作社(组)，技术由老工

人传帮带。生产上出现难题，就临时组

织有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参加的

三结合小组攻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

要技术活动形式。

60～70 年代，四川手工业进入技

术改造阶段。铁器、机修、制造、陶瓷等

行业中的一些企业，成果较为突出。据

1979 年统计，全省二轻企业有 50 % 以

上成立科技小组或技术革新小组。

1980 年，省二轻局召开科技工作

会议，强调加强领导充实机构和人员，

把科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当年，乐山

地区 150 人以上的企业即建立了技

术、设计机构。

1981 年，省二轻局召开厂办科研

会议，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到会指

出“二轻企业厂办科研，是企业的心脏

和头脑”。同年，省经委、计委、科委、国

防工办发布《关于发展我省新产品的

暂行规定》，推动了二轻企业群众性的

科技组织活动发展。

1982 年，全省有 157 个二轻企业

建立不同形式的科技组织，有近 1400

人兼职从事科研活动。其中凉山州二

轻系统骨干企业，有 58 % 建立专业科

研机构。在四川二轻系统获奖科技成

果(详见后表)中，厂办科研成果约占

90 % 以上。

二、专业科研工所

四川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于

1962 年，系省手管厅直属，暂编 35

人。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整理和研究

行业的历史和艺术资料，推广优秀传



统生产经验；设计和试制新产品；指导

基层单位的制作设计工作；联系老艺

人与技术界人士。1964 年轻工厅设立

皮革研究室，1966 年 1 月，根据一、二

轻工业部专业归口管理的精神，皮革

研究室转属省手管厅，成立四川省皮

革研究所，时有 7 人，其中技术人员 6

人。该所任务是科研、技术攻关、新产

品开发、工业性应用试验和为企业的

技术服务等。

1966 年，第二轻工业部在重庆筹

建塑料工业研究所，从事长远和当时

带有全国性、方向性的塑料工业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研究。总

投资 280 万元，编制 300 人。已分配

60 名大学毕业生到岗，调进了检测仪

器、交通工具，并开始土建。因“文化大

革命”影响而被迫缓建。

从 1976 年起，特别是 1978 年全

国科学大会后，四川地市级专业科研

所陆续建立。1976 年，重庆市塑料工

业研究所成立。从 1978 年起，重庆、成

都、乐山等市先后建立专业研究所，涉

及的行业有塑料、家具、鞋帽、服装、包

装技术、皮革、工艺美术、家用电器、五

金工具、日用五金等。1985 年，全省二

轻系统共有专业科研所 22 个，其中省

属 2 个，地市属 20 个(其中重庆市 11

个)。

三、科技队伍

50 年代，手工业系统绝大多数企

业，在相当长时间未分配大、中专院校

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奇缺，导致科技

队伍形成缓慢。

1955 年，省手工业联社统计，全

省有技术人员 8 人。1956 年统计，全

省金属制品及木材加工业，仅工程师

1 人，技术员 12 人，设计员 2 人。

60 年代，科技力量薄弱、技术水

平低，仍是全省手工业的突出问题。为

适应生产展需要，各行各业只好在生

产、工作实践中培养、造就自己需要的

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员未被评定技

术职称，但实际顶起了相应的工作，是

组成手工业科技队伍的一支重要力

量。1965 年，省塑料公司统计有技术

人员 181 人，工程师仅 9 人。此后，

1978 年恢复评定技术职称，当年全省

二轻系统有工程技术人员 1932 人，名

师巧匠 83 人，晋升工程技术人员 67

人，其中工程师 8 人。工程技术人员占

全省二轻职工总数 4．4‰。随着贯彻

全国科学大会精神，落实知识分子政

策，部分工程技术人员恢复技术职称，

有 180 多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作了

调整，并提拔一批优秀科技人员到技

术领导岗位。

1980 年，省工艺美术行业统计，

所属 13 个行业、180 个企业，职工总

数 16000 多人，有创作设计人员 286

人，其中工艺师 24 人，工艺技术员 41

人，老艺人 52 人。有创作设计机构的

企业 72 个。



1983 年统计，全省二轻系统有各

类技术人员 8819 人。其技术职称情况

是：高级 2 人，中级 492 人，初级 1449

人，技术员 3829 人，无职称人员 3047

人。各类技术人员中，有研究 生 3 人，

本科生 1045 人，专科生 1306 人，中专

生 2680 人，在相应岗位上未有专科学

历的 3785 人。

四、科技管理机构

重庆市手管局最早建立科技管理

机构，于 1959 年设立技术科，负责技

术、科研、质量管理和“四新双革”(即

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及技

术革新、技术革命)工作。省手管厅

1964 年成立技术处，负责科技管理工

作，1977 年改为科技处。

1979 年已有 12 个市、地二轻部

门建立科技管理机构，配备管理干部，

大部分县级二轻部门，配备专管人员。

1980 年，省二轻局召开全省二轻

工业科技工作会议，进一步把科技工

作列入议事日程，要求各市、地、州二

轻局尽快设立科技科，县级二轻局设

科技股，或配备专人负责科技工作，且

要加强领导，把科技工作作为重要工

作来抓。当年，乐山地区二轻局、仁寿、

犍为、青川等县二轻局设立技术科或

技术股。

一、科技活动

(一)技术革新、改造

50 年代中期，四川手工业机械化

程度只有 2 %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组

成生产合作组织，开始有领导、有计划

地进行 技术改造。从改进简单的工

具、设备入手，开展群众性的小改小革

活动；进而以铁器业与机械行业为基

础，自己生产机电产品，实行自我武

装，大大改变全省手工业的生产面貌。

1958 年，重庆市手工业半机械化生产

占 23．52 % 。1959 年，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创造、改进新式工具、精密机械达

15000 种以上(包括改良农具)，实现

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厂、社占总厂、社

的 19．7 % ，产值占 30．28 % 。

60～70 年代，四川手工业主要开

展金属行业过好“三关”(即动力关、压

延关和锻打关)，实现“四化”(即锻打

机械半机械化、车工多刀多刃化、冲压

多头自动化和生产模具化)工作。坚持

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学创结合。到

1960 年 2 月，重庆市实现技术革新项



目 25140 项，实现生产自动线 39 条、

联动线 21 条，自制机械设备 667 项、

半机械化设备 1772 项、土简设备 756

项。当年全国、全省“技术革新、技术革

命”现场会先后分别在重庆和遂宁召

开。遂宁现场会后，重庆、成都等 6 市

地手工业不完全统计，实现革新项目

50571 项，其中重庆革新 2000 项，实

现生产自动线 50 条，机械化程度由 6

月底的 53．2 % 上升为 58．8 %。各地先

后涌现出一批很有特色的、行之有效

的技术革新项目，并在全省推广。

70 年代末起，在加强技术改造的

同时，还加强了技术引进。1979～1985

年，全省二轻系统先后从日本、意大

利、联邦德国、法国、南斯拉夫等 94 个

国家和地区引进技术达 131 项，设备

达 3994 台(套)。1985 年全省二轻工

业企业半机械化、机械化程度已达

57．7 %。

(二)新技术推广应用
二轻工业从 1964 年到 1966 年

间，在一部分企业中开展了新技术推

广应用工作，如皮革行业的轻革整修

工序密封固定工艺，以喷代刷工艺；五

金行业的窑洞式红炉，大小反射炉；铁

锅行业的炉胆式热风入眼转化熔铁

炉；布鞋业的钩钩针快速翻绱鞋法；塑

料行业的 3 毫米吹塑薄膜、粉料直接

吹塑薄膜、透气人造革等。

至 1980 年，全省共推广应用新技

术成果 148 项，其中轻工业部 2 项 ，

省科委60 项，省二轻局86 项。如全系

统推广优选法和远红外线加热技术，

江油锅厂的铸铁锅泥模压铸工艺从省

内逐渐推广到全国，全国还推广了粉

末冶金锁芯，皮革行业推广精密片皮

和猪皮综合利用，猪皮酶法脱毛等。

至 1985 年，全省二轻工业系统推

广应用 100 公斤字盘秤，500 公斤字

盘秤，电镀一步法生产成铜—镍—铬

生产自动线，锯齿铣削工艺，新型电

镀、光亮配性镀铜和仿金镀及程参色

工艺，挂锁装配机械化，电筒装配机械

化，激光淬火用于锯条及锉刀局部淬

火，铣削工艺改异型铣削新工艺，锯焊

接采用双金属电子束焊接工艺，焊接

新工艺及铝制器皿焊接实行工作进

给，焊接 、铆件连续化，G Y－3 型短

应力线扎钢等，其中激光淬火用于锯

条及锉刀局部淬火是全国重点技术推

广项目。皮革行业推广自控转鼓和微

机自控转鼓，尤其是推广 P G－1 电脑

皮革打孔机，使皮革打孔机达到 80 年

代技术水平；工艺美术行业推广装饰

贴面新材料——竹簧片贴面；塑料行

业推广 P V C 透明片、P V C 硬质透明

片在包装业的新用途，如茶叶、腌腊食

品包装，蒸煮袋，塔水管，上下水管、卫

生间设施及聚氯乙烯包装袋的推广应

用；家用电器行业推广用塑料粉末喷

涂普通型双缸洗衣机、喷雾电熨斗、电

炊具、直流电机电厢等多项新技术，经

济效益显著。



(三)新产品开发

50 年代初期，四川手工业产品花

色品种甚少，新产品多以三结合小组

进行试制。

50 年代，塑料行业从室内电器开

关、扣子等酚醛制品起步。1951 年重

庆皮革厂陈金泉试制成功猪皮革，为

西南首创。1955 年重庆美术漆器厂查

文生设计、制作的研磨彩绘金鱼盘，获

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美术竞赛铜质

奖。1957 年陈思碧设计、制作的蛋壳

嵌凤盘，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银

质奖。荣昌的鱼骨扇和内江的“凤穿牡

丹”大花席获省奖。广元艺人魏礼先精

工制作的鱼龙变化香皂盒，赠送毛泽

东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曾专函致谢。

1956 年，崇庆县竹编有 6 个箩品种，

如花边箩、净白圆箩、蛋兜等在广交会

上第 1 次打开销路。

60 年代，五金行业随着人民生活

需要，开发一批日用品，如机制精铝铝

锅、手电筒、发夹、皮带扣、打火机、订

书机、刮脸刀片、学生尺、学生圆规等

相继问世。塑料行业试制成功塑料鞋、

聚氯乙烯电线槽板，利用小规格的挤

管机生产出大规格的聚氯乙烯塑料硬

管、绳索和窗纱用两种单丝及农用薄

膜。

1970～1977 年，塑料行业的新产

品不断开发。1970 年轻工业部下达军

工新产品规划项目 31 项，试制有 6

项。此外 ，还有塑料泡沫凉鞋、塑料编

织袋、再生塑料鞋底、氯化聚醚塑料

泵、管件阀门、珠光密胺塑料、塑料袖

珍电筒等。

1978～1985 年，列入省二轻局重

点新产品试制计划项目共 120 个，完

成近 100 个，占试制计划的 80 % ，其

中弥补全国空白的产品有 30 吨汽车

电子衡、双面齿机用锯条、高速钢手用

锯条、防震包装箱等 15 种；全省年发

展 100 种新产品，5000～8000 个新花

色，其中列入省重点试制计划的新产

品 30～50 种。全省二轻系统产品由

1979 年底 的 14733 种、花色 及 规格

51652 个，发展到 1982 年的 16000 多

种、花色及规格 60000 多个。1983 年

获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奖的达 19 种。

二、科研工作

(一)科研项目

50 年代，四川二轻科研项目是根

据生产和市场需要，自筹发展。

60 年代初，四川二轻开始进行科

研项目的规划和管理。1964 年，省联

社转发执行国务院发布的《发明奖励

条例》和《技术改进条例》。1965 年，根

据手工业生产急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

题，共 规划 12 个 项 目，科 研 经费

15000 元。

60年代重大科研项目，五金制品

业有金属铸造工艺、压延工艺、热处理

工艺、金属表面处理(包括电镀、法兰、

涂漆和化学防腐)；塑料行业有聚氯乙



烯合成纤维织造、模压布鞋工艺、塑料

染色，化工部二局下达的军工科研课

题 5－Ⅱ材料、5－Ⅲ软片，轻工部下

达的 5－T V 软片；工艺美术行业开展

全省特种工艺品、少数民族工艺品的

生产、技术、艺人等的普查，系统整理

出蜀绣针法和传统工艺，还对水竹干

燥、粘合、防虫及中国漆性进行了研

究；皮革行业，1964～1965 年承担的

科研项目有 4 项，即提高水牛底革和

猪底革的研究，提高猪面革质量的研

究，国产植物鞣剂的使用和性能的研

究，铝——铬结合鞣剂的工艺技术研

究。

从 1967 年起，开始承担有关部委

下达的科研项目。当年四川科委下达

项目有：猪原皮加工保藏、铬鞣猪底面

革工艺和氧化脱毛工艺。这些研究项

目，均由省皮革研究所承头，有关厂协

作。1968 年，二轻部以科－19 和科－

21，把猪原皮加工保藏和铬鞣猪底面

革工艺的研究，作为部管第一批科研

项目下达给四川。

1970～1977 年，二轻部、省科委、

省二轻局均有较多科研项目下达：

皮革行业，列入省科委和省二轻

局的项目有：毛蛋白中型试验，黄牛皮

酶脱毛工艺的研究，酶法脱毛在猪正

面革、牛皮、羊皮工艺上的应用，加脂

剂的研究，耐水洗猪绒服装革、猪二层

美术革、绵羊皮各色鞋面革、男女童鞋

设计造型、皮件设计造型、剥猪皮机的

研究，晶体管数字式程控转鼓、军工配

套及航空用大油鞣革等的研究。其中

多数项目为省皮革研究所承担或参

与。

塑料行业，这段时间科研项目特

多。二轻部下达的项目有：新型材料的

粘接与焊接、工程塑料挤出成型工艺、

塑料自动焊接机及粘接剂、塑料成型

无毒操作新工艺及设备 。军工科研项

目有：丁晴酚醛碳纤维软片、6 号材料

制品、7号材料。1974 年，承担军工科

研试制项目 9 个；省重点项目有农用

着色薄膜的研究与应用、复合吹塑膜、

环氧注射模具进一步研究，塑料防老

化、哌嗪尼龙、氯化聚酚塑料泵阀门、

管件注射成型、聚碳碳酸脂的改性、耐

酸材料、聚氯乙烯无滴薄膜的研究。

五金行业，轻工部下达的项目是

传感器的研究；省二轻局下达重点项

目有钢丝钳成型辊锻新工艺研究及渗

铬计量杠杆试制，3 吨、5吨行车电机，

铝线电机，200公斤空气锤等的研究。

工艺美术行业项目有稀土用于陶

瓷的试验，硅酸盐研究，红釉试验，漆

器新工艺试验，防止银制品变色的研

究，竹制工艺品的防虫、防霉、抗裂缝

及白云石粉代大理石的研究等。规划

项目中，多数由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承

担或参与。

1978 年，重庆市塑料研究所建

所，即承担了 14 个比较重大的科研项

目。



1979 年，根据国家科委《关于科

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办法》的规定，省

二轻局决定，各级下达的科研项目在

完成后要进行鉴定。鉴定合格者，填报

《技术鉴定书》，经省局审批后，由省局

统一编号印发。由此 ，二轻科研加强

了统一管理。

1980 年 ，省二轻局召开全省二

轻工业科技工作会议。会上强调二轻

科技应以应用研究为主，坚持科研为

生产服务并走在前面的正确方向。由

此，进一步加强了科技工作的领导和

管理。

1978～1983 年，被列入部、省重

大科研项目共达 127 个。其中塑料行

业，军工配套产品 122 项。皮革行业，

轻工业部下达的项目有国产栲胶鞣制

工业革的试验研究，皮革新型鞣剂的

研究，原料皮防腐、保藏的研究；国家

攻关项目有良种猪皮制造高档轻革、

盐腌法保藏猪原皮工艺的研究；省计

委、科委的攻关项目是皮革加工综合

技术、微机处理控制转鼓中试、鞋楦造

型的研究，猪正绒服装革的研究。五金

行业，轻工部下达的项目有钢丝钳机

械加工自动线、中频感应冶炼铅烟、锌

尘处理的研究。工艺美术行业，轻工部

下达项目是对宝石、玉石资源进行调

查，省重点项目有制漆及透明漆、美术

陶釉色和控制烧成温度、高精刺绣技

艺创新、民族民间工艺的研究，防止原

材料裂变、大型自然树根雕塑及省科

委项目中国漆性研究等。家具行业，轻

工部计划项目有板式家具造型结构、

家具贴面新材料－－楠竹微镟片及镟

片工艺的研究。

1980～1983 年，全省二轻系统共

取得 128 项科学技术成果。

(二)获奖科技成果

设科学技术成果奖，是从 1978 年

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开始的。当年四川

省二轻系统有 5 个项目获全国科学大

会奖，23 个项目获全省科学大会奖，8

个项目获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四川省二轻工业系统获奖科研成果统计表

表 11－1 (1978～1985 年 )









四川手工业劳动者大多文化水平

很低，技术多系师傅传授。50～60 年

代初，四川手工业系统开展了文化、技

术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主，兼及开展了

初、中等教育，培养出大批合作社积

极分子和基层干部；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以职工文化、技术“双补”为

重点，同时发展了初、中、高等各层次

教育。“六五”期间，各地职工教育投

资共达 3500 万元，初步形成了职工教

育体系。

一、文化教育

(一)文化普及教育

50 年代初，四川手工业系统职工

文盲、半文盲率全省为 75．70 % 。能认

得自己的名字，或能记点简单的帐，也

要算手工业者中的才子。个别地、市级

手工业合作联社中也有文盲。

1950～1952 年，手工业职工业余

文化学习，多以个人身分，就地参加政

府、工会主办的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学

习为主。自贡市、荣 县、富顺县、射洪

县等开展较早。1951 年，射洪县手工

业职工参加县工会办业余文化学习的

达 820 人，计 14 个班。

1953～1955 年，随着手工业生产

合作社的逐步建立，社员职工业余文

化学校亦相应发展。1953 年，泸州市

成立社员职工业余文化学校，次年入

学达 747 人，1955 年增至 1063 人，计

开 24 班，义务教师达 42 人。1955 年，

由于联社的建立，各地办学均呈发展

势头。万县地区有 3 个县、市开办业余

文化学校 14 所，以社办校的 22 个，仅

万县市即扫盲213人。隆昌县聘请专、兼

职教师10人，借师范附小校舍开办夜校。

1956 年 2 月，教育部、全国总社

筹委会联合下达通知，要求大力扫除

文盲，积极地举办 正规的业余小学，



适当地开展业余初小教育。此后，四川

手工业职工业余教育有组织、有领导

地急剧发展：省政府任命了省手管局

组织教育科副科长；各地联社先后制

订职工业余教育规划，设置教育办公

室，或建立扫盲协会；专、兼职教师人

数增加；办学或联办，或单独办，均以

系统内自办为主；入学人数，据成都、

内江、江津 、广元等 47 个 市、县不完

全统计，应入学 86330 人，组织入学

49253 人，入学率达 57 % ，其中成都市

入学 率达 62 % ，重庆 市入学率 达

65 % 。

1957 年初，省手工业联社制订出

《关于开展手工业合作社业余文化教

育工作的意见》，就办学方法、组织形

式、教师、教材、经费、扫盲规划与组织

领导等 6 个方面提出原则性要求。各

地贯彻这一《意见》，促进了职工业余

教育持续发展。1957 年，自贡市继续

坚持办学校 3 所，聘请专、兼职教师

26 个，组织半文盲、文盲 384 人入学。

荣昌开办社办职工业余学校，开设扫

盲班 4 个、学员 149 人，高小班 42 个、

学员 111 人，初中班 1 个、学员 49 人，

配备专职教师 5 个。1958 年，五通桥

市手工业系统开展扫盲突击运动，使

全市手工业系统年内基本达到了无文

盲单位标准，成为当时全省手工业系

统扫除文盲的第一面红旗。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各地忙

于生产任务，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多被

挤掉，到 1962 年才所有恢复。万县市

联社在当年底从办 2 个点扩大为 4 个

点，开设初小、高小和初中，入学人数

达到 346 人；教师逐渐由向外聘请转

为自培，并建立定期集中备课、观摩教

学等制度。1966 年后受“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全系统文化教育被迫停办。

(二)文化补课

1978 年，各地开展职工文化程度

状况的调查。重庆市二轻局调查 7 个

公司、116 个直属企业 ，文盲半文盲

占职工总数 25 % ，厂级领导干部小学

文化程度占 41 % ；成都市二轻局调查

8 个公司、121 个基层单位职工，文盲

半 文 盲 占 16 % ，小学 文 化 程 度 占

40．1 % ，技术、管理干部中文盲半文盲

尚占 4．2 % 。11 月，省二轻局根据全国

轻工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制订出《1978

～1985 年四川省二轻工业教育事业

发展规划(草案)》。

重庆市二轻 1978 年底恢复职工

教育，至 1979 年底，所属 116 个企业

有 104 个办起了职工业余学校，参加

学习的人数达 12162 人，占其职工总

数的 34 % 。南充市有 17 个二轻企业

开办职工业余学校，占全系统 16 % 的

职工入学学习。到 1980 年，据省二轻

局调查，企业办学面达 64 % ，其中成

都市办学面达 74 % ，重庆市达 90 % 。

1980～1982 年初，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五部委”先后发布有关职

工教育的文件，指令加强职工教育和



培训。1981 年 4月，省二轻局制订出

贯彻意见，就机构设置、分期分批时间

要求、师资力量配置、办学形式及经费

等问题作出了安排，于是，以青壮年文

化、技术“双补”为重点，因势利导带动

高低几个层次的职工教育协同发展，

使全省二轻系统职工教育形成前所未

有的热潮。

全省二轻系统约占职工 总数

50 % 的青壮年职工属“双补”对象。“双

补”开展后，办学面不断扩大，入学人

数逐渐增加。1982 年，成都二轻办学

面增至94 %，累计合格率达38 % 。重

庆“双补”入学率达 50 % ，累计合格率

达 41．3 %。至 1983 年底，全省二轻系

统累计合格率为 7 %。其中阆中县二

轻办职工校13 所，文化补课累计合格

率已达 51．8 % ，是当时全省二轻“双

补”合格率最高的县，而边远地区的一

些县，还有不到 2 % 的。

1984 年 5 月，省二轻厅制订出

《全省二轻系统职工教育检查评比意

见》，组织全省二轻系统按《意见》中所

列《细则》要求，按“四个落实”(思想落

实、计划落实、组织落实、措施落实)、

“三个重点”(青壮年职工的文化、技术

补课，35 岁以下的青壮年职工的政

治、文化、技术、业务培训，各级各类干

部的业务技术培训)和“管理质量及教

学效果”三大内容开展县上自查，片区

互查，省厅抽查，而后逐级表彰。是年

全省 二轻系统参 加学习的 人数达

33084 人，其中初中 30437 人，小学

278 人，扫 盲 105 人；毕 业 人 数 为

16233 人，其中初 中 15830 人，小学

213 人；脱产学习人数为 9648 人；全

省累计合格率为 32．4 % ；其中部分地

区已达到中央提出的低限要求。

1985 年，全省参加中小学学习的

职 工 达 19745 人，其 中 毕 (结) 业

18322 人，脱产学习的增至 19600 人。

是年，省二轻厅表彰本系统职工教育

先进集体42 个、先进工作者47 人。但

全省二轻系统文化补课累计合格仅达

62200 人 ，占 应 补 123400 人 的

50．4 % ，未能达到中央“五部委”提出

的当年应达到 60 % 的要求。边远地区

进展缓慢，累计尚不到 20 % 。

四川省二轻系统独立核算企业固定工、合同制工文化程度分组统计表

表 11－2 (1985 年) 单位：%



二、技术教育

手工业者学艺往往是从拜师开

始。学艺3年期满出师后，方能正式做

手艺，靠技艺谋生。否则要受行帮奚

落，或不准进行专业技术活动。手工业

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教育，

是 1950年后开始的。

(一)初、中级技术培训

50 年代初，手工业仍沿用学徒

制，或学 3年或两年，期满转为正式社

员。随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建立，

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手工业系统

也开始有组织地培养技术力量。1954

年，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培养出技术人

员约 300 人。

1956 年，全省手工业合作社广泛

推行师傅带徒弟，并采取多种形式 ，

广泛开展技术教育活动：组织系统内

互相观摩、学习的达 1000 余人，组织

铁器、皮革、漆器、陶器等业到省外学

习、观摩的 200 余人，自办训练班的

278 人，委托国营工厂代训铁器、造

纸、皮革、食品业人员的共 247 人。

1958 年，招收学徒培训已不能适

应生产发展需要，于是自贡市金属、冶

炼、铁器等 3个手工业社，因陋就简办

起 3 所职业中学。此举受到中共四川

省委工业部的肯定。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四川工艺

美术行业抓紧技术培训。其中成都、重

庆、自贡市，从 1958 年以来就办艺术

学校、短训班。采取的方式是以师带

徒，一师多徒，车间为课堂，边学边做。

1958～1959 年，省轻工厅手管局委托

四川美院为成、渝两市漆器厂培训漆

器学工 30 人，学习时间为两年；同时

举办了陶瓷、挑绣、印染训练班，50 人

参加学习，时间半年。派出去学习也是

一种培训方式。

从 1960 年起，开始有计划、有步

骤地派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等有悠久

历史的工艺品产 区学习培训，当年全

省即组织服装、橱窗、陶瓷、漆器、苏绣

飞针法、连动绣花机绣法及玩具等学

习人员达 30 余人，各市、地、县也组织

人员去相关之地学习技艺。除此，省

联社办工艺美术训练班，学习 1 年，招

收青年学工学员 37 人，包括玉石、银

丝、挑绣、陶瓷等 16个行业。

“大跃进”时期，手工业社“转厂过

渡”，体制变化及人员调动频繁，技术

培训则无暇顾及 。1960 年，中共中央

发出“开展一个手工操作机械化、半机

械化的全民运动”的号召，各地手工行

业积极响应，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活动，采取的方式是干啥学啥，边干边

学，现场练兵。

1961 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压缩

1958 年进社(组)的农村人口，但同时

又过多地安排城镇人口，造成老手减

少，新手增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

1962 年，省人委批准省手管厅、省劳



动局《关于手工业招收和培养学徒的

暂行办法(草案)》，明文重提技术学习

是必经之路。当时的技术状况，据

1963 年调查，全省手工业社(组)有全

套技术的工人约占 10 % ，单面手约占

30 % ，没有技术的约占 60 % 。抓紧培

训技术力量，当时迫在燃眉。当年，省

手管厅即先后两次组织成、渝两市 23

个厂社、111 名职工前往上海学习，共

学得制造 33 种产品、1086 条先进经

验。

1964 年，评定技术等级。在其过

程中，须经过应知应会考核，对促进手

工业系统职工技术学习和提高水平，

作用巨大，收效面广。

60 年代中期，全省手工业系统技

术培训，除原有形式外，还广泛开展了

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活动，参与面

广，声势亦大。后因“文化大革命”影响

而低落不振。

截止 1985 年，全省二轻系统有在

学学徒 37515 人，其中全民所有制企

业 1433 人，集体所有制 企业 35989

人，全民、集体合营企业 93 人。学徒

工约占工人总数的 7．2 % 。

(二)技术补课

70 年代初，安排从知识青年中招

收新工人，使二轻系统职工文化构成

有了改观，但技术培训却成了大面积

问题。据 1973 年底统计，地、市、州二

轻系统全部职工 431468 人，学徒工

即达 36722 人。企业生产普遍受到制

约。特别是中共中央工作重点转移提

出后，企业对提高职工素质认识更加

明确。1978 年，职工教育逐步恢复，重

庆市除开办各级职工学校外，还组织

技术讲座、岗位练兵、操作表演等活

动，有 8000 多人参加。1979 年，成都

市举办培训班 51 期，培训 4100 多人，

占全系统职工总数 13 % ；内江地区组

织上千人到省内外学习先进技术和管

理，同时还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重庆

市 116 个直属企业，有 104 个企业举

办科技文化学习班，共达 208 个，人数

达 12162 人，占 系 统 职 工 总 数 的

34 % 。

198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强职工教育的决定》发布后，全省各

地二轻部门积极行动，开展调查摸底，

制订补课计划，落实补课措施。当年，

自贡市举办短期技术、业务学习班 35

期，技术讲座、岗位练兵、现场表演 90

次，参加人数达 3300 多人。1982 年，

成都市参加技术、业务学习的达 6300

多人；德阳二轻投资 17 万元，修建职

工校，开设会计、电工等班，开始系统

内进行技术、业务自培。1983 年，重庆

市 技 术 补 课 累 计 合 格 率 达 到

20．34 % 。1984 年，南充二轻系统技补

合格率达 88．6 % ，达到了中央提出的

高限(80 % )要求，而绵阳地区的三台、

遂宁等 9 县技补合格率仅达 59．5 %，

成都工艺美术公司达 62 % 。这年全省

脱产参加技术、业务培训的共达 7870



人。

截止 1985 年，全省二轻系统技术

补课应补对象 123962 人，累计合格

63593 人，累计合格率为 51．30 % ，未

达到国家 60 % 的低限要求。边远地区

合格率还不到 20 % 。

三、干部教育

50 年代初，着重培养基层社的领

导和财会人员，以学政治、学政策、学

财会业务为主；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

以学政治为主；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

初，以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企业管

理为主。学习方式，经常普遍采用的是

办培训班，一度曾办政治夜校；较高层

次的系统培训则是举办干部学校、职

工中专、委培和送培。50 年代以来，通

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使

四川二轻系统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已

有很大提高。1985 年，全省二轻系统

独立核算企业领导成员，按文化程度

分组百分比分别为：大专 3．3 % ，中专

3．0 % ，技工校 0．5 % ，高中 13．6 % ，初

中 44．1 % ，小学 35．5 % ；按经济类型，

即按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

业分组百分比分别为：大专 22．5 % 和

2．6 % ，中专 11．4 % 和 2．7 % ，技工校

1．0 % 和 0．5 % ， 高 中 16．8 % 和

13．5 % ，初中 34．1 % 和 44．5 % ，小学

14．2 % 和 36．2 % 。

(一)培训班

1953 年，省联社筹委会根据合作

社发展需要，大面积开展干部培训。其

时各级社(含供销社和手工业生产社)

有干部 5 万余人，其中基层社干部

37000 余人，有 17000 余人经过一定

的训练，成为合作社的骨干。

1955 年，贯彻全国第四次手工业

工作会议精神，即“学习苏联先进经

验，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理论结合实

际，政治结合技术”，学以致用为原则。

四川开始对吸收的一批新人员进行业

余短期培训，内容为：行管干部以学关

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民主

管理、生产管理、社章等为主，会计、统

计、生产技术人员则进行不同形式的

专业培训。重庆市联社先后办起两期

训练班，训练理事主任和会计，成都市

亦办训练班两期。1956 年，各地干部

培训更有发展，江津地区共培训干部

1242 人，其中社主任 695 人、会计 547

人。自贡训练社主任、组长、会计等共

330 人。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政治运动

频繁，干部业务培训受到影响。70 年

代中期，以办政治夜校形式学理论，一

时形成热潮。1975 年，内江地区各县

市按企业办夜校，荣县即办 21 所，参

加学习的有党支书部记，正、副主任

87 人，理论骨干 200 余人。

1978 年后，工作重点转移，业务

培训始呈现复苏。1979 年，重庆即办

管理干部培训班 16 期，培训达 619

人。



80 年代，各 地办训练班 广泛兴

起。1980 年，自贡市办训练班 16 期、

619 人；重庆二轻局干校培训 106 人；

雅安地区部分县训练组长一级人员

786 人；成都市二轻办短训班 50 期、

2075 人，占职工总数的 13．7 % ；省二

轻局办干训班，71 人参加，其中县局

级 21 人，其他干部 50 人，学习内容为

企业管理。

1981 年，贯彻全国干部教育电话

会议精神，即近两年内把干部轮训一

遍，以学习经济理论和企业管理为主。

本此要求，各地制订计划，落实措施，

二轻系统干部轮训逐渐普遍开展起

来。至 1982 年，省二轻局干训班共轮

训 830 人。重庆二轻两年累计培训技

术业务人员 7471 人次。当年成都二轻

举办培训班 10 期，共轮训 706 人。

1983 年 ，全省二轻系统各级各

类 干部 共 52247 人，其 中 已培训 达

18040 人，占 34．5 % 。成都二轻局建立

干部轮训班，作为干训基地；达县地区

基本完成企业以上领导轮训 一遍的

任务。

1984 年，川东、川西片职教互查，

干部轮训为其内容之一。检查结果，川

东片，重庆已完成 96．3 % ，南充、涪陵

已轮完一遍；川西片，成都已将企业领

导干部 760 多人轮训一遍，同时已累

计培训 财会、统计等专业干部 4720

人；遂宁县二轻局几年来办会计、统

计、法制、党员等培训班 30 多种、110

多期，共培训 3290 人；是年重庆二轻

局培训干部 1112 人，其中短期技术、

业务培训 566 人。在培训中，开设课程

有全面质量管理、线性管理、市场经济

学、电子计算机、微电脑等，把技术、业

务培训推向更高层次。通过培训，职工

素质、企业水平提高显著，为引进定点

生产电冰箱、洗衣机很快获国家批准，

引进的地膜生产线、第微电脑控制的

电镀、拉练生产线、三色花板生产线

等，都很快就形成生产能力。

1985 年，全省二轻系统企业管理

学习，相当局级领导和业务管理干部

已基本轮训一遍，各地市州举办政治、

业务、技术培训班，共培训 78600 人，

普遍提高了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

(二)送培(委培)

除自办训练班外，四川二轻系统

干部轮训，还采取送培(或委培)办法，

使干部受到较高层次的培训。

1980 年，重庆二轻局送省、市党

校培训 29 人，委托大专院校办各种短

训班 21 期，共培训 1487 人(含局办

班)。雅安地区二轻系统，参加省、地、

县组织的企业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培

训，包括局、科股、企业书记、厂长达

379 人。成都二轻送市党校学习 42

人，市委工交部办企业管理培训班培

训 93 人。

此后，送培(委培)被普遍采用，成

为培训干部的重要渠道。1980年后的

三四年中，成都二轻先后选送党校和



大专院校培训达 300 多人。达县地区

大竹县，联系全国 73 所大专院校、科

研单位，先后送培 213 名技术骨干，占

该县职工总数 3668 人的 5．8 % 。1985

年，四川二轻系统送大专院校、党校培

训人数达 3300 余人。

(三)干部学校

四川省达县二轻工业干部学校 创

办于 1964 年，省手管厅主办，达县地

区二轻局承办。初名“四川省达县地区

手工业管理干部学校”，1984 年经省

二轻厅批准改用现名。该校主要承担

全省二轻系统在职财会人员的培训任

务，每年两期，每期 4～5 个月，入学学

员经考试择优录取，文化程度初中以

上。“文化大革命”中停办 6 年。教材

自己编写，并在系统内广泛使用。1985

年有教 职员 24 人，其中专职教师 5

人。该校培训过的学员 ，一般成为工

作上的骨干，相当部分被提拔为厂级

领导。该校不仅为全省二轻培训过

80 % 以上的财会负责人，同时还为宁

夏、贵州等省培训了一批财会人员。

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干部学校 创

办于 1961 年，初创时系以各种公司为

依托，分散办班，开设财会、统计、制

革、工艺美术等短训班。“文革”期间停

办。1974 年经中共重庆市委工交部批

准恢复。1977 年，重庆市委工交部批

准该校属市二轻局 。1979～ 1985 年，

教职工由 9 人增至 30 余人 ，其中专

职教师 10 余人；主课设企业管理、社

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与党的方针政

策；办学每期 3 个月，学员 50～100

人，共办 14 期，先后分期分批轮训厂

长、书记 1300 多人次，党、团干部 300

多人次。

重庆市二轻局职工教育中心 1984

年 10 月，经市计委批准创建，投资中

轻工部补助 80 万元。职教中心建立

后，集中并统管全系统职大、电大班、

职工中专和干部学校。

四、办学及管理

(一)办学形式

1955 年起，各地手工业联社陆续

建立，开始由联社兴办职工业余学校，

以夜校居多。1955 年，泸州市开办职

工业余文化学校，万县市联社开办业

余学校 3 所。

1956 年，各地办学蓬勃发展。万

县市将学校扩充为 5 所，射洪县有 3

处自行开办职工业余学校。成都市采

取社办或联办，并组织考试，按成绩分

班。其它如德阳、隆昌、蓬溪等地都兴

起了办学热潮，且以班级教学为主。

1958～1959 年，适应“大跃进”

形势，办学形式亦有破有立。五通桥市

以社办学，采取分散与集中教、个人包

干教、夫妻互教、院坝邻居教、会前会

后突击教等办法，抓紧一切稍空时间

学习。广元县在企业中全面开展扫盲，

采取“任务到人，包教包学”。1960 年

后，职工业余教育进入低谷，直至 70



年代末才渐趋复苏。

1981～1985 年，青壮年职工文化

补课，以多种形式进行。时间安排上，

有业余、半脱产、全脱产 3 种。但逐步

以半脱产、全脱产为主。重庆市 1982

年办学 44 所，办脱产班 50 个，人数为

2100 人，1983 年脱产班增至 108 个，

人 数 增 至 4900 人，占 职 工 总 数 的

8．1 % 。成都市二轻系统，1983 年补课

形式达 6 种，即：1．公司建立培训基

地，举办脱产班；2．厂与厂联办；3．工

厂自办脱产班；4．实行六二制、七一

制(即占用两小时、1 小时生产时间)，

举办初中、高小文化班；5．职大附设

业余高中班；6．缺乏办学条件的，采

取送职工到普通中小学夜校学习。

(二)教师队伍

长期以来，二轻系统职工教育教

师多系兼职。1955 年，泸州市办 14 个

班，仅有专职教师 3 人，其余是社员中

挑选的义务教师。1956 年，万县市办

校 5 所，入学人数达 3000 多人，仅配

专职教师 5 人，兼职教师则达 93 人。

成都市联社扫盲对象 23700 人，需兼

职教师 260～400 人，专职教师 50～

80 人，实际配备专职 18 人，兼职教师

13 人。1956 年，二轻职工教育是处在

高潮中，专职教师仍不多，主要采取以

高教低，互助互学。办学多系借地而

办，没有固定基地。1958 年“大跃进”

开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

三年，二轻职工教育队伍建设，仅有零

星记录。

1978 年后，二轻系统职工教育教

师队伍重新组织，逐步形成。1979～

1980 年，重庆二轻大跨二步：1979 年

专职教师和专职教干 28 人，1980 年

专职教师和专职教干分别增至 52 人

和 53 人，还有在培 35 人，共达 140

人。当年全省二轻系统共有专职教师

219 人，专职教干 251 人。

1981 年，省二轻局下达文件，要

求按职工总数 3‰～5‰配备专、兼职

职工教师。重庆市 1982 年专职教师增

至 123 人，兼职教师 210 人，专职教

干 97 人。1985 年，全省二轻系统有专

职教师 320 人，专职教干 404 人，分别

比 1980 年增加 46 % 和 61 % 。但按当

年职工总数 651084 人应配数比，仅

达到 1．1‰。

(三)管理

50 年代初期，手工业系统职工教

育无专职机构。是文教部门负责教学

业务，合作社(组)负责组织学员入学。

1956 年，为适应职工教育的发

展，各级手工业联社开始建立管理机

构。重庆市人委决定两年内扫盲，市手

工业联社各区办事处多数开始直接管

理职工业余教育工作，部分区、县成

立了手工业扫盲协会；万县市成立扫

盲协会，按区共建立 13 个领导小组；

江津地区的一些县开始成立职工业余

学校，任命了正副校长等，开始有组织

有领导地开展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



作。

1957 年 2月，省手工业联社下达

有关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文件，提出

“各区办事处、县(市)联社由组织检查

科(股)内指定专职或兼职的群众文化

工作干部”；“在基层社里可以不脱产

的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较小的合

作社可不成立委员会，由理事会指派

理事兼管，或由理事副主任负责。”

1958 年，重庆市手工业局开始设立教

育科。这在手工业系统当时及以后相

当一段时间是仅有的一例。

1979 年起，重庆二轻局重新设置

专职教育机构，4 个公司、1 个直属厂

设教育科。至 1983 年，又有较大发展，

成都市二轻系统从公司至工厂，有 1

名领导主管职工教育，局建教育科，8

个公司 6 个建立教育科；全系统专职

教育干部达 56 人，兼职干部达 84 人。

内江市二轻系统成立由 7 人组成的职

工教育委员会，各科、股设职教办，42

个企业有 41 个相应建立领导小组，各

级成员共达 167 人，其中厂长 31 人，

书记 29 人，专、兼职工作人员 68 人。

1985 年，全省二轻系统 20 个二

轻市、地、州局，仅有 5 个局设置职教

专管机构，其余多是由办公室、政工科

代管。

一、在职职工学历教育

(一)职工中专

业余中专 1981～1985 年“六五”

期间，通过电视、函授、自考等形式，全

省二轻系统共培养中专毕业生 320

人，尚有 480 人在学。

四川省二轻职工中专校 1985 年 2

月经省高教局批准成立，秋季开始招

生，招收服装、家具、财会 3 个专业班，

每班 50 人，计 150 人。校址金堂县城

厢镇。有专、兼职教师 31 人。课程设

有基础课、基础专业课、专业课 3 大

类。招生对象，主要是本省二轻系统职

工，具有 2 年以上工龄，年龄在 35 岁

以下，具有初中或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学制为高中入

学的两年，初中入学的 3 年。学习期

满，成绩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回原

单位工作，享受国家规定的中专毕业

生待遇。

四川省皮革职工中专校 与上校同

时批准设立。1985 年设制革工艺专

业。秋季始招制革两班，计 80 人。

重庆市二轻职工中专校 1984 年经

省高教局批准举办，设工业企业经营



销售专业，招生 50 人，学制两年半，后

继续筹建学校。1985 年获重庆市政府

批准，设企业管理、经营销售、家具造

型设计、服装设计和制革 5 个专业，当

年招工业企业管理专业 100 名。师资

力量，开办时仅 5 人，1985 年增至 28

人。该校除办中专学制班外，1984 年

还办电大党政专业班 1 个、42 人；至

1985 年止，共轮训厂长、书记 1000 多

人，并为省外代培中专学员近 30 人。

(二)职工高等教育

四川省二轻系统高级人才，长期

以来所占比重很小，主要是受经济体

制的影响，分不来，留不住。培养高级

技术人才，主要靠走自力更生之路。兴

办高等教育是从“文化大革命”后开始

的。

业余大学 1976 年全省 6 地、市二

轻办起“七·二一”工人大学 20 所，计

设 14 个专业，32 个班，学员 705 人，

有专兼职教师 141 人。南充市二轻局

“七·二一”工人大学，由 54 个单位发

起兴办。实行“开门办学，半工半读”，

学制两年，设机械、铸造、针纺、印染 4

个班，学员 65 名，平均工龄 6 年，初中

文化程度者较多。入学办法，本人申

请，群众评议，党支部推荐，工人领导

小组审定。该校共聘任兼职教师 30

名。历经两年零 3 个月学习，1978 年

61 名学员毕业，80 % 的学员达到中专

文化水平，超过该地近 30 年自己培养

力量的总和。

随着中央电视大学的开办，“七·

二一”大学经过整顿，1980 年，全省仅

存 5 所，加上电大教学班 8 个，在学学

员 634 人，其中电大 567 人。

“六五”期间，四川二轻系统职工

高等教育，共培养出本科和专科毕业

生 1434 人，尚有在校生 1192 人。其中

职大两所，塑料成型加工工艺和机械

制造两个专业，毕业 154 人，在校 182

人；电大教学班，先后自办 48 个，加上

联合办、委培、代培等，毕业 960 人，在

学 470 人；函大、夜大、自考、送培等，

毕业 320 人，在学 540 人。

成都市二轻局职工大学 创办于

1978 年 9 月，原为成都市二轻机械设

备公司“七·二一”大学 。开办时用并

厂后腾出的 1000 平方米厂房作校舍。

从仅有的大学程度的 4 名中抽出 2 名

任教。首届开机械制造专业 1 个班，招

收学员 43 名。1980 年 3 月，又开电大

电子专业 1 个班，大学预科 1 个班，在

校学生增至 108 人，专兼职教师增至

19 人，基本具备了办学条件。1980 年

5 月，省政府验收批准，正式更为现

名。学制 3 年，教学大纲、教材均按国

家规定大专标准制定和选用，开课 20

～22 门，总学时达到 2350 学时以上。

1981 年，该校被评为省职教先进集

体。

1984 年，该校由市二轻局直接管

理 ，决定一名副局长兼任校长。轻工

部投 50 万元作建校资金。于成都市南



门高升桥，建教学大楼。学校由此扩大

招生范围，面向全省、全国轻工业系统

招生。1985 年，该校获准新开设皮革

工艺专业。截止 1985 年，该校连续 8

年招生，共招生 971 人，其中职大 2 个

专业 663 人，电大 3 个专业 308 人，有

教师 12 人。

重庆市二轻工业职工大学 1979 年

2 月，重庆市塑料公司开办职工大学。

1980 年，该校经省府下文批准，同意

举办“重庆塑料工业公司职工大学”。

1981 年 12 月，经省、市检查组按高教

部的 6 条标准复查，再次核查验收。

1982 年高教部核准备案。是年该校培

养出第一批毕业生，计塑料成型加工

工艺专业 25 人，电大电子专业 10 人，

机械专业 21 人。1985 年经重庆市府

批准，将重塑职大更名为“重庆二轻工

业职工大学”，并归职教中心管理；其

时该校有塑料专业 4 个班、96 人在

学，教职工 32 人，其中教师 16 人，校

址在九龙坡区五龙庙。

二、职业技术学校教育

(一)半工半读学校

1965 年 1 月，二轻工业部召开第

一次半工半读会议后，四川省手工业

系统兴办半工半读学校开始启动。当

年，南充市手管局试办半工半读学校，

招收职工子女 22 人；万县市手工业联

社将一民办中学二、三年级学生 8 个

班、408 人接收转轨为半工半读，设置

会计、缝纫、塑料、陶瓷、木器、藤器和

铁器 7 个专业、5 个班，学制 3 年；隆

昌县手工业联社将一民办中学接管，

改办“隆昌县手联社职业中学”，有初

中 8 个班，学生 415 人，教职员 18 人。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省半工半

读学校随即逐渐瘫痪。

(二)技工学校

四川省二轻工业技工学校 1978 年

省革委批准建立于金堂，即开始招钳

工、车工两个技工班、96 人。截止 1984

年底，先后举办家具涂饰、皮革、财会

等培 训 班 10 期、650 人，还 办 过 县

(市)二轻局长训练班两期、80 人，有

教职工 39 人。1985 年，撤销。

重庆市皮革工业技工学校 1964

年，重庆市教育局批准成立重庆皮革

工业半工半读技工校，校址在南岸皮

革厂内，专业教师由南岸皮革厂抽人

担任。第 1 期办制鞋专业 50 人。教材

用统编中专教材。1965 年共招 3 个

班，约 150 人，增设制革、制件两个专

业。1967～1968 年先后毕业共约 200

人，1968 年停办。1978 年省革委下文

批准恢复，校名为“重庆市二轻工业技

工学校”，隶属市二轻局。当年招收高

中生 100 人，学制两年，仅设制鞋 1 个

专业，时有教职员工 10 多人，专职教

师 7 人。后因市二轻局、财政局拨款困

难 ，1979 年 5 月该校退交皮革公司主

办，恢复原称，经费由公司 9 个全民厂

共同负担。1978～1985 年，该校共招



生 500 人，毕业分配 400 人，学制均为

两年；办皮鞋帮样设计培训班 3 期，

100 余人。毕业生分配后，多数被工厂

安排到试制组或优质车间，有的被分

配到皮革科研所或皮革公司，有的留

校任教。

重庆市木制品工业技工学校 属重

庆市木制品工业公司，1978 年经省政

府批准兴办。校址在市中区上南区路

飞机码头。1979 年 2 月正式开学。办

学系综合型，先后开有电大专业班、技

工学校班、文化补习班、政治轮训班。

至 1985 年，先后为系统内及省内外

16 个省、16 个地、市培训 1880 人次，

系统内电大毕业生 80 人。该校已成为

公司职工培训中心。

技工学校班，从 1979 年 2 月起，

至 1985 年先后办班情况是：第一期，

木工工艺、漆工工艺各 1 班，学制两

年，招生 150 人；油漆班 3 期，学制半

年，招生 120 人；待 业青年培训班两

期，学制 3 个月，招生 180 人；财会人

员培训班 1 期，学制半年，招生 35 人；

销售人员培训班两期，学制半年，招生

85 人，师资培训班 1 期，学制半年，招

生 34 人。经培训毕(结)业后的学员，

已有 63 人成为企业或公司领导，多数

已是技术、业务骨干。1982 年，在全省

家具评比会上，该校毕业生有 6 人设

计创作的产品获前 3 名，其中 3 个产

品获第 1 名。

自贡市二轻技校 1978 年经省革

委批准创办，隶属自贡市第二轻工业

局。批办规模为 400 人，设高分子合

成、塑料制品和五金工业 3 个专业。当

年招 生 100 人，以后年年招 生。至

1985 年，先后开有机化工、无机化工、

车钳工、冷作等专业，共招生 538 人，

毕业 361 人，在校 172 人。同时还举办

系统内外培训，计系统内培训在职人

员 1520 人；系统外，为自贡纺织厂就

业前培训 40 人。教职工队伍，从多渠

道组织，初创时正式职工为 15 人，

1985 年已增至 25 人。校舍始系工厂 1

个车间，后迁往市区自流井区被撤销

的 一工厂。1985 年，学校占地面积

1200 平方米，教室、实习车间、教职工

宿舍等建筑总面积 2700 平方米。

(三)中等专业学校

成都市工艺美术学校 1958 年省手

工业联社拨款 10 万元，由成都市手工

业联社创办，学制 3 年，设漆器、地毯、

蜀锦、银丝、印染、装璜等 6 个专业，

招生 114 人。1959 年又增加雕塑专业

16 人，第一批学生大部分是老艺人子

女，小部分是中小学生投考。第二批以

后，全是学生投考，培训期为 3 年。教

师有老艺人、中学美术教师、美院毕业

生及省、市手管局干部，采取专业工厂

相结合，工厂当课堂。1960 年，专业调

整为造型工艺、染织、装璜、雕塑等 4

个。1961 年，该校为工艺美术行业培

养出设计人员 120 人，有在校学生

150 余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



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隶属重庆

市二轻局。1974 年招收学生系从上山

下乡知青中招收，共 210 名，开设工艺

美术、皮革、塑料、五金金属 4 个班，经

费由市手工业联社教育基金中开支。

1979 年起设机工机械、工业企业财务

会计两个专业。截止 1985 年，共招 9

届、954 人，同时还培养出电大毕业生

两届、74 人，开办短训班培训各种专

门人才 548 人次。教职工 1985 年达

85 人，其中专任教师 27 人。校址原在

九龙坡区土桥一塑料厂内，1981 年迁

北碚同兴乡。至 1985 年，该校已成为

全省二轻系统中等技术人才培训的重

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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