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四川省一轻系统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名单



二、四川省轻工业厅(局)历任厅(局)长、顾问名单





三、四川省轻工业厅(局)历任党组、党委正副书记名单

四、《四川省志·轻工业志》上册编纂机构人员

(一)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李 轩

主 任 罗达成

副主任 蒋昌镒 蔡玉阶 杨绵生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德保 庄玉兰(女) 杨绵生 罗达成

范富文 周长芳 高言康 章魁英

温元良 蒋公亮 蒋昌镒 蔡玉阶



(二)总纂编辑室

主 编 蒋昌镒

副主编 蔡玉阶 周长芳

编 辑 徐启明(女) 尹彬文 张耀辉 王绍明

(三)办公室

主 任 蔡玉阶

副主任 尹彬文

秘 书 白郁旻(女)

(四)责任编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耀卿 白郁旻(女) 吕诗齐 庄玉兰(女) 宋文秀(女)

杨大民 李体正 严锦祥 陈玉书(女) 范富文

屈义臣 姚秀琪(女) 树成志 钟声贵 高言康

章魁英 温元良 彭立宪 蒋昌镒

(五)编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大凤(女) 甘家齐 甘国是 王贞富 王义如(女)

王绍明 尹彬文 田隆化 邓志荣 刘少江

刘钟藜 刘期祥 伍 锋 吴荣甫 吴正文

李英清 李体正 但昭虹(女) 陈华昭 陈玉书(女)

周长芳 罗书华 林正伟 姬建强 徐仁录

徐明远 康建平 郭玉亮 傅启虞 蔡玉阶

谭华清



按照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

政府批准的《〈四川省志〉编纂方案》的

要求，《四川省志·轻工业志》上册的

编 纂 工作 从 1985 年 5 月 开始，到

1991 年底完成送审稿。经四川省志总

编班子审查后，根据所提出的意见又

作了必要的修改，于 1992 年 8月完成

修改后的送审稿，前后历时7 年。整个

编纂工作，大致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

组织发动阶段。四川省轻工业厅

接到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修志的通知

后，于 1985 年 5月成立轻工业志编纂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后又增设编辑

室。从四川省原来一轻工业的实际出

发，研究制订了轻工业志的搜集资料

的篇目，组织并落实了各篇、章的编写

人员和责任编辑。参加《轻工业志》上

册编纂工作的人员先后共 50 余人。

资料工作阶段。1986 年 4月，组

织发动和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各篇、

章编写人员及时开展资料搜集工作，

先后到四川省原一轻工业系统各单

位、省内各档案馆和博物馆搜集有关

四川轻工业历史和现状的档案资料和

口碑资料，边搜集，边鉴别核实，边建

立资料卡，累计搜集了 1000多万字的

文字资料和一定数量的图片。在此基

础上，先后编辑了 200 万字的资料长

编，编印了 50多万字的《四川省一轻

工业志》(内部资料)和 40 万字的《四

川省一轻工业主要企业概况》两本资

料书。为编纂《四川省志·轻工业志》

上册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编写和总纂阶段。大体分三步，第

一步由编写人员编写初稿，第二步由

编辑室成员分工编纂各篇、章，第三步



由主编总成。最早试写的篇章是从

1987 年 5月开始的。初稿、分纂稿、总

纂稿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反复修改。全

稿文字从初稿的 90 万改写到 70 万、

50 万，最后按规定编成 30 万字的送

审稿。

《四川省志·轻工业志》上册的编

纂工作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进行，按

照质量要求完稿成书，主要原因有五：

一是加强领导。四川省轻工业厅

对修志工作很重视，分工由副厅长罗

达成、原厅顾问李轩同志具体负责。他

们深入实际，始终和编纂人员一起工

作，调查研究，进行切实而有效的领

导。前任厅长康仲伦和继任厅长徐荣

凯同志，对修志工作都亲自过问，督促

检查，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要问

题，特别是稳定修志队伍。四川省地方

志 编纂委员会曹希之副主任、秦宜雅

编审、省志总编室彭薇荪编辑对编纂

工作给予了有力的业务指导和具体帮

助，责任总编秦宜雅编审还对全稿多

次进行修改和 审订。

二是从实际出发，落实编写任务。

《轻工业志》上册记述的行业较多，其

历史和现状各不相同，所以编纂工作

相当繁难。为了落实任务，我们逐步采

取了四种办法，即承包，将任务和经费

包给有关单位负责完成；委托，将任务

委托给有关的市轻工业局完成；指定，

由省轻工业厅指定有关单位承担；借

调在职干部和聘请离退休人员编写。

同时，把分散任务与统一要求结合起

来，及时交流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

题，检查、部署工作，以保证《轻工业

志》上册的整体性。

三是不断提高修志人员的素质。

参加《轻工业志》上册编纂的人员来自

不同的单位，他们在一轻工业方面具

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但在修志方面都

是新手。为此，我们紧紧抓住勤于学习

和勇于实践两个环节。及时传达学习

全国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

文件，多次组织大家参加省志编委会

举办的修志学习班和业务研讨会，还

到湖南、湖北和省内的修志单位学习、

取经；定期召开业务会议，学习理论，

联系实际研讨问题，集思广益，并针对

不同阶段的任务，先搞试点，运用典型

引路，推动全局。经过较长时间的刻苦

学习和实践，编纂人员素质逐步提高，

大家安心、热爱修志工作，为完成这项

千秋大业，不计名利，竭尽心力。有的

同志为查清资料，不顾艰辛，“三下雅

安”(省档案馆原在雅安市)；有的为核

实一项史料，寻踪走访，“跋涉千里”；

有的带病坚持工作，善始善终完成任

务。

四是实行三级审稿，提高志稿质

量。三审，一是责任编辑，二是编辑室，

三是《轻工业志》上册编委会和厅领

导。责任编辑着重把好政治关、史实

关，编辑室着重把好体例关、文字关。

主要篇章还分别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评



审。对于经审查的志稿，针对存在的问

题，不厌其烦地反复进行修改，力争达

到《四川省志》提出的质量要求。

五是有关单位特别是全省档案

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省轻工系统各单

位的大力支持。重庆市轻工业局、重庆

市文教用品工业公司、重庆钟表工业

公司、重庆缝纫机工业公司、成都市包

装装璜印刷工业公司、成都火柴厂、成

都电池厂、成都肥皂厂、成都制胶厂、

成都香料厂、成都灯泡厂、省轻工机械

厂、省盐业学校、省轻工业学校、省轻

工业研究所、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

计院、省自行车工业公司、省造纸工业

公司、省烟草工业公司抽出专业干部

参加修志工作；宜宾造纸厂、长江造纸

厂、乐山造纸厂、昭化造纸厂、省造纸

工业公司、省烟草工业公司在资金上

给予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纂《轻工业志》上册是一项前所

未有的开拓性工作，加之我们缺乏经

验，本书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错误，

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199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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