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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兵器工业部的统一部署和河南省国防科工办的具体安排，五一一三厂的

修志工作从一九八六年十月组建编纂机构，经过工厂上下的共同努力，到一九八

七年“五一”节，志书的初稿与大家见面，经过进一步审查定稿，一九八七年十二

月付印发行，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五一一三厂筹建于一九六八年，建厂期间，广大职工力排“文化大革命”动乱

的干扰，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谱写了建厂的光辉史籍；一九七四年

底在基建尚未完工、生产线还未完全打通的条件下，开始新产品试制，仅用了四

十多天时间，就拿出了合格的产品，并为大口径药筒以钢代铜闯出了新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厂的生产逐年增长，目前五一一三厂的大口径药筒的生

产工艺和生产能力在全国同行业中已处于领先地位。

编纂厂志，全面地、系统地记载工厂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

个方面的发展史实，是千秋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将

为工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为今后对

职工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爱厂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教材；为领导掌握全面情

况，从实际出发，作出科学的决策，积累，保存了工厂的历史资料和完整的数据；

为工厂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提高业务水平和专业知识，提供了一种可供查考的资

料全书。

为了保质快速编纂出《五一一三厂志》，工厂党委和厂部十分重视，成立了

由党委书记任主任，厂长、副书记、副厂长、总工程师任副主任的九人编纂委员会．

抽调了有专业知识的十一名干部建立了编辑办公室，工厂各车闸，各科室指定了

专人负责厂志专篇的撰写工作。

《五一一三厂志》的指导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从主观上力求使厂志的思想性、

科学性，广泛性和资料性溶为一体。

《五一一三厂志》．上限始于筹建初期一九六八年，下限截止于第六个五年

计划的结束之时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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