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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A 0年七月，湖南省冶金工业局遵照湖南省人民政府有关指

示精神，决定组织全省冶金工业系统各单位，’编纂冶金厂(矿)志。

一九八一年四月九日，中国共产党湘潭钢铁厂委员会遵照省局决定，

下达了(1981)37号文件，对编写本厂厂志作了全面安排，并成立了

“湘潭钢铁厂厂志编纂领导小组”及其专职工作机构——厂志编纂办

公室。我厂的编志工作自此正式开始o ．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编纂工厂志是编纂地方经济建设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出反映工厂发展历史的厂志，对促

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是继承我

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为后代保存宝贵的史料；另一方面，也是更

为重要的一面，就是有利于我们及后继者’．从志书所记载的大量历史

资料、历史事实中，了解本厂历史上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基

本经验，从而在工作中知所借鉴，‘使成功的经验得以发扬，使错误和

挫折不致重蹈，起到“以古为鉴，可知兴废；以人为鉴，可知得失"

的作用。

基于上述，我们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在厂党委和厂志编纂领导小

组的具体领导下，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坚持_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专门力．量与依靠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发动

和组织厂直属单位编写《基层志》．厂机关各处、室编写《部门志》。与

此同时，动员全厂上下二百三十余人全面查阅文书档案和技术档案，
T



深入调查研究，历时约八个月，搜集了近四百万字的基础资料(包括

厂直属单位和机关各处、室提供的《基层志》和《部门志》)是为本厂厂

志编写工作的第一阶段。编纂办公室全体人员按照“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三者统一”的要求，自一九八一年十月开始，分篇对原始资料

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是为厂志编写工作的第二阶段。一九八二年四月中

旬，完成了厂志的试写稿(第一稿)o试写稿全书八篇二十七章一百O八

节，总计打字成书一千三百一十页，合九十万字。其总目如次：一日概况、

二日生产建设、三日企业管理、四日科学与技术、五日文化技术教育

六日党群工作、七日生活福利，八日大事年表。

厂党委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听取了关于试写稿的汇报，并决定进一

步提高试写稿质量，定稿成书。同年六月，调整了编纂力量，指定了

正副总编辑。自此，厂志编写工作进入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中，编辑人员对九十万字的试写稿逐篇、逐章、逐节

以至逐句地进行研讨。本着史料务求翔实、文字务求简练；正、反面

均兼收并蓄，得、失点俱秉笔直书等精神，在原试写稿的基础上，进

行了全面改写。改写后的第二稿包括八篇四十四章一百五十五节，节

下分设一百零五目。经厂志编纂领导小组多次讨论并组织多次专业部

门会议审定修改后，全书约一百零五万字，并于书末设有附录。篇次

安排基本同试写稿。原来的概述扩展为《总览))，以期读者从本篇中即

可得窥湘钢简短二十三年的全貌。原来的生产建设一篇分成建设和生

产两篇，原夹的科学与技术一篇in,0分别合并到有关篇章中。全书文风

的一致性则由总编辑总其成。举凡当今的一些病态语言，虽已通用，

本志仍然不取，以求其能经受历史磨炼而不致使后人难解。

历史为人民群众所创造。人民群众中的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

重大作用。本志不设人物志一篇，但对于在湘钢生产建设中有过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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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树的领导者、劳动模范、工程技术人员的功绩，则均在有关章节中

结合史实分别记述。湘钢二十三年历史中，有十年处于号称“文化大

革命"的政治动乱阶段。本厂亦有部分人员参与这些政治动乱并曾对

湘钢生产建设造成严重恶果。对这些恶果除在各有关篇章中如实记述，

并作为‘‘大事，，录入年表外，‘人物活动一概不录。其他领导人员的变

动、更迭，均收于附录中。
‘

’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蒙冶金工业部、湖南省冶金工业局，鞍山

钢铁公司、鞍山、重庆、武汉、马鞍山等钢铁设计院以及曾在本厂任

职的许多老干部的大力支持。在此二并致谢。

由于参与编写本志的工作人员都不熟悉编志工作业务，加以多年

来管理工作不够健全，数据佚失，谬误在所难免，敬祈指正。

湘潭钢铁厂厂志编纂办公室

_九八三年九月

Ⅲ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

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

过世界先进水平。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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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义一炉优质焦炭

15孔焦炉的炭化室正向外推焦，炉

兄正常，焦炭质量优良，荣获冶金

工业部“红旗炉”奖状，

清洁的工厂

2，75(J rrl3高

炉的雄姿。前

景为2 x 25平

方术绕结机。

广区清洁明朗

生产正常。

铁 水 奔流 t

750一i莒；炉正在出铁，1980年的日产量已超过一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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