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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南阳市力车厂是个老厂，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

在南阳工业建设上作过一定贡献。记述本厂的历史和现状可

以为各级领导提供参考和借鉴。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

伟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南阳市力车厂志》编写工作是在南阳市志编委会总编

辑室的指导和帮助下，在本厂党总支委员会的具体领导和大

力支持下进行的。

为完成这一严肃而艰巨的任务，党总支委员会决定抽调

人员组成编写组，由门景荣、杨万里任主编，门景荣、杨万

黾、王保林采访，张家斌设计封面，聘请嵇光摄影。

在编写过程中，首先拟定篇目，然后深入实际，组织座

淡，内查外调，广泛搜集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整

理汇编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历时八个月，于1983年3月完成

此稿，经厂党总支委员会审定。

为系统地反映本厂发展的过程，对建厂前身的个体手工

业状况，也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述。

编写厂志，因无所借鉴，实感艰巨，特别是文献档案，

散失不全，幸赖本厂各车间、科室和社会上多方支持，大家

动手，始成此稿。谨对给予我们支持的部门和个人，深表谢

意。 ．
”、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疏漏谬误之处，实属难免，殷



切希望各级领导部门和在本厂工作过的领导和同志们批评

指正。

南阳市力车厂厂志编写组

1983年8月



凡 例

一、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二、本书以记述现状为主，历次政治运动只写影响和波

及，全过程从略。

三、本书编写断限，从1956年建厂之日起到1981年止，

个别章节涉及1982年，建厂前身追溯到1945年。

四、编写体裁多样化，志、记、表、图、传、录兼备，以

文为主，文图并茂，宜图则图，以表受1J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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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

概 况

南阳市力车厂位于南阳市老城区中心。西靠人民公园，

北邻居民区，南部是第四小学和南阳县看守所，厂门东南侧有

明朝藩唐王修建的王府山。地理座标东经112。36分，北纬

32。59分。全厂占地面积25633平方米，其中生产占地1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9154平方米。

厂内东部是生活区，西部是生产区，均可通行各种车

辆，出厂向东，通过共和街与工农路相连，交通十分方便。

厂区环境幽静，绿树成荫，桐、松、杉树和奇花异草，

布满各个角落，给人以生活上的自然享受。使职工在美好的

环境中，更加勤奋地工作、生产、生活和学习。

二、历史沿革

南阳市力车厂前身

南阳市力车厂，是由宏大铁工厂、利农铁工厂、天合铁

工厂、开大铁工厂和信昌铁工厂五家个体手工业工厂合并发

展起来的，这五家个体工厂创办于1945年前后，1951年联营，

1956年又与勇外曼家铁五厂合拖成立赢阳修配厂。
宏大铁工厂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地方秩序渐趋稳定，当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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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输工具人力车配件，供不应求。原国民党十五军军械副所

所长李德先和河北人代云朋，在西关租赁房屋两间，开始生

产20型力车轴挡、轴碗和自行车全中轴、花古等，由李德先

负责，吸收李德敏、李德献和亲友杨清怀、黄金志、丁茂德、

李金海等参加，字号起名“宏大”，产品商标亦用宏大，只有一

部自制元车和一盘烘炉及钳工工具。由于设备落后，手工操

作，日产量很低，每天只能生产自行车中轴一打，力车挡三

打，在当时的条件下，日产量已是相当可观。

当时的生产工艺简单，一没图纸，二没工艺要求，主要

靠上海利源配件厂生产的“鸭牌”力车轴挡、轴碗和自行车

零件作样品，进行仿制。在生产过程中，技术力量只有李德

先作指导。产品原料都是低碳钢，必须经过热处理，热处理的

渗碳工艺采用骨粉木炭作渗碳剂，用瓷罐作容器，每罐装60

个，用地炉进行加热处理。
因产量不大，原材料来路广，收购本地的废钢铁足以满

足生产供应。

产品销售，讲究信用，包管来回，声誉日高，畅销于省

内和陕西、湖北等地。质量超过上海的“鸭牌”挡。在南阳

地区西部的几个县，销售一个“宏大”挡，必须搭配一个上

海产的“鸭牌”力车轴挡。

1951年以宏大为主由五家个体户合并组成联营宏大铁

工厂。经理王长太，从业人员26人，厂址在西门内武道庙。

产品自产自销，后改由南阳百货公司包销，一直蛩]1956年公

私合营，这时产品基本定型，初具工厂规模，为以后南阳市

力车厂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附：联营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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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名称 负责人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宏 大 李德卿 单道轨面车床 部 1 道轨车

床即用
开 大 赵绍州 兀 牛 部 1

铁路道
利 农 刘青山 元车床面 个 l 轨制造

天 合 余长海 道轨车床面 个 1 的车床

信 昌 王长太 道轨车床 部 1

元昌铁工厂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刘庆禄一家，由南召军械

所回到南阳，因房屋被日机炸毁，暂到南阳县掘地坪大沟沿
村舅父家居住。为维持生计，刘庆录和其父亲、舅父、表弟

等，共同研制生产20型力车钢珠。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刘庆禄又回到了南阳，和

他的亲属，在东关城墙根开设小铺继续生产20型力车钢珠。

原料是废汽车大梁，用手工破成条，截成半成品，用模具手工

锻打。抛光方法，用布袋装沙加钢珠，用手揉搓，后改用氧化
皮抛光。日产量达到两罗，即24打288个。后来又增加了自

行车后轴铛、后花古、全中轴新品种。日产自行车全中轴8

根，后轴铛20个，后花古以产定销。

1945年，开始20型力车轴铛、轴碗的试制生产，因没有

图纸，就用实样进行仿制，设备只有一部木制元车，日产量

很低，每天只生产几个，以后逐步提高到轴挡20个，轴碗30

个左右。

产品原料都是低碳钢，必须经过热处理，处理方法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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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铁工厂类同，热处理的加工工艺过程，全凭日常实际经
验，用肉眼观察产品质量的好坏。因为工艺比较合理，产品-

也就耐用，质量跃到本行业首位，远销陕西、湖北、河北、
山东等部分地区。

1949年下半年，政府颁发营业许可证。店铺字号、产品

商标仍用“元昌”。继续生产20型力车轴挡、轴碗，原材料

由南阳百货公司供应，并包销产品，人员增加到12人，1951

年五家小工厂联营，1955年和铁工业社合并后，又单独经

营；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与宏大、瑞华、合大等

三家个体工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南阳修配厂。

三、建厂沿革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方针和对私茸工商业的改造政策，1955年下半年开始筹建铁

工业公私合营。1956年元月，将联营铁工厂(宏大)，元昌

铁工厂、合大铁工厂、瑞华铁工厂等四家合并建立公私合营

南阳修配厂，厂址在现南阳市力车厂，从业人员68人，设备

有元车十部，小型柴油机一部，发电机两部，小铣车一部，钳

工工具七套，全厂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工业生产用500平方
米，建筑面积404平方米，房屋10间，共折合股金7095．46

元，公债2364元，共计股金9459．46元，厂长贾清奇、党支

部书记李德敏，私方厂长刘庆禄、李德卿，‘会计杨丛茹(女)

袁吉祥、杨全林。

附：公私合营南阳修配厂私方股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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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南阳修配厂私方股金表 1956年元月

一九五
工资 七年转 股金姓 名 性别 职务 股金总额 现金 公债 贷款 产后总 季息

额
副厂

刘庆禄 男 2172．87 1638．83 534 ／ 2178．96 27．16长
从业

赵瑞行 H 3204．08 2596．08 608 ／ 3219．08 40．05人员

周万合 ，， ∥ 2094 1549 545 ／ 2185．30 26．18

副厂
李德卿 ，， 781 490 291 ／ ／ 9．76长

从业
刘青山 扩 310．48 141．48 83 86 ／ ／人员

余长海 ∥ ，， 183．40 115．40 68 ／ ／ 2．29

赵绍州 Ⅳ ，， 292 183 109 ／ ／ 3．65

王长太 拱 ∥ 421．52 295．52 126 ／ ／ 5．29

1956年元月成立公私合营南阳修配厂。

1962年公私合营南阳修配厂与南阳车具厂合并，改名为

南阳宏大车辆修配厂。

1967年南阳宏大车辆修配厂转为地方国营，改名为地方
国营南阳市红旗力车厂。

1968年“文化革命”期间地方国营南阳市红旗力车厂改

为地方国营南阳市红旗力车厂革命委员会。

1979年10月取消南阳市红旗力车厂革命委员会，改为地

方国营南阳市力车厂至今。

南阳市力车厂是南阳最早的工厂之一，在南阳工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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