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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山陶瓷厂志》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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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厂是当地历史较长全国规模最大的陶瓷厂i在陶瓷发展中具有

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地位。编纂《山东博山陶瓷厂志》是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将有益于当代，惠及后世，弘扬本厂“艰苦创

业，求实求新，爱厂如家，团结奋进秒的企业精神，达到_资政黟、

“教育矽、“存史黟的目的，．意义匪浅。

本志涉及的范围广阔，内容繁杂，可谓“一厂之垒史黟·全书共

分十篇，主要记述企业沿革改造、生产科研、．经营管理、职工队伍及

生活福利等方面的内容。上限一般为1 950年，下限为1 985年，具体内

容以厂史为本，详近略远，并因事往上追溯，不受建厂时间所限。

本志以档案和文献资料为主，以口碑资料为辅。·数字以本厂沿革

为线统计，原则上以上报市统计局的数为准

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以

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真实地反映本厂的历史和现状，展现其本

来面目，揭示其生产发展和经济变化的规律，，借以总结建／-35年来的

成就和经验，从而展望未来开拓前进。但由于资料缺乏和编纂人员知

识有限；因此本志难免有误，热切希望读者赐教·

编 者

l 9 8 9年9月



《山东博山陶瓷厂志》

编纂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王尔孝(1986年调出)

阎百平(1 98 9年调出)

副组长。孙一吾

组员。杨骏昌、张光慈、张盛高、孙兆堂，王长永

二，主编。王长永

编审。王尔孝、阎百平、孙一吾、杨骏昌、孙兆华，张光慈，

张盛高、张道宏

三、办公室成员。

主任。孙兆堂(1985年调出)

王长永

工作人员(包括调出调入人员)t

赵树新、田文隆、宋作福、张希华、郭庆逵、苏日勤，

周庆富、I毛秀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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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厂地处鲁中山地，位于淄博市博山区政府所在地以南约5公里处的山头镇。孝妇河支

流岳阳河东西流向横穿厂区，南，北两面临山，东临窑广．西临神头，海拔平均8 0 0多

米，占地总面积8 7万平方，Ie，建筑面积2 1万平方米。胶济铁路张(店)叫、．(陡)支线
山头站与厂内铁路专用线相通。博(山)一沂(水)公路沿岳阳河北岸通过厂区，博(山)

—莱(芜)公路在厂区西端。公路向西南通往莱芜，泰安、曲阜等地，向东南通往沂源，沂

水，．沂南、临沂等地，公路，铁路向北通往张店，经张店东至青岛，西至济南，交通运输十

分方便。 ·

‘本厂所在地山头镇生产陶瓷历史悠久，素有“陶镇"之称，早在宋代就有陶器问世，迄

今近千年历史。建国前i山头私营窑场圆窑星罗棋布，约有l 4 0余座，主要生产日用胸

套五盆，荷花碗，缸公碗，红泥壶及瓶、坛，罐等品种，畅销国内。

建国后，本厂在山头一家一户的私营窑厂和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地方

国营企业。

1 9 4 9年，山头有私营窑厂5 9家。1 9 5 0年至1 9 5 2年，我国三年经济恢复时

期，淄博专署机关开展生产自救．1 9 5 0年7月，该机关行政科用5 0 0 o斤小米作资本，

在山头租赁私人圆窑1座，筹建建华窑厂。同年9月(农历八月十五)正式建厂(本厂前

身)，时为公营，有职工6 4名，主要生产陶碗和套五盆。1 9 5 1年1月，初试细瓷。同

年5月本厂改为地方国营。1 9 5 2年，圆窑增至7座，职工增至2 0 o余人。

l 9 5 2年7月至11月，以建华窑厂为主，由山头，北岭、五龙，福山等地．。建华一、

．!建博一、。市府厅，“泰华玑， 。大建厅，“华成"， 。工薪"，。大生一原8个机关生

产窑厂I 9处和窑业公司。聚东纾，。同盛"，。双成黟、。三合益"、。瑞祥"等合营窑

厂7处，通过两次合并，成立地方国营淄博专区实业公司窑业总厂。下设北岭、山头两个分

厂，时有职工4 6 9名，圆窑2 6座，年产日用陶瓷6 2 9万件，耐火砖1 2．7 0吨，低压

电瓷8 8吨。全厂固定资产7．9 8万元。1 9 5 8年1 2月；总厂厂部由博山税务街迁移

山头泛沟街。

1 9 5 4年2月，淄博专区实业公司窑业总厂改称山东淄博窑厂，时有职工7 6 8名，

圆窑2 2座，年产日用陶瓷1 5 8 2万件，耐火砖1 1 2 6吨，低压电瓷2 8 5吨。同年，

成型设备由电机轮代替了手摇石轮，产品由自销开始转向商业选购。1 9 5 5年山头部分私

营窑厂私私合营，其中5家私营窑厂公私合营。1 9 5 6年1月，在全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高潮中，山头私营窑厂全部公私合营。同年6至8月，山头新老公私合营3 6家窑厂，5家

釉厂‘8家碱厂，4家笼坊和1家私营作坊并入本厂，7月，北岭车间划出成立淄博市北岭

窑厂。全厂固定资产5 7．8 0万元。 。，

1 9 5 7年4月，山东淄博窑厂改称山东博山陶瓷厂，时有职工2116名，圆窑5 8座，

年产日用陶瓷4 5 8 4万件，耐火砖1 0 o．8吨。全厂固定资产8 0．1万元。同年，产品

开始由商业选购改为包销。1 9 5 8年大炼钢铁使用圆窑炼铁，陶瓷生产蒙受损失，年产量

降为8 5 9 9万件，比上年减少1 0 0 0万件。l 9 5 8年至1 9 5 9年，原料粉碎设备由

雷蒙机代替了职打场牛拉石碾。1 9 5 9年南博山博山化肥厂(生产钾长石)．山头永新

社、隆胜社、市联社釉厂鹿家林车间并入本厂，昆仑细陶车间划出归淄博瓷厂．1 9 6 0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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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山头陶瓷厂并入本厂，厂区集中于山头，至此，完成了合社并厂任务，荩本确定了企业规

模。同年，职工增至4 2 0 8名，．时有圆窑1 0 3座，年产日用陶瓷7 6 5 3万件，耐火砖

4 8 5 6吨，高压电瓷1 7 8 5吨，低压电瓷5 1 3吨。全厂固定资产2 9 3·3万元。

1 9 6 r)年后，通过贯彻《国家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不断整顿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发扬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依靠自筹资金发展企业，

使企业面貌为之一新。全厂职工含辛茹苦，艰片拼搏，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改造旧厂

房、老设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产品逐步由陶变瓷，由粗变细。1 9 6 1年，扩大内销瓷

生产，开始生产出口瓷。I 9 6 8年建成全国第一一条简易煤烧口用陶瓷隧道窑开始代替旧式

圆岔(以后在全国推广)，1 9 6 4年试成链式烘干机，同年建成隧道烤花窑，以后改为链

式辊道烤花窑， “盘龙舒身躯，银链舞彩云”，实现了烧成、烤花连续化，带动了成型连续

化。1 9 6 5年全厂日用陶瓷年产量达9 2 2 4万件，其中出口瓷达2 7 2万件。

1 9 6 6年下半年， “文革”开始。1 9 6 7年1月，。本厂被群众组织夺权，以后日用

陶瓷年产量逐年下降，1 9 6 9年年产量降为5 6 4 0万件，当年亏损6 4 8 4 0 4元。

1 9 7 0年后产量开始同升，I 9 7 6年达到8 8 4 0万件。 “文革”十年，全厂干部职工

和科技人员，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在科研和厂区建没方面取得一定成绩。．1 9 6 9

年试成重油烧成，1 9 7 2年建成8 2 0米厂内铁路专用线，同年利用本省原料研制生产滑

石瓷、象牙瓷。l 9 7 3年后先后使用外贸工业贷款和外汇贷款发展出口生产。

1 9 7 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1 9 7 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企

业通过整顿和深化内部经济体制改革，焕发了青春，生产发展很快，先后利用本省原料研制

投产宝石瓷、新玉瓷，翠玉瓷，碧玉瓷、棕(白)无光釉．结晶釉等新瓷质和新釉面01 9 7号

年日用陶瓷年产量达9 7 4 9万件，1 9 8 1年出口陶瓷年产量达3 6 5 5万件，l 9 8 2

年年利润总额达3 0 2万元，’以上三项均是建厂以来的最好年份。1 9 8 2年一车间烧制

滑石瓷的隧道窑投产，成为我国北方第一条重油烧还原焰的隧道窑。1 9 8 3年国内陶瓷市

场由卖方市场逐步转向买方市场，本厂内销产品由原商业包销改为大部分自销，企业由生产

型转向生产经营型。1984年本厂出口产品由于国家出口政策的变化，年产量减为1 2 7 8万

件。1 9 8 5年出口陶瓷产量回升，年产1 4 2 0万件，内销陶瓷出现供不应求的好形势。

本厂多年来执行内外销兼顾、多品种小批量、以质取胜、以新取胜的方计。陶瓷品种门

类比较齐全，花色品种近4 0 0个。传统产品套五盆、兰三大碗，永葆质量信誉畅销不衰。

各种瓷质和色釉日用陶瓷餐茶具、酒具、灯具、文具等，配套齐全，装饰新颖，各种艺术陈设瓷

花瓶、挂盘、瓷塑、瓷钣壁画等，精英荟翠，美不胜收，卫生瓷不断扩大品种，建筑陶瓷墙地

砖已形成生产能力。近年来，发展彩照纸箱盒包装和礼品锦椴木盒包装，使产品身价倍增。

本厂产品，l 9 8 5年。宝石牌，，精石器新谊餐具荣获国家银质奖。1 9 7 8年至1 9

8 5年，。宝石牌"色瓷、“博山炉牌，，滑石瓷、“泰山牌"装饰挂盘，先后被轻工部评为

优质产品，套五盆，兰三大碗、滑石瓷餐茶具、“宝石牌’’色瓷餐茶具， “泰山牌"锦青釉

开光餐茶具，先后被一轻厅评为优质产品。1 9 7 8年以来历年参加全国陶瓷美术设计评比·

产品，其获奖数之多，均名列榜首，先后获一等奖4个，二、三等奖2 3个，参加省陶瓷美

术设计评比，先后获省一、二、三等奖7 2个o‘瓷龌和刻瓷挂盘多次出国展览和被中央、省、

市领导选为出国礼品。产品销售国内2 7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外4 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1，9 8 5年全厂拥有职工5 0 8 6名，主要设有3 1个科至部门，1 1个生产车间，另



外配备健全的科研机构和陶瓷机械、花纸、纸箱盒等试验生产部门。还设4处学校(即职卫

业校、技工学校，子弟中学，子弟小学)，7个生活服务部门(即职工医院，食堂、托儿

所，养老院，浴池、招待所、俱乐部)，两个集体生产单位(即群利工厂和劳动服务公司)。

全厂1 1条隧道窑、3条滚道烤花窑、两条锦窑，年生产日用陶瓷7 5 8 4万件，卫生陶瓷

7．3 8万件，建筑陶瓷墙地砖3 3 8 6 8平方米。工业总产值3 3 1 8万元，固定资产

3 4 0 2．6万元，成为山东省陶瓷公司的骨干厂家，全国规模最大的陶瓷厂。

附一。企业发展沿革图

(1 9 5 0年一1 9 8 5年)

府(人民)窑厂(山头)

1 9 5 1年5月至

1 9 5 2年7月

泰华窑厂(山头)

1 9 5 1年5月至

1 9 5 2年7月

“窑业公司’’合营窑厂七

1 9 5 1年6月至

1 9 5 2年1 1月

山东淄博窑厂北岭车间

1 9 5 6年7月划归淄博市

I匕岭窑厂

山东博山陶瓷厂昆仑细陶车

间，1 9 5 9年1 0月划归

8淄博瓷厂刀

山东博山陶瓷厂六车间

1 9 5 9年8月划出并入

山东淄博山头陶瓷厂

1 9 6 0年5月并入

山东淄博窑厂

1 9 5 4年2月1 6日至

1 9 5 7年4月1 6日

山东博山陶瓷厂

1，9 5 7年4月1’6日至

1 9 8 5年1 2月

IJJ头4 8家公私合营窑厂，
釉厂，碱厂、笼房和一家私
营作坊1 9 5 6年6—8月
并入

博山县化肥厂(南博山)
1 9 5 9年4月并入

山头永新社
1 9 5 9年8月并入

山头隆胜杜

1 9 5 9年8月并入

．．市联社釉厂一车间(
林)

1 9 5 9年8月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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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企业隶属关系一览表

(1 9 5 2年一1 9 8 5年)

时 间 企业名称 隶 属 关 系?。

1 9 5 2年11月至1 9 5 4年2月 窑业总厂 淄博专区实业公司

1 9 5 4年2月至1 9 5 5年4月 山东淄博窑厂 ，

1 9 5 5年4月至1 9 5 6年1月 ， 淄博市地方工业局

1 9 5 8年1月至1 9 5 8年11月 ， 淄博市窑业公司

1 9 5 6年11月至1 9 5 7年4月 ， 淄博市地方工业二局

l 9 5 7年4月至1 9 5 8年8月 山东博山陶瓷厂 淄博市地方工业二局

1 9 5 8年8月至1 9 5 9年9月 伊 博山区工业三局

1 9 5 9年9月至1 9 6 2年4月 一 淄博市轻工业局

1 9 6 2年5月至1 9 6—6年12月 ∥ 淄博市陶瓷工业局．

1 9 6 7年1月至1 9 7 0年1月 ， 淄博市革委工交办公室

1 9 7 0年2月至1 0 7 2年lO月 ， 淄博市轻工业局

1 9 7 2年10月至l 9 8 2年5月 一 淄博市陶瓷工业公司
●

1 9 8 2年5月至1 9 8 5年12月 ， 山东省陶瓷公司

l

注：1 9 6 7年1月，市陶瓷局党政机构被群众组织夺权，1 9 6 8年撤销。



附录一。建国前山头窑业

山头镇陶器生产相传始于北宋，以后窑业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尽沧桑，几经兴衰，发展

成为淄博陶瓷产区的重点产地。

北宋初山头即有村落在此，《(薛氏族谱》记载t 搿始祖讳德祥，字云堂⋯⋯，陶于八

陡，捐员外郎。故于宋仁宗六年(1 0 2 8年)卜葬于山头庄西为茔(系西庄薛家林)’’·北

宋初薛氏由八陡移徙山头村东建窑业陶，薛氏为艟示其窑业之广，取地名为“窑广’’o清朝

康熙九年(1 8 7 0年)K颜神镇志》记载仍为4窑广力，延称至今。

窑广是山头窑业早期发祥地，继窑广窑业之后，山头窑业兴起，山头岭丰富的煤炭及煤

炭下层之陶土资源为当地窑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科的条件．其产品主要是用药土作釉生产粗

陶黑盆、黑碗等器。

元代，博山地区。数遭兵燹，烽烟四起，瘟疫流行．人民死亡流离，遂之地广人稀"。

山头虽为博山郊区也难免刀兵之苦，自然之灾，故而窑业衰败，一蹶不振。
j 明初，朱元珲为巩固其统治，采取安养生息恢复经济措施，外地移民便是措施之一。据

山头几家族谱考证，宋，周、蒋、田、侯等姓氏都是河北冀州枣强等地移民。明末，IIJ头随

着人口增加窑业复苏。其产品除黑釉粗陶器外，也始有用昆仑白药石为釉生产的白釉陶器，

继后开始用碱药(亦称化妆土)。

清代，山头窑业振兴，民间圆窑林立。经考证窑广的东台、南台，山头的东峪窑，瓦

窑、东寨等处古窑址多为清代所建。乾隆五十九年(1 7 9 4年)，山头窑业财力雄厚，窑

场集巨资在山头村北建窑神庙。山头窑业盛况空前，一跃成为博山陶器重点产地，是六大窑场

(山头、窑广，八陡、j匕岭，务店，郭大碗)之一。至同治年间，其产品据宋信中的((山头

杂字》记载。陶器有白，黑，姜黄各种釉色，生产斗子碗、行碗、海碗、茶盅、套三盆、骰

盆，蒜臼，拔罐，匾壶，灯台，香炉，凉枕等品种，销售周围数县和附近乡镇。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 9 0 5年)，博山下河设官办“工艺传习所"，工人一部分系

山头雇用．该所研究改良陶器之法，对山头窑业影响甚大。宣统元年(1 9 0 9年)，山头侯

兆良试成茶色及燎绿，燎蓝等几种陶瓷釉色；

民国元年(1 9 1 2年)，山头陶工薛希玉试制成燎红。1 9 2 8年后，外货充斥，窑业

大受影响，日见萧疏，阶级矛盾加剧。1 9 3 I、年3月，山头陶瓷工人聚众千余人反对资本

家迟本秀垄断昆仑白药石矿进行游行示威斗争。1 9 3’5年4月，山头镇陶瓷工人为增加工，

贤齐行斗争，持续3个月。1 9 8 8年(古历六月二十二日)，I山头镇发生水灾。窑场遭受

破坏，有十几人被洪水冲走身亡，天灾人祸，人民蒙受苦难。山头窑业为提高产品竞争力摆

脱困境，不断引进和学习新技术。当年，山头“裕业股份有限公司"有了手工压花花纸和汽动

碾泥机器。1 9 3 4年至1．9 3_5年，JjJ头“希新昌窑厂"掌握了大火色红，绿生产技术和

烤花技术。1 9 3 6年，山头主要生产陶碗、盘、碟，杯，盆、罐及杂货，其中碗类居多，

有西山碗、彩碗、供碗，大海碗、青莲碗，豆绿碗、三仙碗、四季碗、山水碗等品种。产品

质量普遍提高，据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年)《续修博山县志》记载- 。瓷器以山头为

最，窑厂有六十余处，近年出品精细光亮，几与江西货爝(制有茶色，燎蓝、燎绿各器及红

泥壶等颇细致)’’， “产品多销售于邻县南及宿迁并胶济津浦沿线与东北诸省等处"。

1 9 8 7年“芦沟桥”事变后，1 2月3日博山沦陷，山头陶器销路顿减，窑业凋歙

殊甚，被迫停产半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山头多建中i小窑，时有圆窑l 4 1座，只有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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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数家能壁持常年生产，多数厂家时干时停。陶盆增加了套五花盆，陶碗增加了荷花碗，缸

公碗、全红碗、牡丹碗、团鹤碗等6^种。1 9 4 2年“益丰釉厂”第一家利用神头电厂山

头线路安装机电设备生产向釉，Ji试制瓷泥压型罗汉碗和注浆壶类产品。

l 9 4 8年，当地闹灾荒，陶瓷I：人倍受苦难，有的逃荒要饭流落他勺．有的卖儿卖女

死于訇L饿。1 9 4 5年7月2 5门(I吁历六J】十八口)，府阳河鬃发多年 勺山洪，山头

居民和旅客死亡近3 0 0人，窑也损失眵疆，订的J 4阱窑炉冲毁，被迫停j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地方政府曾发放贷款，多方扶持山头窑业生产，l 争原因，时

局不稳，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摧残，造成民间窑业濒临绝境的局面。

1 9 4 8年我军最后一次(第五次)解放蹲山，才使山头窑业真正获{。研生，迎来新中

国的曙光，陶瓷工人才真正成为田家的主人，工厂的主人。

^

粗陶筷笼(；膏·杀庋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山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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