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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三周年和中国共产党第

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九棉五，六厂志》与大家见面

了，这是本厂的一件大事．

=十三年来，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厂职

工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勤俭创业，开拓进取，企业的生产规模不

断扩大，设备技术逐步更新，企业管理日臻完善。经济效益日益

提高，发展成为江西省中型纺织工业企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和改善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建厂创业的过程中，老一辈职工以巨大的热情和献身精

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奉献出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立下了不可

磨灭的功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一代青年职工继往开来，

拼搏刨新。贡献出美好的青春年华，建立了引人注目的业绩．历

史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

-功成撰史．盛世修志-。《九棉五．六厂志》以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一资治，教化，存史-为宗旨，以生产建设为中

心。对九棉五，六厂的基本建设，生产经营、设备技术，财务核

算，人事教育，党群工作，生活福利等各方面的发展变迁历史。进

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记述．主线突出。脉络清晰，融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于一体．历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温故而知新．通过



《九棉五，六厂志》可以了解历史的过去，吸取失误的教训．教育

年轻的一代。增强我们的信念，拓展成功的道路，发扬Ⅳ团结，务

实，开拓，创新一的精神，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谱写出光辉灿烂的

历史新篇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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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本志全称一九江市第五．六纺织厂志，．简称九棉五，六厂

志．
．

j

“

2、本志缩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为指导．以-资

政、教化，存史，．为宗旨．力求做到真实地记述建厂=十一年来建

设发展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发展规律．为企业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3，本志上限始于1969年9月．下限止于1990年1 2月3 1

日．

4，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部分组成．专志按章，

节，目结构设置，共有1 5章7l节260目。约35万字．章，节均加

标题。目加鱼尾符号(【】)标明．

5，本志不设人物传记，凡涉及人物处，均以时系事。以事系
，

‘

人．

6，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只作简

述．

7，本志的计量单位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

规定表述，并另加注明．

8，本志引用的资料．主要来源档案记载。少量来源于实物资

料和有关人员的口碑资料．



概 述

九江市第五纺织厂(以下简称九柿五厂)，九江市国棉六厂

(以下简称九棉六厂)。座落在九江市西南的茅山头。位于东经l 16。

57 7 30 I北纬29 042 7
28 r。海拔高度25。米。占地面积22．7万

平方米．。东联长江毛纺织有限公司(江西毛纺织厂)，西濒七里

湖、南靠京九大铁路、：Ittl$七里湖人工运河．北有沥青公路(2．8

公里)直达市区：东有砂石公路(3公里)与十里铺工业区相联．

厂内装有程控电话总机与市局电话总机联网．位置适中，水源充

足。运输便利．通讯快捷．
：。

。

九柿五厂创建于1 969年9月．1970年3月．经市革委会-抓

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批准。定名九江市向阳织布厂。囊属九江市

国营向阳综合垦殖场(以下简称向阳垦殖场。现为九茳市国营茅

山头综合垦殖场)。单独核算。统一盈亏．1979年4月。改名九江

市第五纺织厂．1982年1月．经中共九江市委，’市革委批准。升

为县级企业．党的关系归I=l市委工交政治部。产供镑归口市纺织

工业局．企业性质不变，经济实行独立核算．1982年10月，成

立厂党委．隶属中共九江市郊区委员会．1 984年9月。转属中共

九江市庐山区委员会．’1988年5月．经市政府批准．人财物归市

林业局管理。产供销归市纺织工业公司实行行业管理．1989年7

月。人财物转归市国营垦殖场管理局管理．同年10月。党的关系

2



囊一中共九江市国营量殖场管理局视关党委，归口中共九江市直

一机关工作委员会．

1 982年11月．经市经字(82)第73号文件批准．九江市纺织

工业产品研究所实验工厂迁入九柿五厂．由九椭五厂负责管理．

1 986年8月．经市政府批准．改名九江市国棉六厂．囊■九江市

纺织工业公司．歹匾入市财政预算内企业．1987年9月．成立中共

九江市国棉六厂委员会．囊属中共九江市纺织工业公司委员会．

九柿五，六厂实行两块牌予．一套班子，统一f理．

(一)

回顾=十一年来的生产基本建设历程．展示了团结．务实．开

拓，刨新的创业精神．

建厂之初的1 969，1970年．自己动手挖山平地．开挖土方

4500立方米．筑窑烧砖兴建厂房1 728平方米．自钢铁木络筒

机．导纬机，整经机．改制捻线机等配套设备．凭借外单位调入

的破1日淘汰设备．1970年6月。安装投产4台铁木织机．生产被

单布．1 0月．安装投产l600镌纺纱设备．生产58号(1 0支)耐牌

棉纱·1971年1月．淘汰4台铁木织机。安装投产20台l 5 l IM

銎织机．生产27．8号(21支)／2×27．8号(21支)／2纯棉帆布．产

品列入国家生产计财·此后．运用滚曩球的方法．集藏成裘．聚

集企业自有资金．坚持不懈的将有限的财力投入生产基本建设·

1974年投资3．2万元扩建厂房320平方米·1975年投资15万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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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厂房1040平方米．先后购置梳楠机，细纱视，并线机、捻线

机，织布机，验布机，折布机，打包机等设备．1977年底。拥有纱

锭2000枚，线锭3 120枚．1 5 1 IM型织机64台．固定资产l 3 1．06

●■-‘一
力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积极贯彻执行搿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和一把工作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紧紧抓住对

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有利时机．连续进行几次较大规模的生产基

本建设．1978年5月，经省轻化工业局和轻化工业部批准，投资

11 7万元扩建纱锭8000枚．兴建砖木结构的简易车间2450平

方米。迁装准备，织布设备88台(套)．并增添供暖，除尘．空调

设施．1 979年7月1日。扩建工程竣工投产．做到边迁装边施

工，边安装边生产。施工生产两不误．1980年。自筹资金43．2万

元．淘汰5台萨克洛细纱机。更新补齐l 0台A5 13C型细纱机．

1982年．果断接受市纺织工业产品研究所实验工厂迁入．腾出

准备车间底层的仓库和木工房(共1394平方米)用做生产场地．

迁装针织缝纫设备7 l台．1 983年．投资1 7．64万元购置针织染

整设备8台(套)．形成年产针织内衣1 00万件的生产线．同年，

自筹资金57．53万元。自行设计．兴建单层锯齿形厂房3760平方

米．1 984年4月基建工程竣工．，9月。采取Ⅳ外引内联，横向联

营-的方法，与中图银行南昌分行信托部(现中国银行江西分行

信托部)，江西省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江西省纺织品进出口

公司联合投资350万元。成立九江市新竹纺织有限公司．以

309万港元的价格引进1400头捷克产BD⋯200M —l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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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纺机(7台)和前纺的梳棉机，并条机等设备．1 985年1月．组

织技术力量在港方技师的指导下进行设备安装．7月1日安装竣

工投产．1985年11月．为了发挥自产转杯纺纱的优势．生产市

场畅镛曩缺的83号(7支)×83号(7支)纯棉靛蓝牛仔布．以租

赁方式由中国银行南昌分行信托部提供外汇贷款50．I万美元．

引进30台金鸡牌300C一一2型剑杆织机．1986年1月，设备运

抵九江，6月．安装竣工投产．1986年4月．投资69．47万元续建

厂房3876平方米．1987年7月．经省经委，纺织工业局批准．自

筹资金746万元扩建纱锭l万枚．配置精梳机2．套．全部工程分

两期施工．自行组织技术力量设计和安装．第一期工程从1987

年l 1月至l 988年3月．扩锭4992枚．第二期工程从l 988年8

月至1989年3月．扩锭4 l60枚．1990年8月．投资200万元．

填平补齐纱锭3360枚．在不花国家一分饯投资的情况下，依靠

企业的自我积累和自筹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生产规模由建

厂初期的1600枚纱锭．20台l 51 IM型织机发晨为26496枚纱

锭，1 400头转杯纺，80台l 51 IM型织机，年产100万件针织内衣

生产线．固定资产由32．68万元增值到2022．07万元。增长6l

倍．1 990年1月．经江西省经委，江西省统计局批准．上升为中

型企业． ：

(二)

二十一年来的生产和管理保持着向前发晨的趋向。经历了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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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曲折的历程．

1970年至1977年，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限于企业体

制的原因。企业的生产设备破旧。生产品种单一．管理方式落

后。经济效益低下．全厂职工克勤克俭，奋发拼搏，生产建设有

所发展．然而。从全局来看仍处于徘徊缓慢发展时期．1 977年

底，仅有纱锭2000枚、织机64台．产品品种除了96号(6支)棉

纱和27．8号(21支)／2×27．8号(21支)／2纯棉帆布外．主要产

品为58号(10支)剐牌棉纱．年产纱量l l9吨。年工业总产值206

万元，利润9．4万元．
’

1978年至1 981年．坚持走拾遗补缺之路．以产品开发为龙

头，带动企业的各项工作的起飞．1977年．获悉外省停供我省出

口针织腈纶内衣的用纱，省内尚无厂家接产的信息后．抓住这一

有利机遇．积极主动向省，市纺织工业局请求承担研制腈纶纱的

任务。组织技术人员外出考察学习，进行研制技术攻关．改革清

花机头成卷装置，并条轨圈条加压装置和细纱机成纱装置，经过

反复探索，精心研究。1078年6月．试纺成功1 8．5号(32支)腈纶

纱．9月。正式生产供货。产品列入国家生产计划．1979年扩建

一万枚纱锭工程竣工后，专纺腈纶纱．形成当家的拳头产品．随

着新产品的开发生产。企业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企业管理逐步

走上正轨．1 980年。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管理．

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实施全员教育和培训．198 1年．成立工会和

团委．设置较为健全的科室职能管理机构。制订一系列企业管理

的规章制度．企业的经济效益显著增长．1981年。生产腈纶纱

1848．96吨，棉布217．8万米。完成工业总产值2045．38万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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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141．38万元。上交税收159．5l万元．职工发展到1006人．全

员劳动生产事达2．06万元．成为九江市纺织行业的支柱企业之

一．1 982年1月。经中共九江市委．市革委批准。升为县级企
f_

业．

1982年至1990年，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企

业内部改革．1984年。经省，市攻府批准．实行厂长负责制．1987

年，率先实行厂长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年。公开招标选聘企业

经营者．实行-两保一挂-(保上交利润，保固定资产增值，工资总

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经营承包责任制．企业内部先后推行经济承

包责任制，资产承包责任制、费用定额承包责任制、定额成本承

包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进一步完善了企业生

产经营的机制。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

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研翻开发新产品。拓展外贸出

口产品市场。促进企业转轨变型．1984年以来。先后引进转杯纺

纱设备和技术。剑杆织机新型织布设备和技术，研制开发新产品8

个．其中获省优秀新产品奖5个．外贸出口产品的品种．数量不

断增多．1990年出日产值620．1 1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

十六．1987年1 2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江西省出口商

品生产基地企业．1988年1月．经纺织部、经贸部，财政部批

准，为纺织品重点出口企业． ．

强化企业基础性管理。推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开展职

工教育培训。开发技术人才。保证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1982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企业的全面整

顿工作．1984年。经省政府批准。获企业整顿合格证．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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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坚持开展群众性的Qc小组活动和产品

创优活动．实行计量管理，标准化管理．1983年获省全面质量

管理合格证．1985年获省企业标准化管理合格证，三级计量管

理合格证．1986年获省科技档案整顿合格证，1988年获二级计

量管理合格证．1989年获省企业标准化管理复查合格证．省级

先进企业档案管理合格证．1982年至1990年．发表Qc成果150

个．其中：国优秀QC成果1个，省优秀Qc成果6个．获部优质

产品奖2个，省优质产品奖7个，省质量奖产品2个．1988年。

优质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三．获省质量管

理奖．1989年11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获省级先进企业

称号．

1982年至1990年，共计生产棉纱21723．69吨。是1982年前

棉纱产量总和的5．16倍．棉布2085．37万米。比1982年前棉布

产量总和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一．针织内衣折合678．93万件．

完成工业总产值23956．63万元。是1982年前工业总产值总和的

4．31倍．实现利润1468．93万元。是1982年前利润总和的3．58

倍．上缴税收1 684．07万元，是l 982年前上缴税收总和的4．2

倍．1982年至1990年．固定资产增值l 610．8 l万元。占1990年

底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企业逐步由生产型转变为经营型。由

计划内向塑生产转向市场外向型生产．初步形成适应市场的生

产经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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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充分利用广播，闭路电视，幻灯等宣传工

具。深入持久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进行

。爱党，爱国，爱厂．爱岗，，_五讲四美三热爱-，一学雷锋，树新

风，，-普及法律常识，等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知识竞赛，义

务为民服务等活动，进一步培育出一支有理想，有文化，有知

识、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发展党员85人。发展团员357人．精神

文明建设获得巨大的成就．1988，1989，1990年连续获江西省纺

织工业局授予的江西省纺织系统双文明建设优秀企业称号．

在发展生产建设的同时，职工的集体福利事业得到显著的发

展．进入八十年代。企业投入大批资金兴建职工宿舍．解决职工

住房难的同题．现有职工宿舍18栋375套。总建筑面积21835．7

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19．63平方米．建立起医务所、幼儿园、图

书室，影剧院，闭路电视，开水房，浴室，粮站，职工食堂，液化气

供应站等生活文化福利设施，坚持开展-血吸虫病，，_妇科病和

妇科防癌，，-肺结核病一．。饮食，保育人员身体健康，等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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