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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特存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新方

志，更是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如实反映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献。她具有服务当代，留芳后世，利当今，惠

后代的巨大意义。

《一轻工业局志》，是在局党委的重视，全系统的干部、职工

的支持，和全体编修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完成的。她内容丰富、资料

翔实，通俗易懂，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记载了我市轻工业的产生和发

展，特别是建国以来，我市一轻工业的发展和现状。这对借鉴历史

经验，搞好生产规划，加强宏观管理，促进深化改革，搞好两个文

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局的修志工作，是从1982年末开始的。本着众手成志的原

则，金系统各基层单位都普遍编修了《厂志》和《简介》。在《局

志》成书之前，还编纂了《企事业简介》；并配合市《工《业志》

编纂了六集《工业行业简介》。这些都是全体编修人员在各级党组

织的关怀和支持下，努力克服困难，勤勤恳恳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是臣，大的。我代表局党委谨向全体编修人员表示祝贺和敬意，并向

所有为绽修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由衷感谢，

愿这部志书，能起到“资治、存史、教育”的作用，为我市一

轻工业的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曩萎事磊}磊业霎 沈洪福党委书记、局长 汕历删



．i冶 吉
刖 雷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探求工业生产的规

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省、市领导部门的布置，在省轻工

厅《轻工志》编辑室、市经委《工业志》编辑室和市史志编委会的

指导下，我们编写了这部《一轻工业局志》。

本书记述了一轻工业局所属的9个行业，16个企业(包括3个

代管企业)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企业的经营及管理工作，记

述了一轻局机关的机构演变和对基层企业所作的宏观、微观方面的

指挥活动。时间断限，上自行业起源，下至1985年底。 个别章节

至1989年。

作为一部经济专业志，全书用较大的篇幅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发展变化，籍以体现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特；点：在内容安排

上，写建国前的内容较为简略，建国后的近况和现状力求详尽；在

企业和行业的有关章节中，没有均衡地使用笔墨，而是根据叙述对

象的特点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各有侧重，或记录创业的艰难历程，或

陈述兴衰的经验教训，或介绍产品的更新换代。总之，尽量突出行

业与众不同的特色和“个性”。

书中的材料，为一轻局各科室和基层企业所提供，也有一部分

来自市档案馆的文书档案以及询问当事人的口碑资料。在这里，为

一切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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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纂人员的水平所限和资料收集不够丰富，在篇章结构的。

编排上可能失当，文字上尚有值得推敲之处，材料的选用可能会犯，

一偏概全的错误。所有这些，真诚地期望读者指正。

编 者

1 99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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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开封是七朝建都的古城，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许多轻工业品

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象酿酒、造纸、雕版

印刷等，都具有较长的历史。只是多系手工业作坊和家庭店铺式的

小手工业罢了。但它却是我市现代轻工业的发展源头。在促进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都起着极大的作用。酿酒已有三千年的

历史；两千七百年以前已能造出植物纤维纸；距今一千三百年前，

我们这里已发明了雕版印刷。这当然是由于七朝建都于此的原因，

“文化古城’’的历史贡献亦在于此。

北宋年间，开封轻工业的发展是历史上的兴旺时期。几种轻工

业产品在这个时期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活字印刷业，开封是当时全

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

术，这是我国古代印刷技术的重大突破，也是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

交流做出的历史贡献。居北宋首府的开封，活字印刷很快就盛行起

来。据《石林燕语》记载，当时全国印书“杭州为上，蜀本次之，

福建最下，京师(开封)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除了

官府国子监专门印刷之外，许多私营书铺也经营印刷业务，有专门

的刻字工、印刷工，官府的诏令、会子等都可以印刷。北宋以后，

印刷业逐渐衰落。

酿酒技术有三千年历史，到北宋年间得到异常发展。开封是当

时的都城，全国各地名酒也萃集于此，许多酿酒能手到这里开设酒
· 1 。



坊。有名的“矾楼”是京城最大的一家酒店，每天到此饮酒者不下

千人。当时全城酒店72家，脚店千余户。名酒达50多种，而酒名大

都反映酒的特点，如玉液、玉沥、琼浆等，皆以酒色而得名；羊羔

酒是以配料而得名。《东京梦华录》记载， “街南遇仙酒店前有楼

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

72文一角，羊羔酒81文一角”。羊羔酒价钱最高，要称最名贵的”

了。北宋以后，酿酒的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造纸起源于中原。著名的““蔡侯纸”是在东汉首府洛限

产生的。以后造纸技术逐渐向附近地区传播。北宋时期的开封，由

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印刷业的发达，对纸的需求量很大。造纸业也

随之得到发展，唯纸的质量和钧州的大漠纸，洛阳、密县所产的女

麻纸较为逊色。明清年间，亦没有优质纸出现，京城用纸主要是靠

外地供应。

现代轻工业在开封的出现，是二十世纪初。由于开封系河南省

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特殊地位，现代轻工．

业的发展，要较省内其它城市为早。仅次于沿海几个大城市。如火

柴工业，1905年开封就建立了河南省第一家火柴厂一一耀华火柴

厂。以后，又出现了肥皂工业、新式印刷工业和制蛋工业。这些都、

是开封最早出现的轻工行业。在二、三十年代间，开封的轻工业，

得到较快的发展。火柴工业当时曾发展到五家，占全省火柴厂的二

分之一。它们建厂的时间和资金额如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厂 名 建厂时间 资金额 备 注

耀华火柴厂 1905年 白银二万两

鸿昌火柴厂 19t、3年 ●／J，ll

大中火柴公司 奎9】)1年 12万元 经理刘海楼，职工1130人

迅烈火柴厂 1913年 6万元

民生火柴厂 1．927年 107／元 职25420人

以上五家火柴厂，以耀华火柴厂为最早，建于1905年；以大中

火柴公司经营时间最长，自19 1 1年至1 94 3年，达23年之久，终因原

材料供应困难，产品销路不畅，于1943年迁厂于西安。从此至1948

年开封解放，就没有火柴工业了。

在这含时期，大中火柴公司生产的寸红头火柴、安全火柴，曾

于1914年参加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商

品赛会。这是我市轻工业产品第一次在国际展览会上展出。

继火柴工业之后，191 3年开封即出现了肥皂工业。远在清朝，

本市就盛行一种简而粗陋的“桂花鹅胰”，是以皂角粉混入糖稀及

一些香料制成的；还有一种猪胰子，是以猪板油、冰糖及碱粉制成

的，谓之“京装鹅胰”，其特点除下污外，尚能使皮肤光滑润泽。

最盛行时，金市发展到20余户，其中以露花阁为最大，职工20余

人，桂花轩次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上海礼和洋行运入肥

皂来我市，由商店代销。这是现代日用化学工业最初进入开封市

场。但因价格高，一般市民仍依赖皂角及鹅胰，因而肥皂的销路并

不甚好。但随着文化事业的发达，人民生活条件的提高，逐渐消除

对肥皂的偏见，同时通过使用，感觉肥皂不仅能下油去污，同时也

比皂角及其加工制品“鹅胰”省事得多，所以销路日渐扩大，商人见
· 3 ‘



有利可图，即开始从事这种简单的化学工业制作．大中火柴公司的

经理刘海楼，看到肥皂工业很有发展前途，便于1913年在开封南关

设厂生产肥皂，用马车运往城内，由于系试销性质，年产量不过

六、七千条，这是我市肥皂工韭的第一家。1914年又有中兴皂厂，

年产8000条，以后又有吉祥楼、裕华皂厂、景华皂厂。还有冯玉祥．

部队办的惠民皂厂，这个厂有200余人，为当时皂厂之最。至1931年一

全市正常生产的肥皂厂达8家之多，每月产六万余条。1932年至

1938年，开封皂厂已增至15家，每年产390万条上下，不仅自销本

市，还远销信阳、许昌、周口、商邱、曹州、济南、郑州、洛阳、

西安等地。日军侵占时期，肥皂厂有18家。由于日人禁止油脂出．

境，一般商人乃将牛油粗制成皂形，借运销肥皂之名，运往东北，

重加提炼，油碱分离。故而，当时出现肥皂畸形发展，年产量达

2160万条，计值小麦12960万斤。1945年日本投降后，开封的肥皂厂

达五十家，从业人员120人，年产量264万条。

造纸业在开封解放前，一直是沿用手工抄纸的办法，以极其简

陋的工具，生产质地粗黑的麻纸，只能供包装和杂用。据有关资料

记载，淆光绪三年(1877年)，开封已有3家造纸作坊。制作的黑

麻纸，大多供给制鞋厂作鞋底用。民国初年至民国十年(192：1年)

这个阶段营业更好，邮局和钱庄都用这种纸做银元的包装纸，产品

供不应求，生产厂发展到7家。民国十一年后，由于皮底鞋盛行，

以及外来机制纸的充斥市场，夺去了黑麻纸的销路，营业渐见萧

条。据1935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开封手工抄纸情况称“操此

业者共五家，资本极小，每家有数元即可开办，工人每家二名。即

够。原料为碎纸，制造时，先将收买来的污秽碎纸拣净以后，洒水
· 4。



鼹至4—5天，用石碾碾烂，入坑内略淘洗之，然后放入造纸池中，

以长方形之廉捞之，贴于干净之墙壁上晒干，即成黑麻纸。每刀

190张，每日只能造纸3刀，合值不过一元，故该业工人日夜劳作，

犹难得一饱。”由于设备简陋，劳动强度大，洗浆污染严重，效益

极低，建国后就不再发展了。

新式印刷工业在开封的出现，是民国成立前后，也是全省发展

最早的轻工行业之一。当时官办的省印刷局主要承印官报和刻字业

务，民办的商务印刷所，承印民报和其它印刷品。当时开封办的有

《河南官报》、《河南白话报》、《开封日报》以后又有《民生

报》、《自由报》、《河声报》、《新中州报》，我党在开封出刊

的《中州评论》、《风雨》杂志，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特别是印刷

工人的罢工斗争，更给当时的劳动人民以募大鼓舞。日军侵占后，

印刷厂的生产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纷纷关闭，仅有受日军当局严密

控制的几家印刷厂在维持生产。抗战胜利后，印刷厂才逐渐恢复，

到解放前夕，全市除省印刷局、河南民报社、河南民国日报社、扶

群印刷所等官办印刷机构外，还有私人印刷厂30余家。其中较大的

几家是：新豫印刷厂，1927年创建，职工200多人，是当时全省规模

较大的印刷厂，设备也较齐全，不仅有铅印、胶印机，还有照像制

版设备，先后还在郑州、南阳、洛阳、卢氏、西安等地开设五个分

厂。开封解放后，还为人民政府印制中州币，发行广大解放区。当

时还有建华印刷厂，1932年创建，职工34人；宏丰印刷厂，1939午

创建，职工19人；亚东印刷厂，1929年创建，职：Y-23人；文友印刷

厂，1943年创建，职工8人。

解放前夕，旧中国留下的轻工业仅有百余家小型个体生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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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原料不足，销路不畅的问题。据1949年

初的调查统计，全市有印刷厂30家，职：Y-376人；肥皂厂50家，职工

106人；制酒作坊142，职：1232人；手工撑罗32户，职工47人；手工

抄纸,02，职工30人；玻璃作坊l户，职工9人。这些就是我市建

国后发展轻工业的微薄基础。

开封市1949年第一季度轻工业概况表

行业名称 户数 职工人数 设 备 产品 产 量

酿酒业 14 32 锅14，缸412 烧酒 日产1286斤

印刷业 30 376 铅印、石印、胶印机共 零印

73部

肥皂业 50 106 皂锅48，皂架51 肥皂 日产3072箱

撑罗业 32 47 木机32架 罗底 日产270张

玻璃业 1 9 炉一座 药瓶 日产瓶12000个

灯罩 灯罩510个

造纸业 10 30

合计 137 600

注：开封市1949年初共有私营工业42个行业，4017尸，其中小手工业者占

90％以上。

建国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封市的一

轻工业得到新生和发展。30多年来，在轻工战线广大职工和工程技

术人员的努力和辛勤劳动下，．一轻工业在原来几乎是一张白纸的基

础上，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发展成为行业和门类比较齐全，

设备比较先进，具有一定技术基础，在全省一轻行业中和全市工业

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轻工业生产基地。

开封解放伊始，在安定城市社会秩序，清除国民党的残余势力

的同时，就立即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建设方针，要将历史

遗留下的消费城市，变为社会主义新型的生产城市。在国民经济恢
．R ，



复时期，对一轻工业的发展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积极创建国

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建立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个时期根据

需要与可能，先后建立了开封火柴厂、开封酒厂，其它行业还有

生物药厂、植物油厂、烟厂、食品厂、酱油厂等工业企业。在企业

内部实行了民主改革运动，建立了适合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和新的管理制度，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

在生产上推行经济责任制，使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如开封火柴厂

19 49年6月筹建，1 o月7日投产，当年生产火柴3000件，实现利润

1900元。1950年生产火柴20650件，实现利润2．2万元；1951年生产

火柴35029件，实现利润7．07万元。二是积极扶植私营轻工业得以

迅速发展，帮助他们解决经营中的困难。当时私营工业和手工业是

资金短缺，销路不畅。为扶植他们渡过难关，人民政府发放了大量

生产贷款，其中工业贷款3317万元(旧币)使私营工业厂家和个体

手工业者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49年5月手工业户为44102，到

十月份已增至4699户，增加289户。不仅安定了社会经济生活，还

为以后的生产发展莫定了基础。一些个体手工业者还积极响应人民

政府号召走联合起来共同发展的道路，为以后合作化打基础。如肥

皂工业由黄云乔串连美华、泉茂、顺兴、永利、裕民、永兴等七家

皂厂搞起联营，厂名为联友皂厂，即为以后肥皂生产合作社的前

身。三是积极动员和安排上海内迁工厂，发挥这些企业在发展内地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这些企业以后都发展成为我市的骨干

企业。在这个时期由上海内迁来汴的私营企业有豫明火柴厂、天同

纱厂、锦新纱厂、龙华烟厂和1957年内迁来的公私合营铸丰搪瓷

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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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明火柴厂是由上海私营新新宏记火柴厂和上海私营正明火柴

厂子1949年12月内迁来汴的。厂址选于开封市小南门外，全厂股金

为33000元，其中姚连生为19000元，王仁勋为11000元，还吸收开

封工商业者马太初股金3000元。由上海迁来设备计有排梗机六台，

卸梗机四台，旋梗机一台、切梗机一台、旋合机一台。随厂内迁职

工55人，在汴招收新_7295人。于1950年3月15日开工生产。产品为

“一宇牌”安全火柴，日产200件左右，销往本市及豫东、豫南一

带。

铸丰搪瓷厂创建于1916年，是我国第一家搪瓷企业，有着较强

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在新中国建立前的30多年间，历尽沧桑，

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同行业的竞争中苦撑经营，直到上海解放后，在

人民政府帮助下，生产经营才开始好转。19 55年被批准公私合营，

从此才使企业走上逐步发展的康庄大道，职工由解放前夕的97人，

增加到217人。为了调整工业布局，支援内地经济建设，这个厂于

195 6年5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由沪内迁来汴，在开封南郊

建厂，1957#-4月竣工投产，厂区占地49．42亩，固定资金70万元，

建搪瓷烧窑四座，烧粉窑一座，喷花台十二台，职_-523 7人，设备

生产能力500吨，比内迁前增加一倍。从此，河南省有了搪瓷工

业。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 9 49—1952年)，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

工作，使开封市的一轻工业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全市有了较

大的影响。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68．8万元，利润达到8．8万元，

为以后轻工业的发展和为国家经济建设，开始做出贡献。

1953午开始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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