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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上毅编纂地方志的精神，为了总结历史恕验，探索客观规

律，以资借鉴，我们龋纂了《武汉纲躲蝇厂志》(第一卷)o

“厂志犏纂小翘”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成立，开始犏纂。首

先依据篇目，通过走钫记录，收集各职能科室按分管范圉写出的基础

资料，结合查阴历史档案，杀取边收集边整理的办法，超过近半年

的时嗣，获得了整个历史时期的各种资料。于八月三日开始敲写，

入月二十日写成第一稿。交厂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审畿修改。

一九入三年元月至二月期嗣，在查嗣武汉市档案鲒和武汉市冶

金工业局档案室有关本厂历史资料的同时，将“厂志’’作了部分的修

改和补充，拜完成第二稿。此后，交厂各科室审定。于四月交厂领

导审圜定稿，一致款为“厂志’’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十二月编印成

书。整个工作历时壹年零拾个月。

本“厂志"所录内容，重于考枉，力求准确。上限始于一九一一

年，下限断于一九入。年o“厂志”的龋写，分为六章二十五节，拜附

有历年、大事记和附录。以历史沿革发展阶段为舣观，在横断面上一

一展开。以(<生产建彀》、《企业管理》、《始售、翘营》为重点，对志

书各章节进行专门记述。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武汉市冶金工业局地方志办公室多次指

导，拜得到厂内外有关方面同志大力支持，在此，一井致谢。

龋写“厂意”，是一顼新工作，由于水平有限，．加之资料不全，

志书中不当，。不全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葭者批抨指正a

武汉钢丝绳厂志编纂小组

一九八三年四月



厂志编纂小组成员

组长 杜国庆

组员 李仁勇 程天飞

主笔 程天飞

厂志审稿定稿参加人员

侯新顺 龙 倜 乐正宇 杜国庆 李仁勇

桂美悦 柴进才 付新猷 卜义保 陈顺祥

潘仁和 张志云 李至中 孙崇银 黄竞一

吕振生 廖兰香 蔡建军 钟木森 沈卿娣

张启元 刘大燕 肖永胜

王庆禧(武汉市冶金工业局地方志办公室)



厂志编纂小组成员

组长 杜国庆

组员 李仁勇 程天飞

主笔 程天飞

厂志审稿定稿参加人员

侯新顺 龙 倜 乐正宇 杜国庆 李仁勇

桂美悦 柴进才 付新猷 卜义保 陈顺祥

潘仁和 张志云 李至中 孙崇银 黄竞一

吕振生 廖兰香 蔡建军 钟木森 沈卿娣

张启元 刘大燕 肖永胜

王庆禧(武汉市冶金工业局地方志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沿 革

第一节建国前集家咀一带棕、麻行业与改制钢丝绳之兴

起(1911—1949)⋯⋯···⋯⋯⋯⋯⋯oq o o oo⋯⋯⋯⋯⋯⋯(1)

第二节建国后发展中的武汉钢丝绳厂(1958--1980)⋯⋯⋯⋯(3)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二章 生产建设

品种发展⋯⋯”⋯“⋯⋯⋯·⋯⋯⋯⋯⋯⋯⋯⋯⋯⋯(11)

生产工艺⋯⋯⋯⋯⋯⋯⋯⋯⋯⋯⋯⋯⋯⋯⋯⋯⋯⋯(18)

产品质量⋯··⋯⋯⋯⋯⋯⋯⋯⋯⋯⋯⋯⋯⋯⋯⋯；⋯(33)

厂房设备⋯⋯⋯⋯⋯⋯⋯⋯⋯⋯⋯⋯⋯⋯⋯⋯⋯⋯(36)

工业总产值与产量⋯⋯⋯⋯⋯⋯⋯⋯⋯⋯⋯⋯⋯⋯⋯⋯(50)

第三章 企业 管 理

生产计划管理⋯⋯⋯⋯⋯⋯⋯⋯⋯⋯⋯⋯⋯⋯⋯⋯⋯⋯(57)

质量管理⋯⋯⋯⋯⋯⋯⋯⋯⋯⋯⋯⋯⋯⋯⋯⋯⋯⋯(58)

劳动工资管理00 0 00·OI DI O O O O m OO 0⋯⋯⋯⋯⋯⋯⋯⋯⋯⋯⋯⋯(61)

物资管理⋯⋯⋯⋯⋯⋯⋯⋯⋯⋯⋯⋯⋯⋯⋯⋯⋯⋯(70)

工艺技术管理⋯⋯⋯⋯⋯⋯⋯⋯⋯⋯⋯⋯⋯⋯⋯⋯⋯⋯(72)

设备管理⋯⋯⋯⋯⋯⋯⋯⋯⋯⋯⋯⋯⋯⋯⋯⋯⋯⋯(74)

财务管理⋯⋯⋯⋯⋯⋯⋯⋯⋯⋯⋯⋯⋯⋯⋯⋯⋯⋯(75)

企业整顿和扩大企业自主权⋯⋯⋯⋯⋯⋯⋯⋯⋯⋯⋯⋯(76)



第九节计划生育⋯⋯⋯⋯⋯⋯⋯⋯⋯⋯⋯⋯⋯⋯⋯⋯··⋯·(77)

第十节待业青年安置⋯⋯⋯⋯⋯⋯⋯⋯⋯⋯⋯⋯⋯⋯⋯⋯⋯⋯(78)

第四章 销售、经营

第一节销 售⋯⋯⋯⋯⋯⋯⋯⋯⋯⋯⋯⋯⋯⋯⋯⋯⋯⋯⋯(83)

第二节经济活动⋯⋯⋯⋯⋯⋯⋯⋯⋯⋯⋯⋯⋯⋯⋯⋯⋯⋯(86)

第五章 教育与福利

第一节教 育⋯⋯⋯⋯⋯⋯⋯⋯⋯⋯⋯⋯⋯⋯⋯⋯⋯⋯⋯⋯(95)

第二节职工福利”：⋯⋯⋯⋯⋯⋯⋯⋯⋯⋯⋯⋯⋯⋯⋯⋯⋯(96)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六章 建制和组织

行政管理机构⋯⋯⋯⋯⋯⋯⋯⋯⋯⋯⋯⋯⋯⋯⋯⋯⋯

党群组织⋯⋯⋯⋯⋯⋯⋯⋯⋯⋯⋯⋯⋯⋯⋯⋯⋯

历任党组织负责人⋯⋯⋯⋯⋯⋯⋯⋯⋯⋯⋯⋯⋯⋯⋯

历任厂长(主任)⋯⋯⋯⋯⋯⋯⋯⋯⋯⋯⋯⋯⋯⋯⋯

(103)

(105)

(111)

(113)

历年大事记⋯⋯⋯⋯⋯⋯⋯⋯⋯⋯⋯⋯⋯⋯⋯⋯⋯⋯⋯⋯(116)

附 录

历年伤亡事故⋯⋯⋯⋯⋯⋯⋯⋯⋯⋯⋯⋯⋯⋯⋯⋯⋯⋯⋯(117)

存档资料索引⋯⋯⋯⋯⋯⋯⋯⋯⋯⋯o o o o ol⋯⋯⋯⋯⋯⋯⋯(11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沿 革

武汉钢丝绳厂，原名国营汉阳钢丝绳厂。座落长江北岸，厂门正对汉阳鹦

鹉大道，南与中国邮电器材公司中南区公司电杆场一墙之隔，北邻湖北省公路

局仓库。创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一E1，由“三厂三社” (注①)合并成立，到一

九八0年，有二十二年历史。

第一节：建国前集家咀一带棕、麻

行业与改制钢丝绳之兴起(1 9 1 1—1 949)

一、棕、麻行业简况

武汉地处中原，匹通八达，号称九省逋衢，为长江、、汉水交汇之处。水系连接我国

中南江河栅海，构成了庞大的水运网。此地有一个名目LI汉阳集家咀的地方，为内地木船

航运一个小的中心。由此出发，沿长江东下可到上海，西上可达重庆，向南可通洞庭湖

及湘、资、沅，澧诸水，溯汉水北上，可通往陕西并连接丹江、一密河等支流。

历来，湘、滇、黔、蜀，陕、豫、赣、皖、苏九省都从水路运货来此贸易。故辛亥

革命前(公元1911年)集家咀一带就已形成为：柴，米、油、棉、杂粮之专业性市场，

往返木帆船、排筏、火轮的码头。从集家咀上溯长江、汉水是广袤富饶的江汉平原，就

近的长江上游，为“日晒金子夜不收’’的鹦鹉洲，是有名的木材篝散市场。云集此地舟
楫、客商每需购买棕、麻制品等供使用或带往外地贩卖，因而，促使此地区棕、麻行业

渐次兴起。

到一九四九年止，集家咀、汉正街、双街、和东门等地约有七十余户棕、麻店先后

开张营业。

这些店铺，多则五人，少则三、--A(老板、师、徒)，店、家不分。皆以木制排

车(注②)为生产工具，凭手工操作，在露天合绳。自产自销，简陋经营。主要产品：

帆绳、力绳、墀绳、安全网、靠船球(注⑧)、自棕绳(俗叫洋棕绳)和少量改制短头钢

丝绳(作起重穿鼻俗称插扣子等)。

建国前夕，集家咀一带七十余户棕、麻绳店家总共不过三百余人，总资金约六万四

千四百五一|．四元(折合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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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钢丝绳之兴起(1926一1949)

汉口辟为对外通商r-I岸后，民船、木排、小火轮、石膏矿洞、小铁工厂等客户在捆

扎货物、提升石膏矿笼和卷扬机等方面使用进口钢丝绳(即今低碳钢丝绳)的情况渐渐

增多。

一九二六年，福安祥五金铁号(今汉口谢家咀大码头附近)为开辟财路，首先与余

鸿发麻绳铺(今汉阳堤角附近)洽谈成交。itlCl：由余鸿发领取福安祥五金铁号的铅丝

(每件五十公斤，麻片包装的进口丝)，制成铅丝绳后，由福安祥五金铁号出销，余家

仅从中赚取手工费。

余鸿发承接加工铅丝绳活路后，沿引麻绳制作方式，首先试制“抓股子"的铅丝绳

(即今0．8一1．2的铅丝绳)。开始，余鸿发把需要的铅丝分成六大股，摆在排车架上，

按麻绳生产方式摇制(即一次合成绳子，只一道成功的简单方式)其铅丝绳成形不圆。

后来，余鸿发反复思考，反复实践，偶然随手从地上抓起一把长草，搓成11；I形，塞入铅

丝股子中心，试摇后其铅丝绳外形近似圆形了。于是，余鸿发改用麻芯塞入“抓股子"

中心，初步试制成功铅丝绳。

约一九二九年，余鸿发麻绳店摆脱承接加工方式，直接从福安祥五金铁号购进铅

丝，自产自销。

约一九二九年，滔义顺麻绳店沿引铅丝绳制作方式，参考钢丝绳实物，并与同业师

傅共同研究，几经反复实验，偶得一法(即把码予(注④)中心钻一个洞，将麻芯从洞

中穿过去直接摇入若干钢丝股子的中心)，终于试制成功改制钢丝绳。嗣后，胡正兴、

胡祥发、胡宝兴等十余家麻绳店也相继学会改制钢丝绳了。

一九三六年，潘义顺麻绳店承接国民党用于马口设防的6×7军用钢丝绳加工活

路，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在日租界附近江边坡地合绳。

一九四。年，胡宝兴麻绳店从汉阳赫山砖瓦厂买回一批废疆钢丝绳，经改制成新绳

后返销原主。

直到一九四九年，这十余户会改制钢丝绳的麻绳店家，都是零星接活，零星销售。

其原材料(废旧钢丝绳或铅丝)或从江、河船家、五金铁号、“荒货”担购来，或由采

购从石膏矿洞、旧货市场收购。但是，他们仍然以生产经营麻制品为主。

国民免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国家纷至沓来，搜刮原料，倾销商品，使武汉成了他们

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据点。市场通货膨胀，金元券、法币不断贬值，弱肉强食。加之，

棕、麻行业行帮森严，不可逾越一步(棕绳业决不可做麻绳和改制钢丝绳)，故钢丝绳生

产受其历史条件限制，直到建国前夕，仍然停留在手工改制阶段。



臻蠢
第二节建国后发展中的武汉钢丝绳厂

(1058--1980)

一、本厂前身——三厂三社简况(1949一1958)

一九四九年建国倒期，资本家害怕工人成立工会以后，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任意解

雇，于是，大量裁减工人，造成失业工人剧增状况。

一九五0年，武汉市^民政府颁有将私营企业按行业组织起来进行管理等项政策，

受到失业工人和各阶层人士拥护。在党的教育F，通过学习，许多私营棕、麻店老板对

党的政策有了认识，发挥r经营的积极性，分别组成了互助组、失业工人自救加工厂穗I

私营联营厂。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仅有鞍钢、天津两地产钢丝绳，远不能满足矿山、林

业、航运等部门蓬勃发展的需要。于是，这些互-叻组、失业工人自救加工厂和私营联营

厂，在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高潮时期，分别成立为三家公私合营厂和三个合作社。在以术

制排车为生产工具，凭手工操作，于霹天摇$lI棕、麻制品的基础上， “三厂三社”采取

了田需定产的办法，分别先后增添r改制钢丝绳产品。

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台并成立武汉市国营汉阳钢丝绳厂时，三家公私台营厂其积累私

股资金六万元(折合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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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合作社共积累二十七万元(折合现人民币)。

三家公私合营厂利润全部上缴。

三家合作社属集体所有制，除所得税外，利润全部自留。

注：

(注①) “三厂三社”：三厂：公私合营和成钢丝麻绳厂、公私合营新建钢丝麻绳

(注②)

(注⑧)

(注④)

厂、公私合营建华麻绳厂。三社：武汉市第一钢丝棕麻绳生产合作社，武

汉市第二钢丝棕麻绳生产合作社、矫口区第三麻绳生产合作社。

一种手工摇制棕麻绳或改制钢丝绳和铅丝绳用的简单工具。

两船靠拢时，中间用作缓冲的一种棕、麻制品，形状似球形，故称“靠船

球”或“泡泡球"。

排车合绳时用的一种工具，与现代合绳机上的分线盘作用相似。

二、发展中的武汉钢丝绳厂(1958一1980)

为了更好地发展金属制品工业，一九五八年，汉阳区委工业部将“三厂三社”逐步

合并起来，子同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武汉市国营汉阳钢丝绳厂”。同年九月十八

日，厂建立党支部，实行在党支部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领导企业的经营管理工

作。

一九五八年建厂初，根据社会需要，厂部决定，以生产钢丝绳为发展方向，停止了

棕麻制品的生产。为了挖掘生产潜力，改变厂地(指三厂三社)分散，不便管理的状

况，选择武汉市第一钢丝棕麻绳生产合作社社址(汉阳荒五里三十四号)，作为武汉市

国营汉阳钢丝绳厂厂址(即今厂址)，于同年十月，全部搬迁完毕。同年底，厂中仅有

一栋综合车间(包括拉丝、机修、制绳)，一间原料仓库，一栋二层楼办公室、一间食

堂，一座闷丝炉和一栋平房宿舍。总面积：五千六百五十四平方米。拉丝工序有自制拉

丝机四台，制绳工序有自制手工捻制线十五条。全厂职工人数297人，改制钢丝绳产品，

年产量一千一百二十吨。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O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废旧钢丝绳、新钢丝)，未纳入国家

统一分配计划，全靠采购员从全国各地煤矿和天津等地钢丝绳厂或钢铁厂自行收购。生

产方式处在繁重的手工操作时期：以木制排车为工具，凭手工摇制，在露天合绳。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占厂生产能力百分之六十的原材料(即新钢丝)及其改

制钢丝绳产品，纳入国家分配计划，且这部分原材料及其产品开始执行冶金部统一价

格。其余一部分原材料及其产品，则仍以市场议价处理。生产方式处于“向半机械化过

渡时期"：增添了四台自制拉丝机，七台自制筐篮式捻股机，九条自制电动手工捻制线

和一座24头热处理炉。

一九六四年，厂得到湖北省冶金工业厅调拨的部分拉丝、制绳设备。冶金部将厂主

要原材料(盘条)及其产品全部纳入国家分配计划，采取按合同分配产品，其价格转为

按冶金部定价执行。生产由一班制改为三班制。同年十二月三日，厂党支部升级为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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