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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一，J

李廷智①

《八一制糖厂志》面世前夕，该厂的同志请我为志作序，编修该志是我多年

的夙愿，因此欣然命笔。

我的革命生涯在石河子度过近30年，为制糖业的发展先后工作了10个春

秋。现在回想起那段同八一制糖厂的各族职工家属共同奋斗的岁月，不禁心潮

起伏，思绪万千。

1952年8月，我奉命筹建制糖厂，后因国家财力不足而停建。1956年，随着

生产的发展，制糖生产提到了议事日程，筹建八一制糖厂再次上马，但面临困难

很多，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技术人员。我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积极想

办法克服困难。全兵团10万多转业战士为支援西北制糖事业的发展，将全部转

业费暂借给建设制糖厂，共1 700万元。没有设备，我们自己造。职工们豪迈地

说：“没有图纸自己画，只要能画出来，我们就一定造出来。”就是凭这股自力更

生的精神，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终于造出了卷板机、龙

门刨床、混凝土座大型车床、夹板锤等机具。自制设备330台，重量达941吨。安

装全部制糖和制酒精设备501台，重量达1 092吨。为了解决技术人员问题，张

仲瀚要我和王桂秋亲往东北老厂求援。经过一番努力和艰苦工作，动员来200多

名优秀技术干部和工人。从此，他们成了糖厂骨干力量。全厂职工在党的领导

下，发扬顽强拼搏、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1 959年

12月建成新疆第一个制糖厂，并一次试车成功，结束了新疆不产糖的历史。

糖厂的建设始终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旱在1952年，王震将军就

提出要在新疆建设一座糖厂的设想。1956年，他来新疆视察时，又对张仲瀚说，

兵团要克服一切困难建设一座制糖厂。王恩茂也非常重视糖厂建设。根据王震

和王恩茂的指示，张仲瀚立即部署力量，筹集资金，组建班子，着手糖广的建设。

①李廷智：原八一制塘厂第一任政委、兵团副司令员。



在建厂中，张仲瀚亲临现场，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制糖厂建成时，自治区党委、

新疆军区、兵团党委的领导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吕剑人、曾涤、辛兰亭、扎

克洛夫、郭鹏、陶峙岳、张仲瀚等同志前来祝贺。

糖厂的建设和发展，无不浸透着上级党委和领导的关怀。今天我借为《八一

制糖厂志》作序之机，对关怀和支持糖厂建设的领导表示感谢，为糖厂建设付出

辛勤劳动的职工和逝世的职工深表感谢和怀念，没有领导的关怀、支持和广大

兵团职工和糖厂职工的共同努力，就没有八一制糖厂的今天。

建厂初期，糖厂只能生产砂糖和酒精。1962年，为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

需要，开始生产方块糖。建厂初期，生产设备还不先进，尽管糖蜜初步得到利用，

然而，大量废菜丝被废弃，方块糖也是人工包装，产量上不去。勤劳智慧的糖厂

职工，不甘落后，勇于探索，研究成功了方块糖机械包装机和综合利用技术，使

方块糖年产量达1万吨左右。糖厂的生产产品由3种增加到7种，其中颗粒粕出

口日本，每年创汇150万美元，为新疆制糖业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糖厂也翻开

了历史新的一页。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广大干部、工人思想解放，精神振

奋，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一下焕发出来，提出了“挖掘潜力，抓内

涵，增产节支，提高经济效益”的奋斗目标。全厂上下咬住提高砂糖产量质量，降

低工艺损失不放，抓住调整产品结构，开展多种经营不松，在不长的时间里由原

日处理甜菜1 000吨增加到1 500吨。1988年，生产机制糖31 846吨，味精852

吨，工业总产值7 183．5万元(当年价)，利润总额881．47万元，为糖厂开创了新

局面。

八一制糖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得到加强。在加

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四有"队伍的建

． 设，加强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职工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截至1988

年住楼户已占全厂总户数的42％，人均住房面积达6．99平方米。职工人均年收

入2 583元。1987年糖厂跨入自治区一级企业行列。

八一制糖厂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变化，当然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取决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正确，同时也离不开糖厂广大职工、家属

的艰苦奋斗。特别值得二提的是糖厂有一批思想解放、锐意进取、一心为公、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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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奉献的干部。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

素。"糖厂的领导干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带领各族职工艰苦创业，共同奋斗。他们那种坚定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念，牺牲个人、乐于奉献的公仆精神，顽强拼搏，永不满足的事业心、责

任感，深得糖厂3 700多各族职工、家属的称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今后。《八一制糖厂

志》无疑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宝贵财富，也是向全厂职工，尤其是对年轻职工进行

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在正式出版之际，我衷心地向糖厂全体职

工和家属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修志的全体工作人员致谢，并希望八一制糖厂

的干部和工人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廉政建设，虚心听取

职工群众意见，进一步弘扬“八糖’’精神和兵团精神，为新疆的制糖事业再立新

功1

199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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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邵家骏①

《八一制糖厂志》历经45个月的编纂，即将付梓出版。这是全厂职工、家属的

大喜事，是献给建厂37周年的一份独特而珍贵的厚礼。

八一制糖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设计、自制设备建立起来的西

北第一座日处理甜菜1 000吨的大型甜菜制糖企业。全厂职工艰苦创业32个春

秋，所经所历有起有伏，有艰辛，也有慰藉。80年代，糖厂坚持改革开放，生产逐

步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为八一制糖厂立志，无疑

是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没的需要，是全厂职工的殷切希望，也

是功垂久远之举。我们审时度势，抓住良机，将企业修志与企业发展并举，设立

机构，组建班子，动员各方面力量，开展了编修厂志这一较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厂志办的同志，白手起家，边干边学，于1990年2月从收集资料进人编写阶段，

六订篇目，四易其稿，历经艰辛，终成巨册，为建厂以来第一部厂志出版问世做

出了贡献。

《八一制糖厂志》比较全面地勾勒了糖厂32年来的沧桑历程，重点记述了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生产经营、技术改造、思想政治、职工队伍等各方面的

发展史实，是我们的一面明镜。案头一册，随时翻阅，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厂史，

认识厂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八一制糖厂志》比较翔实地记载了糖厂职工、家属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的生动事迹，反映了在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排除“左’’右干

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展糖厂经

济的拼搏精神。这是对职工群众，尤其是对青年职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较好厂史教材。它必将进一步激发年轻一代热

①邵家骏：现任八一制糖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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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糖厂，建设糖厂，为糖厂的美好明天去努力奋斗。

《八一制糖厂志》观点正确，资料丰富、翔实、体例得当，工厂特色比较浓郁，

时代特点跃然纸上。为今后考证、研究糖厂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史料。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这项较大的社会文化工程建设中，

全体编辑人员团结一致，默默耕耘，其中艰辛，当可想见。在这项工程完成之时，

我谨代表厂党委、行政领导衷心感谢专、兼职修志人员，为八一制糖厂办了一件

极有意义的好事!感谢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兵团史志办、农八师石河子市史志

办，对《八一制糖厂志》编纂工作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愿全厂各族职工团结奋进，把糖厂建设成现代化企业，揭开历史新的一页。

1 994年1月

仟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

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反映时代特点和糖厂特色。

二、本志坚持以今为主，通合古今的原则，全面记述企业内部政治、生产经

营、科技、文教卫生、人物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为1956年，下限为1988年。其中附录延至1993年。

四、本志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志首列概述、大事记，志尾设附录、

后记，以志为主，共设11篇3l章132节。 ，

五、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人物传以卒年为序排列。因公牺牲者，兵团以

上著名先进人物，获兵团以上科技奖人物，获师市科技奖人物，厂级标兵，在厂

工作30年职工，调离的副厂级以上干部，历年逝世职工均人人物志。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反映全厂总貌的图、照片集中

在志首。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

八、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地名、厂名、党派名等，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其余用简称。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其姓名。

九、数字书写。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联

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用规定》书写。

十、计量单位。长度、面积、体积、重量等均以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颁布的

《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

十一、引用的各种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缺的，则用有关

部门提供的数据。

十二、专用名词、特定事物均作注释。注释采用页末注(脚注)。

十三、为便于读者了解志书下限至出版这段时期的情况，增强志书的可用

性，故在附录中设有《1989,---1993年糖厂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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