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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孤次蠢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句名言： “盛世编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在

这历史长河的瞬间，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各行各业改革，开放，势如

破竹，波澜壮阔，我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经济上的繁荣昌

盛，举世瞩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在这种形势下修史编志，可谓盛世蛊

事。

1986年8月24日，是国家建委正式批准二二八厂定点建厂30周年的日子。为了让职

工了解工厂的建设和发展历史，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深化改革，我们遵照兵器工业部

和吉林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的指示，于1985年8月成立了专门编志机构，组成了两级

班子·领导班子和写作班子。经过两年多的工作，编写了这部厂志。按照兵器工业部统

一定名，为“二二八厂厂史"，以便让全厂干部和职工，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促进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30年来，二二八厂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艰难曲折的道路。它不是一次建成、整齐

配套、经过验收、投入生产，而是在建厂初期，多次设计变更，多次“上马"“下

马"，职工大量精减，最后缩小建设规模，打乱工艺布局，造成生产难以进行而不得不

修修补补维持生产。虽然工厂已有30年的历史，但至今还是一个未经国家正式验收的工

厂。这在我国同类企业的建厂史上是少有的。所以，二二八厂有着异于其他企业的特殊

历史o

二二八厂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

一，是一个国防工业企业。原设计主要生产为侦察、轰炸、歼击、运输等多种飞机配套

的各种军用航空照相机。工厂在1956年3月开始筹建，原计戈ll在五十年代建成。由于中

苏关系的变化，设计一再推迟，直到1960年才开工建设．由于遇到国家暂时困难，于

1961年8月奉命停建，把培养了三年的学工和复员军人大部分精减回家，从事稼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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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言

了种种困难，创造条件，进行了军工产品的试制与生产。

建厂开始，适值我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物资、劳力严重不足，全体干部、职工在

酷暑天运钢材，背水泥，汗水洒遍建筑工地，许多职工数九寒天住在未完工的厂房里，

工作在冰天雪地里。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忘我劳动的情景是永志难忘的。1963年在停

建维护期间，全体职工不等不靠，以顽强的毅力，因陋就简，创造条件，组织起了小生

产。1964年春天，在工厂还不具备生产的条件下，只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下

达的专案任务；3000张：／秒高速摄影机镜头，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接着在1965年，提前一年半试制成功了我国自制的第一台航空照相机，填补了

我国光学行业的一项空白，结束了我国依靠进口航空照相机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动乱中，工厂遭受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J但是广大干部、职工，顶着种种干

扰，排除了种种阻力，研制和生产了多种新产品，为部队提供了此较先进的装备。事实

证明，二二八厂的干部、职工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

经过30年来的建设，二二八厂不仅能生产部队所需的各种航空照相机，而且能生产

坦克，导弹、机枪等地面武器的多种观察和瞄准的光学产品，为开阔陆、海、空三军的

视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二二八厂不仅是目前我国唯一的航空照相机生产厂，也是东北

地区唯一的军用光学仪器综合制遣工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厂职工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实践是检验

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拨乱反正，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出现了安

定团结、一心一意干搿四化刀的大好局面。近几年在军品任务大幅度下降而接近于零，

工厂经济颇为困难的情况下，广大干部，职工，按照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出谋献

策，保军转民，对内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对外开展横向联合，搞出了多种民品。为第

一汽车制违厂配套的汽车离合器已经形成拳头产品。同时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从英国

A P公司引进汽车膜片弹簧离合器生产技术，合资经营离合器生产，并在继续开发其他

民品，工业总产值在逐年上升。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的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明显

提高。这都是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全厂职_r-30年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尽职尽责，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为工厂的生产、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们编篡这部厂志，是为了客观地记述工厂的历史和现状。它集30年来工厂之大

全，是二二八厂的小“百科全书"，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对工厂两个文

明建设起到信息和咨询作用。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可贵价

值。

这部厂志的编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现

点，以事情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工厂历史的本来面貌和特点而编写，力求达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记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与发展的特点，展：现工厂生

产，建设的全部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深化改革的进程。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有关部门和兄弟单位的经验，阅读了一些传统志书和

现代志书作参考，并到长春市编志学习班进行培训，明确了编志的指导思想，采取了专

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并经有关领导讨论，确定了编写



略，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横结合，对历次政治运动，宜粗不宜细，着重正面撰写，

以志，记、图、表、录和照片为表现形式，以志为主。时一些无资料可查的历史事件，

请有关人员回忆，反复核查，形成文稿，对一些未留下照片的重要事情，尽量进行补

照，以达到文图并茂的效果。

为了鳊篡好这部厂志，我们走访了本厂和外地,250多人次，查阅了各种档案18413卷

次，搜集资料200多万字，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考证，三易其稿，最后压缩

为40万字。这部志书，是缩浓的资料库和信息库。它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借鉴，对我们今

后的工作决策颁有启迪，又是向职工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这部厂志是在兵器工业部，吉林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的指导下编篡的，同时得到

长春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当代长春"编辑部等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工厂许多老同志

热情关切，提供资料，特别是各科，室、车间的搜集资料人员和编辑人员，经过长时间

的艰苦努力，废寝忘食，任劳任怨，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值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l

《二二八厂厂志》【第一卷)，由于建厂时期几上几下，人员变动较大，一些事情

难以查清，加之“文革"期间为了战备疏散，将大部分档案资料付之一炬，这就给编篡

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加之我们水平有限，虽然作了很大努力，力求迟到全面，；隹确，

但是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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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第二二八厂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唯一的一个以生产军

用航空照相机为主的综合性的光学仪器制造厂。工厂于1 956年开始

筹备，1960年破土兴建。建厂中间，经过1961年停建，1964年续建

和缩小规模等几次重大变化。主产品于1964年第四季度开始试制，

1 965年试制成功，I 966年国家正式批准定型。从此，结束了我国航

空照相机依靠外援的历史，揭开了我国军用航空照相机装备史上新

的一页。

地理环境

二二八厂位于长春市南湖之滨，东经125度14分，北纬43度49

分，占地面积为551，998平方米。东靠南湖宾馆，南邻林苑苗圃，西

近汽车城，北连南湖公园。地势平坦开阔，花木郁郁葱葱，是长春

著名的风景区。

长春市地处美丽富饶的松辽平原，为吉林省省会，是全省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早在新石器时期，便有人类活动，夏、商、．

周、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少数民族肃慎族居住的地方。秦、汉、

三国以至晋、隋时期，为扶余国。唐时称渤海国扶余府。辽时改黄

龙府，金时属济州，后改隆州、隆安。清嘉庆5年，在长春堡设立

行政机关一一长春厅。同治4年，掘壕筑城，初具城市规模。这里 一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全市以饮马河、第二松花江和拉林河三大n ／
系为主，河流多，流域广，地下水源十分丰富。矿产资源有煤、石‘，／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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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天然气、石灰石、沸石、莹石、珍珠岩、膨润土、磷矿石、石

棉、石料等较为丰富，还有药材、。山菜、蘑菇、油料、编织料植物

等采集量较大的野生植物资源。今日的长春已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

荣的工业和文化城市。这里的名花君子兰，雍容华贵、超逸群卉，

名流全国。

工厂所在地，平均海拔232．5米。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4．8。C。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为零下16．9。C；7月

份最热，平均温度222．9。C。全年平均无霜期为140至1 50天左

右。

主导风向为西风和西南风，基本风压50公斤／平方米。最大风

速29．21／秒(1953年)，夏季平均风速3．5米／秒，冬季平均风速

4．3米／秒。

全年平均日照时数)勺2668．4小时。平均降水量2 622毫米。最

大积雪深度27厘米(1936年)，基本雪压35公斤／平方米。最大冻

土深度1 62厘米。年平均雷暴日数38．5天，年平均沙暴日数3．1天，

年平均冰雹日数3．8天。

地震基本裂度为7度区，历史上尚未发生过剧烈地震。

建厂以前，这里为市近郊的农田莱园。地势平坦，从东南向西

北略微倾斜，坡度为1％。厂区为粘土冲积层，耕土层以下为砂质

粘土层，可塑、大孔、无沉性土壤。压缩土壤层很厚，分为砂质粘

土和粘土两种主要层次。砂质粘土允许压力为2公斤／平方厘米，

粘土层2 2．5公斤／平方厘米。厂区地下水较低，地下水位距地表深

度为5米左右。

工厂所在地一一长春，是东北地区重要运输枢纽。铁路以中长

线为骨干，贯通南北。有长春到沈阳、长春到吉林、长春到哈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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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长春到白城等铁路运输线。还有长春到吉林、长春到哈尔滨、

长春到白城等10条辐射状公路，以及连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

民用航空线，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为工厂各种军品、民品及大量

物资进出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工厂建设

我国的军用航空照相机，以前均靠国外进口。为了实现国防现

代化，党和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制定发展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便将航空照相机制造工厂列入苏联援

建我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项目号852，订货号07851932。．

1956年3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一局成立了二二八厂筹备组，先

遣人员陆续抵达长春，开始搜集建厂地区的有关资料。5月，开始

对选择点进行勘察设计、地质钻探、土壤鉴别试验等工作。

工厂选址的第一个方案厂址距市中心5公里，在伊通河下游，

六三六厂东侧。由于地势低洼，地下水位较高，临近河道，易受水

患，而且土质松软耐压力不足，建筑物需加固地基，投资较大，遂

放弃第一方案。

第二方案厂址在市区西北部，距长春站4．5公里(现一三三厂附

近)。经过勘测，由于该地区坟墓较多，建筑物容易沉陷，加之，

居民住宅较多，烟气较大，不适宜建设光学工厂。因此，第二方案

也被放弃。

第三个方案选在南湖南岸风景区(现在厂区)，距孟家屯车站

3．5公里，南湖大路以南o．6公里，新民大街延长线以西0．5公里。三劣
这里地势较高，平坦开阔，依林傍水，环境幽雅。经过勘测，土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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