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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的冻米糖车间即将竣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冻米糖，饼干、糕点车问



增产牌冻米糖 金菊牌白麻片

荣获轻工韭部优质产品证书

企业整顿合格证 职工之家合格证



远红外线炉 汽水机组

亿 验

汽车运输 配电房

黪，

。

；∞墨_爹

魁徽霪灌黪戮鬈藤鬈麓



轻工业部优质产品江西名产

《增产牌》丰城冻米糖

轻工业部优质产品江西名产

《金菊牌》丰城白麻片



丰城县食品厂

历 年领 导人合影

时排左起t

刘省喜，程义根，熊冬根，

杨长元，罗细福，刘余春，

刘洪钧，徐茂林，鄢年生。

舌排左起，

赖梅良．裴冬生，周被根，

周义泉，于月辊，叶满梗，

溶_j!保，赵民山．像再根，

胡小水．熊礼徉．刘荣X。

回顾食品厂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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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县食品厂志》，编写了二十七年厂的。7主要历

程，从1958年12月创办厂的时候起至1985年终止口

在丰城县工业志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厂党总支部、

行政、工会的重视和支持。书记，兼厂长罗细福同志，为编

写工作收集资料，专门邀请历年厂级领导干部座谈厂的发

展史。厂干部和职工都积极提供了不少的资料，使这一工

作顺利进行。

根据“三新"(新观点、新办法、新材料)， “三

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为“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这一总的原则。要求该《厂志》力求突出科学技术和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厂区平面图

厂区规划图

照 片

序 言

概 述⋯⋯⋯⋯⋯⋯⋯⋯⋯⋯⋯⋯⋯⋯⋯⋯⋯⋯⋯⋯⋯⋯⋯⋯⋯⋯⋯⋯⋯⋯⋯⋯⋯1

第一章：企业发展史⋯⋯⋯⋯⋯⋯⋯⋯⋯⋯⋯⋯⋯⋯⋯⋯⋯⋯⋯⋯⋯⋯⋯⋯⋯⋯⋯⋯⋯2

第一节：建置沿革⋯⋯⋯⋯⋯⋯⋯⋯⋯⋯⋯⋯⋯⋯⋯⋯⋯⋯⋯⋯⋯⋯⋯⋯⋯⋯⋯·．2
第二节：工艺技术⋯⋯⋯⋯⋯⋯⋯⋯⋯⋯⋯⋯⋯⋯⋯⋯⋯⋯⋯⋯⋯⋯⋯．．．⋯⋯⋯⋯4

·一、酱油工艺的进步⋯⋯⋯⋯⋯⋯⋯⋯⋯⋯⋯⋯⋯⋯⋯⋯⋯⋯⋯⋯⋯⋯⋯⋯⋯4

⋯二、．第一台饼干机．t．⋯⋯⋯⋯⋯⋯⋯⋯⋯⋯⋯⋯⋯⋯⋯⋯⋯⋯⋯⋯⋯⋯⋯⋯⋯5

(， 三、新生的冻米烘干房⋯⋯⋯⋯⋯⋯⋯⋯⋯⋯一⋯⋯⋯⋯⋯⋯⋯⋯⋯⋯⋯⋯⋯·5

四、小件机械工具⋯⋯．．，⋯⋯．，．⋯⋯⋯一⋯⋯⋯⋯⋯⋯⋯⋯⋯⋯⋯⋯⋯⋯⋯⋯6

五、技术改造项目叩一，．．．，．一⋯⋯⋯⋯⋯⋯⋯⋯⋯⋯⋯⋯⋯⋯⋯⋯⋯⋯⋯⋯⋯6

六、化验室建起来了⋯一一⋯．．，⋯⋯一⋯⋯⋯⋯⋯一⋯⋯⋯⋯⋯⋯⋯⋯⋯⋯⋯7

第三节：生产建设⋯⋯⋯⋯⋯⋯⋯⋯⋯⋯⋯⋯⋯⋯⋯⋯⋯⋯⋯⋯⋯⋯⋯⋯⋯⋯⋯⋯8

一，冻米糖⋯⋯⋯⋯⋯⋯⋯⋯⋯⋯⋯⋯⋯⋯⋯⋯⋯．．．⋯⋯⋯⋯⋯⋯⋯⋯⋯⋯⋯8

二、自麻片⋯”⋯⋯⋯⋯⋯”w⋯一⋯⋯⋯⋯⋯⋯⋯⋯⋯⋯⋯⋯⋯⋯⋯⋯⋯⋯··1l

三，经济活动⋯⋯：⋯⋯⋯⋯⋯⋯⋯⋯⋯⋯⋯⋯⋯⋯⋯⋯⋯⋯．．．⋯⋯⋯⋯⋯⋯··13

第二章：各项工作⋯⋯⋯⋯⋯⋯⋯⋯⋯⋯⋯⋯⋯⋯⋯⋯⋯．．．⋯⋯⋯⋯⋯⋯⋯⋯⋯⋯⋯⋯15

第一节i党组织工作⋯⋯⋯⋯⋯⋯⋯⋯⋯⋯一⋯一⋯w．．，一⋯⋯⋯⋯⋯⋯⋯⋯⋯⋯15

一、组织建设．．．⋯⋯⋯⋯⋯“⋯⋯⋯”⋯⋯⋯⋯⋯⋯⋯⋯⋯⋯⋯⋯⋯．．．⋯⋯⋯“15

二、党支部在该厂的领导作用．．．⋯⋯⋯⋯⋯．．-⋯⋯“⋯⋯⋯⋯⋯⋯⋯⋯⋯⋯⋯·15．

三、关于总支委员会工作暂行条例．．，⋯一⋯⋯⋯⋯⋯⋯⋯⋯⋯⋯⋯⋯⋯⋯⋯⋯15，

四，一九八五年的整党工作w”，一一⋯．，．一⋯，，．w一⋯，一．一⋯⋯⋯⋯⋯⋯⋯⋯17

附l总支委员会十条守则⋯⋯⋯m⋯．．．⋯⋯⋯⋯⋯⋯⋯⋯⋯⋯⋯17

第二节。体制改革和责任制⋯⋯⋯⋯⋯⋯⋯⋯⋯O BO e00⋯⋯⋯⋯⋯⋯⋯⋯⋯⋯⋯⋯⋯1 7，

一，经济责任制试行办法⋯⋯，，．．，．⋯⋯⋯⋯⋯⋯⋯⋯⋯⋯”⋯⋯⋯⋯一⋯⋯⋯·17

—r王一



二，办公室职责范围⋯⋯⋯⋯⋯⋯⋯⋯⋯⋯⋯⋯⋯⋯⋯⋯⋯⋯⋯⋯⋯⋯⋯⋯⋯20

三，机关人员百分计酬暂行条例⋯⋯⋯⋯⋯⋯⋯⋯⋯⋯⋯⋯⋯⋯⋯⋯⋯⋯⋯⋯2l

附：糕点分厂分工种职责(摘录)⋯⋯⋯⋯⋯⋯⋯⋯⋯⋯⋯⋯⋯⋯⋯⋯⋯22

第三节s民主管理⋯⋯⋯⋯⋯⋯⋯⋯⋯⋯⋯⋯⋯⋯⋯⋯⋯⋯⋯⋯⋯⋯⋯⋯⋯⋯⋯⋯23

一、民主管理概况⋯⋯⋯⋯⋯⋯⋯⋯⋯⋯⋯⋯⋯⋯⋯⋯⋯⋯⋯⋯⋯⋯⋯⋯⋯⋯23

二，关于职工代表大会实施条例(试行方案)⋯⋯⋯⋯⋯⋯⋯⋯⋯⋯⋯⋯⋯⋯24

第四节l计划管理⋯⋯⋯⋯⋯⋯⋯⋯⋯⋯⋯⋯⋯⋯⋯⋯⋯⋯⋯⋯⋯⋯⋯⋯⋯⋯⋯⋯26

第五节l财务管理⋯⋯⋯⋯⋯⋯⋯⋯⋯⋯⋯⋯⋯⋯⋯⋯⋯⋯⋯⋯⋯⋯⋯⋯⋯⋯⋯⋯27
1

第六节l劳动管理⋯⋯⋯⋯⋯⋯⋯⋯⋯⋯⋯⋯⋯⋯⋯⋯⋯⋯⋯⋯⋯⋯⋯⋯⋯⋯⋯⋯27～

第七节：质量管理⋯⋯⋯⋯⋯⋯⋯⋯⋯⋯⋯⋯⋯⋯⋯⋯⋯⋯⋯⋯⋯⋯⋯⋯⋯⋯⋯⋯27+ ·

一、冻米糖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27

二、白麻片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32

三、酱油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37

四，汽水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37

五、其他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39

第八节l物资管理⋯⋯⋯⋯⋯⋯⋯⋯⋯⋯⋯⋯⋯⋯⋯⋯⋯⋯⋯⋯⋯⋯⋯⋯⋯⋯⋯⋯4伊

一，原料和产品管理⋯⋯⋯⋯⋯⋯⋯⋯⋯⋯⋯⋯⋯⋯⋯⋯⋯⋯⋯⋯⋯⋯⋯⋯⋯40

二，设备管理⋯⋯⋯⋯⋯⋯⋯⋯⋯⋯⋯⋯⋯⋯⋯⋯⋯⋯⋯⋯⋯⋯⋯⋯⋯⋯⋯⋯40

三、工具管理⋯⋯⋯⋯⋯⋯⋯⋯⋯⋯⋯⋯⋯⋯⋯⋯⋯⋯⋯⋯⋯⋯⋯⋯⋯⋯⋯⋯40

第九节l安全卫生管理⋯⋯⋯⋯⋯⋯⋯⋯⋯⋯⋯⋯⋯⋯⋯⋯⋯⋯⋯⋯⋯⋯⋯⋯⋯⋯4l

一、安全生产工作⋯⋯⋯⋯⋯⋯⋯⋯⋯⋯⋯⋯⋯⋯⋯⋯⋯⋯⋯⋯⋯⋯⋯⋯⋯⋯4l ·

二、关于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的规定⋯⋯⋯⋯⋯⋯⋯⋯⋯⋯⋯⋯⋯⋯⋯⋯⋯42

第十节。计划生育工作⋯⋯⋯⋯⋯⋯⋯⋯⋯⋯⋯⋯⋯⋯⋯⋯⋯⋯⋯⋯⋯⋯⋯⋯⋯⋯43，

第三章l职工状况⋯⋯⋯⋯⋯⋯⋯⋯⋯⋯⋯⋯⋯⋯⋯⋯⋯一⋯⋯⋯⋯⋯⋯⋯⋯⋯⋯⋯⋯44

第一节：职工结构⋯⋯⋯⋯⋯⋯⋯⋯⋯⋯⋯⋯⋯⋯⋯⋯．．．⋯⋯⋯⋯⋯⋯⋯⋯⋯⋯⋯44

第二节t职工工资和工资调整⋯⋯⋯⋯一⋯⋯⋯⋯⋯⋯⋯⋯⋯⋯⋯⋯⋯⋯⋯⋯⋯⋯44

第三节：劳保福利⋯⋯⋯⋯⋯⋯⋯⋯⋯⋯⋯⋯⋯⋯⋯⋯⋯⋯⋯⋯⋯⋯⋯⋯⋯⋯⋯⋯45．

第四节：解除职工后顾之忧的工作⋯⋯⋯⋯⋯⋯⋯⋯⋯⋯⋯⋯⋯⋯⋯⋯⋯⋯⋯⋯⋯46．

r’一，大集体⋯．“⋯⋯⋯⋯⋯⋯⋯⋯⋯⋯⋯⋯⋯⋯：¨⋯⋯⋯⋯⋯⋯⋯⋯⋯⋯⋯⋯46，

二、家属工⋯⋯⋯⋯⋯⋯⋯⋯⋯⋯⋯⋯⋯⋯⋯⋯⋯⋯⋯⋯⋯⋯⋯⋯⋯⋯⋯⋯⋯46

三、待业青年⋯⋯⋯⋯⋯⋯⋯⋯⋯⋯⋯⋯⋯⋯⋯⋯⋯⋯⋯⋯⋯⋯⋯⋯⋯⋯⋯⋯46

’、四，职工子女就学⋯⋯⋯⋯⋯⋯⋯⋯⋯⋯⋯⋯⋯⋯⋯⋯⋯⋯⋯⋯⋯⋯一⋯⋯·：·46一

一2一



●

五、幼儿园⋯⋯⋯⋯⋯⋯⋯⋯⋯⋯⋯⋯⋯⋯⋯⋯⋯⋯⋯⋯⋯⋯⋯⋯⋯⋯⋯⋯⋯47

第五节l职工家庭生活建设⋯⋯⋯⋯⋯⋯⋯⋯⋯⋯⋯⋯⋯⋯⋯⋯⋯⋯⋯⋯⋯⋯⋯⋯47

第六节。其它⋯⋯⋯⋯⋯⋯⋯⋯⋯⋯⋯⋯⋯⋯⋯⋯⋯⋯⋯⋯⋯⋯⋯⋯⋯⋯⋯⋯⋯47

’第四章：组织机构⋯⋯⋯⋯⋯⋯⋯⋯⋯⋯⋯⋯⋯⋯⋯⋯⋯⋯⋯⋯⋯⋯⋯⋯⋯⋯⋯⋯⋯⋯48

第一节。历年各组织及负责人⋯⋯⋯⋯⋯⋯⋯⋯⋯⋯⋯⋯⋯⋯⋯⋯⋯⋯⋯⋯⋯48

第二节。现任各组织负责人⋯⋯⋯⋯⋯⋯⋯⋯⋯⋯⋯⋯⋯⋯⋯⋯⋯⋯⋯⋯⋯⋯50

+第五章l大事记述⋯⋯⋯⋯⋯⋯⋯⋯⋯⋯⋯⋯⋯⋯⋯⋯⋯⋯⋯⋯⋯⋯⋯⋯⋯⋯⋯⋯⋯⋯52

第六章：人物简介⋯⋯⋯⋯⋯⋯⋯⋯⋯⋯⋯⋯⋯⋯⋯⋯⋯⋯⋯⋯⋯⋯⋯⋯⋯⋯⋯⋯⋯⋯53

附t历年荣获省、地、县的先进集体⋯⋯⋯⋯⋯⋯⋯⋯⋯⋯⋯⋯⋯⋯⋯⋯⋯⋯54

。第七章；杂记⋯⋯⋯⋯⋯⋯⋯⋯⋯⋯⋯⋯⋯⋯⋯⋯⋯⋯⋯⋯⋯⋯⋯⋯⋯⋯⋯⋯⋯⋯⋯⋯55

后记⋯⋯⋯⋯⋯⋯⋯⋯⋯⋯⋯⋯⋯⋯⋯⋯⋯⋯⋯⋯⋯⋯⋯⋯⋯⋯⋯⋯⋯··；⋯⋯⋯⋯⋯56

编篡领导小组成员名单⋯⋯⋯⋯⋯⋯⋯⋯⋯⋯⋯⋯⋯⋯⋯⋯⋯⋯⋯⋯⋯⋯⋯⋯⋯⋯⋯⋯57

—3一



概 述

丰城县食品厂，位于丰城县境内偏西南。座落正在施工建设的人民路，东距向塘飞机

场30公里，西距樟树飞机场30公里I南距浙赣铁路丰城车站1公里，北距赣江丰城码头1

公里。

基地面积l大院内面积12，115．7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7，840．7平方米(主房面

积7，229．4平方米l附房面积611．3平方米)。院门外规划面积1，900平方米，以上总面积

14，015．7平方米。

该厂是综合性的食品工业，产品分为四季糕点、豆制品、糖果，饮料四大类，花色品

种253个。品种中冻米糖是主要产品，淘汰品种黄烟和豆酱弘两个淘汰品种，都在1973年

间先后停止了生产。淘汰原因：黄烟被香烟取而代之，豆酱当时订销价不合理，影响企业

利润。全部品种以销定产0

产品销售：历史习惯，工商两家分工，工厂生产，商业销售、生产的食品由县付食品

公司经营，自‘中央提出搞活经济的号召后；于1981年下半年该厂自设了营业部，开展批发

业务，据近三年统计，销售比例j公司与厂方各占．一半。产品多行销县境内，唯冻米糖远

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犬城市。

主要原料和燃料r粮，油、糖、煤基本上就地采购；自古丰城有“金丰城"之称，是

粮．’油，煤的盛产地。除白砂糖向本省赣州地区进货外，粮油煤满足本县钾组织外销。

由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该厂进行了企业内部体制改革，逐步落实

经济责任制。“企业全面整顿"已验收合格，生产规模已由原手工生产，现已初步实现机

械生产的社会主义食品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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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发展史

第一节建置沿革

1958年12月1日成立一一丰城县食品厂。

该厂前身是由十九户私营商店，：]：1956年2月份根据不同行业，分别联成三个公私合

营单位，即：京果南货业，取名《和昌和平中心店》，豆酱业，取名《豆酱酿造厂》，黄

烟业，取名《胜利中心商店》。这三个公私合营商店，经县府批示，以和昌和平中心店为

主，进一步组织起来，合并为国营企业。命名《丰城县食品厂》。

十九户私营商店加入公私合营情况表

厶 所 属 私 营 商 店口

营

名 从业 从业

称 店 名 经理 投资 店名 经理 投资
人员 人员

和 和 昌 余发元 7330．12 39 刘祥圣 刘贱元 270．68 1

昌 杜元圣 杜也元 211．51 l 黄正顺 黄根生 175．37 1

和 付兴昌 付良魁 3 赖洪顺 赖雨生 1

平

中
周兴发 周恢信 236．95 ‘3 余和圣 余和辉 l

心 付正香 付菊生 66．05 l 付生记 付生根 l

店 刘金生 l周生发 周荣生 357．07 2 刘祥顺
、

旦
合 昌 汤德华 6610．68 10 圣和祥 李厚成 938．53 5

凿
酿
造 裕 记 陈玉珊 5 致发源 范廷魁 675．46 4
厂

胜 祥 太 赖洪泉 1477．80 6 慎 太 张春元 713．64 5
利
中
心

群 力 杨禄生 1117．64 6
店

附注：建国前，丰城街的京果南货店共有12p，尚未开展对私改造前，有lOp私商，

先后停业关门。和昌、和平两户参加了公私合营，在合营转国营时，和平商店

又归属贸易公司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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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厂时全员125人，(其中：编外人员29人)均男性，党员11人，杨长元任书记兼厂

长I徐再根任工会主席，负责办公室的工作，饶荣奎任会计。他们三人负责全厂的管理工

作，其余人员都在生产第一线。

办厂资金完全是接管公私合营的资产，其总资金额仅有20175元，当时资金不够周转，

只有向银行贷款。

生产规模小，全是手工操作。品种维持原状，生产糕点，水果糖，豆制品，黄烟等，

年产值只有100多万元。
。

生产房是陈旧的民房，分布在六个地段：(详见示意图)

一刚io，气帚 I与i>
}融

0

警吲I大iEl-_阜盯盈盯磁 -—盥l陆l触臌l审1．绺
l子l l家i {拳l

，l l I巷l l巷l

图 磊i|巷。井丽>生产房例

1961年6月14日(农历5月初2日)下午，洪水袭击了丰城街，刘家井的生产房全被

冲垮，-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从此，就有迁厂房的念头。刚好，饮食服务公司在大树李家的

养猪场要下马，食品厂接管了这块地方。立即建起两栋简易房，先把酱油饴糖两个车间搬

进去生产。随后，一边建房，一边迁移，直到1969年下半年。全迁到新地，全厂的工作、

生产集中在一个地盘上，成为永久的基地。

该厂隶属关系多次变更l 1958年至1959年归属商业系统，1960年至1968年归属工业系

统，1969年至1973年又归属商业系统，1973年下半年至现在仍然归属工业系统。

从1958年12月建厂的时候起，到1985年12月止，在这27年中有了显著变化。人员上l

原有125人，尽男性，没有女工。现有222人，比原人数增]J1197人。尤其是女丁，原是个三专

白点，现在女工占总人数40％。生产上t改变了原来的肩挑水、牛推磨的生产方式，现在

有一半工艺，用机电和机械生产。产值，产量都翻了一番左右。．固定资产·原价值仅2万

另元，现价值697，996元，翻了30番。对国家贡献；27年的纯上缴资金6，030．076元。(其

肆ol税金2，931．479元)予料今后食品行业会有个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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