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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和省、市关于编史修志的有关指示精神，我们编写了这部《佳木斯橡胶

厂志》。力求真实、全面地记载橡胶厂22年的发展史，再现人们艰苦创业的艰难，展示

生产迅速发展的累累硕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工厂今后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志书在内容上，以生产为主，以产品和企业管理为重点；在写法上，以横为主，纵

横交错。上限1961年，工J一的创建，下限至1 983年年末，共22年的历史。分为9章，

43节，近9万字。

志书的编写工作是在佳市石化工业局党委和厂党总支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写作中，

严格遵循党和国家以及省、市的有关精神，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了大最

的资料搜集、制卡、考证、筛选等一系列细微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使用资料，秉

笔直书，进行写作。初稿完成后，曾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几经修改。又经本厂厂志编

审委员会、局史志办公室和局党委的逐级审查、修改，最后定稿，付印成书。

在志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局史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得到了过去曾经在橡

胶厂工作过的一些领导和同志的许多热情的支持，得到了在厂干部和职工的积极支持和

热情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本厂过去近20年的历史文字记载很少，志书中所使用的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口碑

材料，其可靠性有一定的局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尤其是我们水平有限，因此，志

书中史实失真，数据差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佳木斯橡胶厂厂志编写委员会

1985年4月27日



佳木斯橡胶广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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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一厂总支委员会被佳市石化局评为先进党总支

橡咬一厂党学支被佳木斯市委评为先进党总支



先进企业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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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企业概况

佳木斯橡胶厂(包含佳木斯市橡胶一厂)是一个综合性的橡胶企业，全民所有制

(橡胶一厂为集体所有制)，科级单位，隶属于佳木斯市石油化学工业局管辖。于

王981年9月开始建设，同年11月1 5日正式投产。主要产品是民用布面胶鞋和工业用橡胶

制品。

工厂位于佳木斯市西郊友谊路中段道北四百米处，属于佳木斯市永红区管域。东与

佳木斯市钢管厂、佳木斯市铝制品厂一墙之隔，南与佳木斯市二轻局物资仓库隔道相

望，西与佳木斯市物资局仓库毗邻；北与佳木斯市长青公社江南大队耕地接壤。厂区占

地面积60，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南距隹木斯铁路分局二中专用铁路

线185米，工厂的大宗原材料，主要产品和燃料煤等物资均利用这条专用线运进和输出。

再向南200米，便是佳木斯市一线公共汽车钢厂车站。北取近路至松花江红旗路渡口仅三

公里，可谓水陆交通方便，得占地利。

1983年，全厂有职工915人，其中：党员66名，占职工总数的7．2％；团员62名，占

青年总数f14J26．7％；干部104名，占职工总数的11．4％；工程技术人员17名，占干部总

数构16．3％。全厂设19-I"-股(室)，10个车间，两个厂部直属的班组，主要设备156台，

固定资产原值375．5万元，净值230．371元；企业自有流动资金86万元；全年生产胶鞋147

万双，普通全胶管52吨，冷胶料272吨，为用户加工胶辊35万立方时，橡胶杂品26吨；胶

鞋外观质量均超过了国家标准和企业内控指标，硫化套鞋、农林棉胶鞋、胶辊先后被评

为省tjI质产品；实现工业总产值76771元；销售收入62 7，．3万元；上缴税金35．27i元，企

业盈利32．3万元。1980年至】983年，连续四年，佳木斯橡胶厂被评为佳木斯市石化工业

系统的先进企业。

第二章企业沿革

隹木斯橡胶厂从1961年9月开始建厂，剑1983年，已经经历T22年的发展历史．它

的前身是佳木斯市胜利橡胶制品厂。这个厂是在1956年由几家个体橡胶小手工业合作以

后发展起来的。主要服务项目是：补胎、轮胎翻新；主要产品是承揽加工橡胶配件，

如：各种压垫、密封圈等；还生产少精的三角带、夹布胶管等。厂址在长安大街路南，

合江行政专员公署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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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建厂初期

196】年10月一1962年8月

1960年，我国处于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各种物资供不应求。根据市场调查，在佳

木斯市平均五个人一年才能买到一双鞋。当时，佳市只有一个旭光制鞋厂，生产皮鞋和

布鞋，年产数量不多，尤其是市民穿用的胶鞋全靠外进，为了平衡供求关系，不得不按

人需发票，凭票买鞋。人们得到一张鞋票，如获至宝。市政府为了解决人民穿鞋难的问

题，决定佳木斯市自己生产胶鞋。佳木斯市第三工业局局长李成良争到了这个任务，并

落实到佳木斯市胜利胶橡制品广。

1961年4月，胜和橡胶制品厂开始试制胶鞋。由王乐枝，郭俊英、张久珍、张淑

珍、孙玉范、高学云、施立广等人组成一个胶鞋试制小组，利用工厂路北一座75平方米

的板夹泥房作试验室。设备很简单，有几张木板案子，一台“44”脚踏缝纫机，几只成

型压花用的花辊等工具，从佳木斯旭光鞋厂借来了几双木制鞋植，胶鞋试制工作就这样

搞了起来。试验的重点是制帮和成型。一个多月以后，就拿出了样品，主要是童单鞋、

平绒面鞋。市政府对样品很满意，决定尽快投产胶鞋。但是，工厂受厂房和场地的限

制，安排不开胶鞋生产设备。经市同意，工厂另选场地，建设皎鞋生产车间。

李成良和工厂的书记李本汉亲自带人踏察数处，最后选择了原商业钢厂的遗址。这

里地处佳市西郊，空旷荒芜，钢渣遍地，钢厂废弃的设备横躺竖卧，残存的高炉和烟囱

耸立其中。可取的是，这里有几处闲置的房屋，对于当时一个缺资少物的小厂具有很大

的吸引力，修缮总比新建要省钱省力。

1961年9月，开始筹建胶鞋生产车间。lo月调集人马，破土动工。由副厂长张殿

兴带领一部分干部和职工来到厂地，突击建设胶鞋车间。李成良局长动员全局的干部和

职工给予人力和物力支援，并且，多次参加建厂劳动。

当时，先选了两栋闲置的厂房，一栋是现在的五金仓库和化工仓库的一部分，300平

方米，另一栋是与其相邻的胶鞋成品库，利用了300平方米。南栋房的西南角作配电

室，其余部分是炼胶车间，从市内厂搬来一台八时炼胶机。北面一栋房是成型车间，有

一台小硫化罐，一排简单的木板成型案子，能容纳40双鞋的刷胶干燥架子。外借来一台

0．35T的蒸汽锅炉，盖了一座简陋的锅炉房。在炉旁打。T口深水井，用人踩着凳子往锅

炉里压水。11月15日，生产出了第一罐棉胶鞋，产量35双。胶鞋车间正式生产后，从市

内厂里又调过来一部分人员，共72人。胜利橡胶厂从此分为两地生产。人们习惯称市内
的原厂址为东厂，新建的胶鞋车间叫西厂。

在1962年6月以前，工厂只有炼胶和成型两个车间，承担胶鞋生产用胶和成型生产

任务。鞋帮由佳木斯市第一服装厂给加工，工厂供给棉布，提供样板，服装厂负责裁断

和加工。鞋帮结构设计是张淑珍。

1962年，胶鞋生产正式纳入国家计划，产品国家包销，原材料按计划供给。为适应

生产发展的需要，6月成立了裁断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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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击建厂时期，工厂条件差，职工劳动艰苦。大家常常冒着严寒一天劳动十多个

小时，饿了有时只能发给每人一、两把炒黄豆充饥。工厂远离市中心十多里路，没有公

共汽车，厂里也没有通勤车，多数职工上下班靠步行，家远的每天要来回走四十多里路。

第二节二+一年的发展

1962年8月一1983年12月

一、胶鞋和制品分家

1962年8月，胶鞋生产已经正常，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月均产量达到13万双。

为了有利于胶鞋的发展，根据手工业发展三十五条的精神，主管局决定将胶鞋从胜利橡

胶厂分出。这样，将佳木斯市胜利橡胶厂分为两个厂，一个是原来的厂，改名为“佳木

斯市轮胎翻修生产合作社”，主要产品是橡胶杂品和轮胎翻新；另一个就是西厂，改名

为“佳木斯市橡胶杂品生产合作社”，主要产品是棉胶鞋和橡胶制品。分家后，两厂厂

址不变，原胜利橡胶厂的债权、债务由橡胶杂品生产合作社承担。卢聚善任书记兼厂长，

副厂长有刘同吉、魏春、张殿星、马玉lU。

1962年，工厂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职工总数238人；固定资产原值69．2万元，净

值61．3万元，自有流动资金34．1万元；年产胶鞋16万双；胶鞋外观质量，合格率达95％，

一级品率达到90．6％，实现工业总产值】34．6万元；交纳税金21．7万元’盈利2．4万元．

=、橡胶杂品生产合作社转为橡胶一厂

分家以后，胶鞋生产发展迅速。1963年5月，开始组建制帮车间，鞋帮由过去的全

部外加工，陆续转为大部分厂内自制，形成了胶鞋生产一条龙。1964年5月，杂品车间

归给轮胎翻新合作社，从此，杂品合作社只生产胶鞋。1965年与1962年相比，胶鞋年产

量增长了88％，工业总产值增长了0．3％；胶鞋外观质量合格率和一级品率分别提高了

1．7％和2．6％；利润增长1．4倍。

1966年10月31日，经佳木斯市经济委员会批准，佳木斯市橡胶杂品生产合作社改名为

佳木斯市橡胶一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科级单位，隶属于佳木斯市二轻局革命委员会主

管，独立核算，全系统共负盈亏。但是，由于“文革"的冲击，工厂的经济效益明显下降，

胶鞋年产量比上年下降了8％，工业总产值下降了8％，利润减少4．7倍。1966年到1977年

12年问，有7年亏损，累计亏损额高达280万元。尤其后5年，连续亏损累计273．5万元。

。三、佳木斯胶辊厂成立

1979年，在国民经济调整中，黑龙江省石化工业局和省百货站，根据当时胶鞋产量大

于销量，产品积压的形势，调整了黑龙江省1 979年胶鞋生产计划，本厂的年计划由原来

的160万双，削减到96万双，被削减了40％。工厂面临着一年生产半年闲的局面，在日

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企业在调整中求生存，争发展，厂党总

支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胶鞋供过于求，不利于大发展，而橡胶制品短线产品很多，

上橡胶制品大有可为。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本厂的橡胶专业设备和技术的优势。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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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大上橡胶制品，以副养主的决策。

经过市场调查，首先决定上加工胶辊项目。1980年胶辊加工研究成功，并建成生产

车闻。从此，橡胶一厂结束了建厂十八年来只生产胶鞋，产品单一的历史。

1981年12月2,t日，经佳木斯市经济委员会佳经发(81)117号文件批准，胶辊车间

发展成“佳木斯胶辊厂”。企业性质是全民所有制，科级单位，隶属佳市石油化学工业

局管辖。胶辊厂设有独立的领导班子，实际仍然是一个生产车间，由橡胶一厂的班子统

一领导，有职T47人，经济上独立户头，单独核算，由主管局直接下达生产计划。对内，

胶辊厂和橡胶一厂是一个厂，叫胶辊车间，对外，则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以胶辊厂的名

义进行经济活动。以加工胶辊为主，同时，承揽加工各种橡胶杂品。1982年，胶辊厂固

定资产原值55．8万元，净值38．3万元，创造工业总产值53万元，上缴税金7。2万元，盈

利B．18万元，占全厂(指橡胶一厂和胶辊厂总额)利润的28．2％。

四、佳术斯市永红鞋帮厂并入

佳木斯市永红鞋帮厂原来是佳木斯市永红区的一个街道企业，主要为佳木斯市橡肢

一厂加工棉鞋帮，1979年1月划归佳木斯市石油化学工业局管理。为了有剩子艘鞋生产

的统一管理，1981年12月24日，经佳木斯市经济委员会佳经发(81)i20号文件撒准，

永红鞋帮厂并入橡胶一厂，作为一个生产车间一一四车间。

五、佳木斯橡胶厂成立

1982年以来，胶辊厂又陆续研究和投产了再生胶，化学再生胶等新产品，以及一些

新的橡胶杂品。同时，又在着手试制7G一2防水冷胶料等产品。产品的增多，使胶辊厂这个

名字已经不能确切地表达企业的内容。1983年1月26日，经佳木斯市经济委员会_(83)10

号文件批准，崖木斯胶辊厂改名为“佳木斯橡胶厂”。同年，固定资产原值迭囊躺．3万元，

净值66．7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了54．6％和74．2％，实现工业总产值98万元，比上年增

长了84．9％，盈利11。1万元，比上年增长了79％，占全厂总利润的34,．4％。

1983年，隹木斯橡胶厂和佳木斯市橡胶一厂，级别未变，所有制性质未变，仍然是

一套领导班子和管理机构，均属佳木斯市石油化学工业局管辖。两个厂各分别对臻，内

部仍然是一个厂。主管局在名义上作为两个厂来管理，分别下达计划，分别考核。对两厂

的工作却是一并布署、检查、总结翻奖罚。人们出于对全民所有制的向往和追求，已经

习惯把两厂统一称为佳木斯橡胶厂。而不愿再叫橡胶一厂这个名称。在厂内习惯用“胶

鞋一和“胶制品’’作为橡胶一厂和橡胶厂的代名词，用“全厂”或“橡胶厂"这两个概

念来统称两厂。以后，本志均用习惯叫法。

1983年全厂职工人数是1962年的3．8倍，固定资产原值是它的5．4倍，净值是它的

3．6倍，自有流动资金是它的2．5倍；胶鞋产量是它的9．2倍；工业总产值是它的5．7倍，

利润是它的13．5倍。

19|62年至1983年，建厂22年来，工业总产值每年以8．6％的速度递增，利润以每年

63．2％的速度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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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木斯橡胶厂企业沿革囱

1958年lO月一一1983年12月

∽羹妻翟慧学
社
转 分出
厂

佳木斯市橡胶一厂

1966、10一一1983、12

t

f 。
；～ “

佳木斯市永红鞋帮厂 佳木斯胶辊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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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产

第一节概

口
ⅡH

述

1962年8月，佳木斯市胜利橡胶制品厂按产品分为两个厂，佳木斯市橡胶杂品生产

合作杜的主要产品是棉胶鞋，其次，对外承揽加工橡胶压垫，密封鼹等杂品。1965年，

橡胶杂品车间归给佳木斯市轮胎翻修生产合作社以后，到1978年，只生产布面胶鞋。

1979年，胶鞋减产后，开始研究和生产胶辊、胶管、橡胶杂品、冷胶料等工业用橡胶制

品。逐步形成了两大类产品，即：布面胶鞋和工业用橡胶制品。在这两类产品中，硫化

套鞋、农林梅胶鞋和胶辊被评为黑龙江省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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