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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县地方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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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我国向“四化”进军和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洪流
中， 《榆树县经委工业志))象一株茁壮的春苗，破土诞生

了。这是经委系统广大职工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也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盛世修志"精神的可喜成
果。

《经委工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着遵重历史，

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伟：赶的社会主义时
代精神，时代风貌。 《榆树县志稿》都对工业、手工业，

农机事业作了简略的记述，为本县工业提供了有价值的史

料。但是，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本县工业发展

缓慢，十分落后。解放后的四十多年，在党的领导下，本县

工业蓬勃发展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干群辛勤劳动取得的辉煌成

就，特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的光辉业绩，应该记入史册，以发扬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更好地为“四化"建设
服务。

回顾建国四十多年来经委工业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宝

贵经验，也有失败的沉痛教训，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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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实践证明了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是极为珍贵

的财富。

((经委工业志》它是对青年职工开展厂史教育的生动教

材，它是各级领导干部指导工作的知识宝库；它也是工程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查询资料的汇编。工作人员读了它，知昔

鉴今，有助于做好本职工作；青年职工读了它，将会懂得老

一辈创业之艰苦，激励他们发扬开拓精神，继往开来，再续

新篇。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兄弟部门的大力支持，各基层

企业为编写《经委工业志))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此，表示衷

心感谢。

编写《经委工业志》，本应力图做到史料翔实，图文并

茂、文字优美，经得起检验，并使之流传，起到总结前人、

启迪后人之目的。但是，由于我们水平低、知识浅，在体

例、内容、文字结构等方面都有很多缺陷，恳请批评指正，

使之更臻完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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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写《榆树县经委工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大量历史资料基础上

经过调查考证，真实反映本县工业生产发展变化的历史，特

剐是解放四十年来的发展历史。

二、本专志编纂范围，经委未成立前工业指全县而言，

或立后系县经委所属企业单位，不包括二轻集体工业与粮油

工业和电力工业。

三、科学的安排志本的篇目，是体例规范的实际运用和

具体要求。突出了工业特点，设计了横例百科，纵写史实的

篇章节目和图表。上限从公元一九三五年开始，适当追朔以

前历史，下限一九八五年，分别以图、文、表、记等形式予

以记载。

四、本专志分为：概述、大事迹、医药事业发展，酿酒

工业、化学工业、机械修造工业、工业经销、印刷工业、工

业产品、食品淀粉工业、建筑安装、停、并，转企业，职工

队伍建设、企业管理，机构沿革及人事更选、人物传，等共十

六章和附录；全志书约七万文字。

五、本专志资料来源：查阅工业档案资料五十二卷，走

访老干部、老职工四十五人次，摘录文字和口碑资料四十万

文字，基层企业编写的厂志和发展史资料七十万文字。志中

所列数据，均来源予工业科(包括企业公司)历年统计资料

汇编，对不足部份根据县工业局财务年报和厂史资料。

志本以语体文记载，文字精练，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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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慨 述

榆树县位于吉林省中北部，地处松辽平原。西南有松花

江与德惠县毗邻，北靠拉林河与黑龙江省双城县接壤，东与

五常县相接，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是全国著名粮豆之乡，

重点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全县设-}～个镇，二十九个乡，总
面积为四千二百六十一平方公里。总人口一百一十一万一千

七百二十二人，幸福地生活在榆树大地上。

本县从自然情况看，资源丰富、交通方便，距省会长春

市二百公里，有两条国防公路从县城内穿过，火车、汽车通

往各地。城内笔直的柏油马路宽阔平坦，纵向二条、横向五

条，县城企业厂高楼标立，大小各类市场九处，机关、学校

书店，图书馆、邮电、商场、商店、旅馆、理发店、医院、

澡塘、幼儿园、影剧院，体育场星罗棋布。公共汽车站设在镇

内中心，火车站设在县城的西南侧。各项服务设施齐全，是

人们活动的理想场所。根据省水文地质大队，一九六六年

至一九六七年先后三次来榆树斟涣4，确认地下水源丰富，水

质良好，给酿酒行业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解放前素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本县工业基础薄弱，只有

个体手工业，以农民兼营者遍及全县乡村。相继出现了烧锅，

油坊、磨坊、铁匠炉、木匠铺、印刷厂等小型手工业。演变

至康德三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全县手工业作坊一百九十

户，尤以制酒，制油、制面为大宗，榆树县“聚成发"烧锅

始建子--／k四六年，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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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资本家经营，所产之酒在当时就行销东北及关内数省，

久负盛名。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不

断发展完善，工业门类繁多，有的生产各种小农具和日用小

商品。据一九三六年调查，全县制米面业三十二户，油类加工

业三十九户，酒类制造业十七户，酱油制造业六户，木器制

造业二十二户，金银制造业十七户，染坊行业六户，印刷业

三户，皮革制造业八户，玻璃制镜业一户，铁器制造业十六

户，照像业四户，炉食加工业十五户。资本额二千元以上者

之状况，县城内的铧子炉、兴农铁木厂生产的铁锅、铁镐，

镰刀、趟地用的铧、车棚等小农具自产自销，为农民所用

之。

解放后，本县工业生产才得以迅速发展。在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企业单位和规模：一九五二年全县地

方工业有七十一个企业单位，其中：地方国营十五个企业，

合作社营四十四个企业，公私合营一个企业。由于几年来不

断改组和并，特别是经过机关生产和行业归口的企业调整，

全县工业企业单位数已大大减少，到一九五七年底仅有九个

企业，其中国营六个企业，合作社营三个企业，各业职工达

一千五百零八人，其中生产工人一千一百三十八人，一九五

七年产值二千七百九十八万元，其中地方国营产值为二千四

百七十一万元，合作社营产值为三百二十七万元，利润四十

万零三千五百七十元。主要产品一九五四年的生产量比一九

五二年有很大增长，火力电387千度，为一九五二年的三点

三倍，豆油(地方国营)七百三十四吨，为一九五二年的一

点六倍，豆饼五千四百七十二吨，为一九五二年的十三倍，

白酒九百一十六吨，为一九五二年的一点零五信，各种点心

四十二万八千七百六十八公斤，为一九五二年的二点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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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均起到了较大变

化，为城市工业和出IZl工业服务更为扩大，榆树造酒厂生产

的优质名牌产品弘红梅”牌榆树大曲，销售到日本等国家，

目前，打入国际市场，县机械厂生产的四分离式铁棍碾米机

销售到外省各地。

一九八三年，经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依靠技术

进步，发展各种经济联合，开创了本县工业的新局面，尤以

化肥工业发展很快。一九六九年二月开始试车生产，设计能

力为年产八千吨合成氨，产品由县生产资料公司包销。一九

八四年生产合成氨八千七百一十一吨，碳酸氢氨三万四千五

百二十九吨。实现工业总产值五百一十八万元，利润十四万

九千元，上缴税金十七万元。这个县化肥厂的出现，不仅增

添了本县的工业结构内容，而且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几年

来，化学工业的高速度发展，给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生产物

资，为推动我县农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粮食一年超过了百万

吨，农业经济已进入由自给半自给向商品经济转变，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作到了粮食

转化增值。粮食转化，是以粮食为原料，通过再生产再加

工，转化为社会所需求的产品，从而实现增值。造酒行业五

个厂家，以及县淀粉厂、县药厂全年消化粮食三万多吨，纯

增值二千一百万元。一九八五年啤酒厂生产啤酒、白酒、小

香槟等十一个品种，消化粮食大麦、大米、玉米四千四百四

十吨，全年总产值四百一十五万元，利润三十五万元，上缴

税利一百四十五万元，质量优良，销售省内外。一九八五年

所生产的产量，都在一九八四年末全部按合同订出。质量在

全省同行业争一保三。在粮食多余的前提条件，广大群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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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粮多，“用不完、销不出，，的情况，侧重抓好粮食转化增值

警为重要。一是改善人民生活，增强人民体质，二是和用粮
食优势，振兴我县经济，三是搞粮食加工业，可生产淀粉、

玉米酒还制各种素类药，生产加工专业化。例如玉米的深加

工，不仅要生产出淀粉，而且还要进一步生产出油，食品等
着干层次的产品。

祖国在振兴，榆树工业也在戮力腾飞，出现了建国以来

肇第一次飞跃，经委系统企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首先，
根据《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改革为动力，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发展生产，致富人民为目的，不

誓使企业增强活力，抓好转轨变型，扭亏增盈，对企业实施
大化小，综化专，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自负盈亏，对

企业自主权～放到底。而后，进一步完善企业管理，实行厂

长负责制，重点抓好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要全面提高企业

素质，努力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实现产值、销售、收入、税

利和职工收入同步增长，对于实现我县工业由恢复性增长向

开发性发展的转变。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正朝着协调，稳步

健康发展。～九八五年工业总产值四千五百二十二万元，比

一九八四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四，利润二百二十万七千九酉

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上缴利税八百六十九万一千
元。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企业逐渐增多，门类较全，产品

花色不断增加，经委系统工业企业达三十个，比一九七六年
增长百分之三十三，职工六千零二十八人，比一九七六年增

长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经委直属企业在计划内二十一种产

品，仅有榆树大曲被评为省优和部优锕杯奖，绿叶春、古林

芳酒被评为省优，琼浆酒、头曲和四分离碾米机被评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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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其余十五种产品则是榜上无名。

经过企业整顿，提高了经济效益，初步成为结构合理，

品种繁多，并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县办工业。机械行业有九个

厂家，以修理拖拉机为主体，专制零部件，为生产服务，为

用户需求。县农机修造厂，始建一九五八年，至今有很大

发展，人员逐年增加，设备由简陋到基本配套，并已建起了

现代化的厂房，年修理拖拉机达N--百台左右的能力。以修

为主，修造结合，造为修服务的设施。县农机三厂，在一九

七七年领导和技术员、工人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专制研

究成功驱动轮古、引导轮古，两种配件一九七八年批量生

产，每种产品年生产九百五十个，此外生产二十八皮带

盘，二十八轴承坐，五吨拖斗葫芦头三种新产品，质量全

优，达到标准，销售全国各地，生产门类有了新的发展。本

县机械行业生产是在五十年代兴办的，机械自造现已具备一

定的技术基础和生产规模。县玻璃容器厂是一九八四年六月

在原玻璃容器厂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新企业，是一座全部自

动化生产玻璃瓶的工厂，它的建立填补了榆树县玻璃工业机

軎茈生产的空白，解决了本县酿酒业包装用瓶的困难，结束了

五家酿酒业外出购瓶的历史。同时，也解决了近五百人的就

业问题。总之，工业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效益显著，本县工

业初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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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事迹

一八三二年

王玉安在榆树县新立屯开设“德聚永"烧锅，日产白酒
二千四百市斤。

--,l＼四六年
(清道光二十六年)

一姜言润， (绰号姜大恼袋)在榆树镇北门里开设“聚成
发”烧锅。

--,l＼六二年
(清同治元年)

世昌永药店开业。店主以马道台等四家为股东。

一九三二年
(民国十一年)

革命烈士杜伯华在榆树镇西关开设华昌药房。 (华昌药

房系中国共产党地下交通联络站)。

一九三四年
． (民国二十三年)

杜伯华开办的华昌药房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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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
(民国二十五年)

本年全县共有手工业作坊一百九十户。三十二户米面加

工作坊中以刘连壁开办的“德聚永”，孙文卿开办的“天成

源"规模最大。

十五户油类制造作坊中，以庞子臣开办的“益太昌”，

张子灵开办的“源丰恒”，王芝芳开办的“永增泉”，陈玉

廷开办的“聚成锅”营业较好，店员较多。财源茂盛。

十七户烧锅中以刘晋壁经营的“德聚永”烧锅规模较

大，资本为二万二千五百元。陈玉廷经营的“聚成发"，阎

晓楼经营的“福兴永”和张焕廷经营的“万发合”资本分别

为二万余元。

木器制造业有安惠清开办的“金成久”，段德芳开办的

“同人太”和梅文广开办的“工日新”木器作坊三家。 ．

樊缓三开办“宝元兴”金银首饰作坊。

郝承绪在镇内开办“商务印书局”。

日本人门田照夫和县里几个有钱人家(名不详)，在榆

树镇东关合资修建电业有限公司，用40配涡轮机发电。

一九三九年
(民国二十八年)

十月， “聚成发”烧锅空窖上水，，当工人往外掏水

时，发现窖里一具死尸。经司法部门验证，死者叫李则林，

家住榆树县南豆子沟，到烧锅打短工。酒后失足掉窖致死。

一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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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成发"烧锅二十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人

工资。罢工长达二十七天之久，掌i随柳菜胜在工人压力下，

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而后工人工资提高了～倍。

“兴业印刷厂”工人为提高：_}二资罢工二天，逐步解决了
工资，有所增长。

一九四三年
民国三十二年)

火力发电所由榆树镇东美迁移到榆树镇南门外， (今机

械广厂址处)。

伪满县公署将大同印二停局，商务印书局，江东印刷所，

兴业印刷所，天成印刷所等五家印刷厂合并成一家，厂名为

“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张云穆。

一九四四年

榆树镇内起火，印刷株式会社被全部烧光。

一九四五年

’t-2fl二十七日建立榆树县民主政府。

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张云稽重新筹办印刷厂。

一九四六年

瓦月二十六日，榆树县民主政府改为榆树县政府。

八路军接收火力发电厂为县公营企业。

县政府没收“德聚永”烧锅全部财产，并接收了工厂。

榆树县政府派咎会民接收了张云稽的印刷)一，厂名为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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