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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公司办公楼

质检人员做水泥抗折抗压检验 生熟料分析

化验室生产质量控荆 生产车间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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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生产配电中，L 机窑煅烧操作

水泥包装 3×11 M机窑电收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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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序 圈

序

金川公司从沐川水泥厂创办之初算起，至今已走过三十余年岁月。金川公

司几经曲折，历尽创业艰辛，从创办之初年产两仟多吨水泥的国营小厂发展成

为今天年生产能力十五万吨的四川乐山金川水泥有限公司。1991年以来连续

15年盈利。总资产由建厂初几十万元积累到至今的两仟多万元。近年来公司生

产、经营、效益居全县前列，多次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职工收入提

高，生活改善。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各级各部门领导和朋友们大力

支持、热情帮助的结果，更是公司全体同仁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的结晶，没有

我们这个团队的精诚合作，奋力拼搏，勤俭经营，艰苦创业，走技术改造发展

之路，就不可能有公司的今天。每思至此，总是心存感念，难以释怀。建厂以

来的全体员工，包括已经调离、退休的员工都为金川公司的发展付出了心血和

汗水，功不可没，应该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金川公司志》从各个层面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载从1969年沐川水泥

厂创办至2005年底金川公司三十余年的发展变化；图文并茂，雅俗共存，字

里行间蕴含着金川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奉献社会的价值理念；内容丰富，资料

翔实，是认识金川、了解金川的重要工具，也是激励金川人锐意创新、不断进

取的精神动力。

值此《金川公司志》面世之际，不胜欣喜，命笔作序，以资庆贺。此书凝

聚着编纂人员辛勤笔耕、精心著述的心血，在此谨致谢意。
‘

金川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邦元

二Oo六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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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金川公司发

展历程，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为壮大企业服务。

二·本志内容始自金川公司前身沐川水泥厂草创之1969年，迄止于2005
年底。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企业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个人访谈，所

有资料均经考核，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四·本志兼采记、志、述、介、图、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

首设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以人物篇殿后，简介
对公司发展作出贡献之人物。

五·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本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企业机密资料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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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一

概 述

沐川水泥厂于1969年10月筹建，厂址在现幸福乡政府所在地，当时有职

工15人，雇临时工15人，设置①1．2×4．5m和①0．9×4m球磨机各一台，土

立窑1座，设计生产能力为日产25吨。1970年5月投产，职工增加到130人，

当年产量503吨。1970年12月与沐川铁厂合并，改名为沐川铜铁水泥厂，1971

年水泥产量2400吨，产值11．52万元，人均929元，单位成本86元，亏损7

万元。1972年亏损23．28万元，1973年亏损24．43万元。1974年4月两厂分

开，单独核算。1984年增添1．5×5．7m球磨机2台，2×8m机立窑1座，①1．5

×10m烘干机1台。动力总容量为600千瓦，日产能力增加为65吨。当年开始

试产425。水泥。职工115人，较上年减少1人；产量3836吨，产值18．4万元，

均比上年增长33％；劳动生产率提高38％，单位成本下降9．6％，亏损额较上年

下降11．4％。建厂至1978年连年亏损，亏损总额38．76万元(不含合并后铁厂

亏损部分)。1979年起，开始扭亏为盈。1980年4254水泥投产。1979～1985

年连年盈利，盈利总额38．78万元。1985年底有职工142人，工人中有技工1

人，高中文化程度8人；管理人员中大专文化程度1人，中专、技工、高中文

化程度各1人；领导成员中大专文化程度1人，初中文化程度2人；设备有20

世纪70年代出厂的水泥专用设备12台，价值36．3万元；动力机械总能力848

千瓦，布袋防尘器1个；占地面积9446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769平方米，

其中工业生产用房3253平方米，职工住宅2207平方米；投资总额69．5万元。

1985年末固定资产原值64万元，净值41万元，其中生产用占70％。全年能源

消耗标准煤2452吨，其中原煤2915吨，电力102．6万度，分别占国营工业企

业消费总量51％、52％、30％。1985年水泥产量9031吨，其中4254水泥7421吨，

产值49．35万元，利润11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3629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

28％、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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