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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志》终于付梓出版，与全厂职工见面了。这

是洛阳石化史志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洛阳石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

又一丰硕成果。

厂志是反映企业建设发展、生产经营、科技进步及企业文化等方面真实历史的宝贵资

料。《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以翔实、丰富的史料，真实地反映了1976年～2000年25年间，洛

阳石化的发展变迁，客观地记载了洛阳石化职工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建设石化、发展石化

的光辉历程。全书13篇58章，涵盖了工厂建设、炼化生产、产品销售、物资储运、安全环

保、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教育卫生与职工生活、组织机构和党群工作、多种经

营、人物、荣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系统记述了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发展建设历程，详

尽反映了企业追求科技进步的内涵发展道路，细致描述了企业推进改革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忠实再现了企业党建、文化建设的丰富和繁荣，充分展示了企业从严治内、精细管理，不断

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的新形象，为洛阳石化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史料。整个志书体例完

备、资料翔实，内容全面、客观、真实，语言通俗，图文并茂，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是一

部难得的企业信史。《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志》的出版印刷，为洛阳石化生产经营建设提供了

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也为激励洛阳石化职工继承传统、加强管理、促进发展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自编教材，是全厂职工了解企业创业历程、展望企业未来、激发创业斗志的重要参考工

具。

以史为鉴治天下，以志为鉴治,rJ{郡。史志的重要功能是在“存史、资治、教化”的基

础上，揭示地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给后人以经验和启迪。企业志的功能是在反映厂情厂

貌的同时，全面地总结企业生产经营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导未来的生产经营建设实践，促进

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志》突出生产经营建

设主线，真实记录了洛阳石化干部职工生产经营奋斗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洛阳石化波澜壮阔

的两次创业历程。一是建成500万吨／年炼油工程及其配套项目。企业于1977年12月14日

动工建设，经历了缓建和恢复建设的曲折后，1984年部分装置投产，1993年全面建成500

万吨／年炼油工程。二是在建设了一批化工、塑料项目的同时，全面建成洛阳化纤工程。

2000年，投资60多亿元的化纤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洛阳石化当年固定资产和销售收入均超

过100亿元，成为河南省第一家资产和销售收入“双超百亿”的工业企业。在全体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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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下，洛阳石化从“零点起步”，逐步发展壮大，由原来的单一炼油发展成为集炼

油、化工、化纤生产为一体的石油4匕_r-特大型企业。洛阳石化的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创

业史，也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从《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志》记述的史实中，我们不仅

可以了解企业的发展历史，还可以从中体会广大职工群众创造历史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智慧，

更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促进工作水平的提高。全体职工尤其是各级领导

干部，一定要潜心学志、研志，充分利用厂志，认真总结前人生产经营的实践经验，吸取企

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教训，促进工作，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真正发挥好《洛阳石油化

工总厂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

修志是传言后代、泽被后世的系统工程。《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志》编纂工作从1999年

开始筹备，2001年正式启动。在整个工作进程中，全厂各单位和各级领导大力支持，广大

干部群众积极配合，通力协作，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一些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同

志，为志书的编纂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和建议，保证了修志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稿之后，河

南省和洛阳市地方志的专家学者、石化集团公司及所属部分企业志方面的领导和专家，为志

书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参与撰稿和编辑工作的人员辛勤劳动，笔耕不辍，从材料

收集到取舍，从篇目的设计到全书的整合，夜以继日，为志书编纂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促成了志书的如期出版。这本志书的问世，不仅为洛阳石化职工提供了“补史之缺、参史

之错、详史之略、继史之无”的珍贵史料，更在广大职工群众面前展现了编志工作者一种

百折不挠、矢志如一、甘于奉献的忘我修志精神，是洛阳石化“三自”企业精神的再次体

现。

盛世修志励人心，鉴往昭来创新业。在新的形势下，洛阳石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企

业正昂首阔步走上第三次大发展的漫漫征途。按照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整体部署，洛阳分公司

800万吨／年炼油改造和新建45万吨／年PX项目已经启动，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

序进行。预计到2007年底即建厂30周年时，可形成800万咄／年原油加工能力，销售收入

超过300亿元。洛阳石化正沿着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进。只要我们以史为鉴，自强不

息，锐意进取，顽强拼搏，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就一定能够担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创造

出洛阳石化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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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客观、系统地记述洛阳石油化工总厂艰难曲折的创业

和发展历程，全面反映企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及经验教训。

二、本志记事上限自1976年起，下限至2000年底。大事记和附录的重要文件记

述上溯至1974年。

三、本志以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和后记排列，前设目录，后有

索引。专志按篇、章、节、目层次编写，篇、章、节下设无题概述，节下目横陈。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卷首设概述，为全书之纲。

大事记为全志之经，以事物出现时间先后为序辑录有史料价值的大事。专志是全书之

主体，事以类从，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设13篇58章，并辅以图表。后设附录，辑

存重要文献。卷尾设后记。

五、人物篇，为已故厂领导立传；厂级正职、全国及省部级劳动模范、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作人物简介；厂级副职、具有教授级专业技术职务、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列人物名表；其余均列人物名录。荣誉篇，只辑录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的集体

和个人。

六、本志中称谓均用第三人称，人名一律直呼其名。各单位名称首次出现用全

称。以后用简称。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准确、严谨、朴实、简洁。文字、标点、计量单

位及数字用法，均以国家统一规定书写。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洛阳石油化工总厂有关部门、单位，历年馆藏档案、年

鉴。数据以统计上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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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洛阳石油化工总厂(简称石化总厂)是国家

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批准建设的500万彤年燃料
型原油加工企业。1976年8月开始筹备，1977年

12月14日开工建设。在经过了缓建、100万吨／年

缓建维护工程建成投产、恢复500万吨／年工程建

设、依托炼油发展化工、建成化纤的艰苦创业历

程，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中部地区集炼油、化工、化

纤一体化生产的石油化工基地。1995年被确认为

国有特大型企业之一，2000年成为河南省固定资

产和销售收入分别超过100亿元的首家双超百亿元

工业企业。至2000年底，累计加工原料油3529万

吨，实现利税78．62亿元。

石化总厂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创业的历史，也

是一部自强奋斗的历史。它经历了建设炼油、发展

化工化纤两次创业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500万形年炼油工程开始建设
到100万吨／年缓建维护工程建成投产。20世纪70

年代，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战略需要，满

足河南及周边省区工农业生产对石油产品的需求，

1974年9月4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家计划

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申报，在洛阳地区建设

一座年加工500万吨原油的炼油厂。

1976年3月24日，国家计委批准了建设河南

炼油厂的计划任务书，确定河南炼油厂是中国

“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建设的第一座

500万吨系列的大型战备炼油厂”。厂址几经变

更，最后选定在济源县坡头公社和孟县吉利公

社之结合部。同年8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批

准成立建厂筹建处，并开始工程地质勘察、设

计、征地等工作。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紧

张地筹备，到1977年底，已具备了开工建设的

条件。

1978年1月1日零点，召开职工动员大会，

揭开了500万Ⅱ屯／年炼油工程全面建设的序幕。石

油化学工业部第一石油化工建设公司(简称石油

一公司)、河南省化建公司及省安装公司、洛阳地

区建筑公司、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孟县建筑安装公

司以及当地社、队民工近万人的建设大军陆续进入

施工现场，开始进行路通、电通、水通、场地平整

和土建工程施工。1979年施工重点逐渐由土建转

入安装，由系统转到装置。此时，中央开始经济调

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石油工业部对河南炼油厂

的投资从8000万元调整到5000万元。1980年又

减少到3000万元。厂建设指挥部决定把有限的资

金全部用在一联合、五联合及其配套工程上，以便

早日部分投产。随着国民经济调整，进一步压缩基

本建设规模，1980年12月29日，石油工业部决定

缓建河南炼油厂。

工程缓建后，全厂职工没有消极等待依靠上级

解决困难，而是想方设法寻求生产自救门路。工程

师吕宗升、计划处处长郭其孝提出100万吨／年原

油全部进行裂化的方案。此方案得到了厂建设指挥

部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一方面经过全厂工程技术

人员反复研究、充分论证，确定采用北京石油科学

研究院开发的重油催化裂化新技术，在已建500万

吨／年部分工程基础上进行改造，以最少的投资，

先形成年加工原油100万吨生产能力的缓建维护方

案；另一方面，指挥部主要领导多次赴省城进北

京，向河南省和国家有关部、委汇报100万吨／年

方案的可行性，最终得到了河南省、石油工业部、

国家计委领导的支持。1981年11月方案获得批

准，要求在三年内建成。1984年初，经过全厂职

工和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各项工程项目陆续建

成，部分开始试运。4月3日首批大庆原油进厂。

10月19日常压装置进油，29日催化装置生产出合

格产品，投产一次成功。100万Ⅱ屯／年缓建维护工

程的建成投产，是石化总厂历史的转折点，不仅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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