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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盛世修志，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本志坚持遵重历史原貌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建厂以

来的史实为中心内容。为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反映客观历

， 史规律，鉴往知今，流传后代和为指导企业工作服务。

一九八二年九月，我厂根据省、市统一部署，着手编

纂本厂第一部《工业志》，经过制定和修改篇目，收集、

鉴定材料和试写，同年十月下旬完成初稿。

本志编纂过程中，承蒙新乡市志总编室、市重工局编

志室的关怀和支持，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厂各职能部

门和厂内外许多同志积极地提供了可贵的史料、资料和数

据，李纯金同志还曾为第四、六章节有关内容进行亲笔斧

正。在《工业志》定稿时，重工局编志室宗绍凡、李德明

同志受市、局委托，组织国营新乡机床厂、市电焊机厂、

职工大学、水泵厂的有关同志进行了《志书》审定，付出

了辛勤劳动。其中李德明同志应聘进行了《工业志》的封

面设计。对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志书》上限一九二九年，下限一九A-"年，详今



略古，侧重电机生产，榨油时期从简。全志分为厂史沿

革、大事记、领导体制、生产管理、生产建设、产品综

述、经营管理、职工队伍、政治工作、群众组织、人物和

事故记实共十二章，计六十一节，附录部分另册装订。

由于缺乏编志经验，受编者水平限制，《工业志》中

的语言、文字运用、材料取舍、内容编排、体制和结构等

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定所难免，恳清提出建议和批评，以利

今后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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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厂史沿革

新乡市电机厂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小型电机生产定点厂，是河南省电机行业主要企业

之一。它的前身是新乡油厂，建于一九二九年，是我国榨油工业发展史上早期企业之一．

解放后，机榨“棉清油”大量出口，质量驰名中外。

一九六七年十月转电机生产以来，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各种型

号电机产品受到用户称誉，不仅畅销省内外，而且自行设计的6 0周玻三相，5 0周波

单相2 2 0伏的3 2—4配套电机远销国外。一九A_---年，全厂已有职工5 8 2人，工

业总产值达3 6 8．7万元，固定资产3 5 7．8万元，成为初具规模的专业性电机厂．

五十三年发展沿革图

(1 9 2 9—1 9 8 2)

1 9 2 9年一1 9 8 8年

‘埝然轳’

1 9 3 9年一1 9 4 5年
(日 营)

日本兴化化学公司

1 9 4 6年一1 9 4 9年5月
(私人合股经营)
艟戽i兰々自柏j幽1t占广

1 9 4 9年5月一1 9 5 1年5月
(公私合营)

太行区实业公司新乡机器榨油厂

1 9 5 1年5月一1 9 5 1年10月

。，一一蔓销器鲈’，．
1 9 5 1年1 0月一1 9 5 2年4月

(公私合营)
庆新油厂

1952年4月一1952'年9月 l 952年4月--1 954年3月 1 952年9月一l 954年8月

庚新油厂 (未定期) 新乡市榨油厂

l
l 1 n R』荏口日一1 o R口槎 1 n E＆在

l卜1新乡市榨油厂牛ILl—I新乡冷榨油广
年一 年月

(地方画营)
新乡市榨油厂

协瓣莞竹吲1967瓣帮舭月吲蝴瓣凳一
年月一 年

2 (地方国营)
_ 新乡市电机厂



第一节：私人合股经营和日营时期

一，私人合股经营前期

(1 9 2 9年一l 9 3 8年)

一九二九年春，崔策臣、孟兴楼等人，集十七股资金，计一万

元银币兴办油厂，厂名为： “德庆祥油厂"，是天津德庆祥银号兼

管的工厂之一。厂址在新乡北大街五号，顾佣工人四十名，设备有

从天津德商裕隆洋行购买的德国制造的水汀闸压油机一部和20HP立

式锅炉、四轴滚、蒸锅、15HP引擎、粉碎机各一台，一九二九年冬

季设备安装完毕，开工生产。采取自营生产方式，生产班次实行昼

夜两班，每班十二小时，以榨花生油为主，日榨花生7 0 0 0一一

8 0 0 0民。

一九三一年，崔策臣、孟兴楼等人，根椐新乡地处棉花产区，

棉籽价廉，油源丰富，能获取暴利的特点，决定进行棉籽榨油。在

棉籽榨油设备准备过程中，先找到天津同义和机器厂和北洋工厂，

请求生产连续推进式榨油机，经三年试制未成；后又请德商洋行工

程师帮助制造，于一九三四年制成了一部五O螺旋式榨油机。随之

又购置了克皮机(2 4时)两部，5 0 HP卧式锅炉一部、清油机二

部、3 0 HP引擎一部等附属配套设备，于同年安装生产。从此扩大

了经营范围、由单一的榨花生油增加到棉籽油和豆油等。但由于生

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仍停留在建厂初期的水平，产油率维持在

1 o％左右。

一九三。年一九三三年，崔策臣，孟兴楼等人曾根椐秋季
棉籽充足和春夏二季蛋类生产兴隆的特点，每年春夏二季调工人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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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龙王庙蛋厂做工，秋后又返新乡榨油。还曾于一九三三年到一

九三五年一度放弃榨油，专门加工棉籽仁，大量运往天津向外出

口，换取外汇。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华北危机日益

严重，石家庄、保定亦相继失守，油品主要销售地天津落入日寇之

手，京汉铁路梗塞，被迫停工。

二、日 营 时 期

(1 9 3 9一l 9 4 5)

一九三八年日寇占领新乡，即派军队进驻油厂，进厂后企图剩

诱私方与其合作共同生产。当时在厂的私方代表段西平看其在日本

人手下，今后继续生产亦不可能，就推脱答复说： “需往天津请

示经理崔策臣决定"。日本人为尽快开工生产，供应军需，就命段

西平赴津找崔面谈，在日寇威吓下j段只好陪目寇赴津。一九三八

年春，崔策臣等与日寇在天津鸠田领事馆共同商议开工生产，结果

末达成协议。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j本特务机关用函书面威吓

“限一星期内接受条件，答复下来"。因此，崔策臣于一九三九年春

以联币2 7 5 0 0元(折合小米9 l 6 6 6 0斤)将榨油厂产权

卖给日本人，所得厂价由十七家股东分用。随之日本人将厂名改为

“日本兴化化学公司”，强迫工人开工生产。为防止工人反抗，

他们尽量减少工人换班时间的往来流动，规定上班站队点名，下班

逐个搜身，四周围墙架设高压电网，厂门除上下班时间一律紧闭，

还规定工人连续工作2 4小时倒班一次，并指派汉奸到车间巡逻，

随意打骂工人。

日本人在经营油厂期间，将所产油品和肥皂全部供应军需，短
～3～



绒、棉花运往日本制造军火。一九三九年底，他们为进行更大规模

地掠夺性生产，又增加了三台剥皮机和全部附属设备，还有四节卧

式锅炉、马达、剥毛机、打包机等，新增建了油机房，扩大了生产

规模。同时，将油厂的原设备水汀闸、 l 5 H．P引擎，清油机各一

部拆卸运往它处。

三、官办、私人合股经营中期

(1 9 4 6年一1 9 4 9年、5月)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

令王仲廉接收了油厂。随派伪军部军需科长张伯森任经理，招集工

人组织生产．

一九四六年，伪河南省政府组织“敌俦财产清查．团刀来新乡，

清查日寇留下的财产。王仲廉为继续经营油厂，防止被查出充公，

即让韩右轩(原德庆祥油厂第二付经理)代表私方向省“敌伪财产

清查团”交涉，谋取复业。韩随之找到其叔父韩桂山(伪党部书记

代商参)和旧友郭燕生(伪鲁豫监查史)等人向清查团主任燕化棠

进行交涉，加上王仲廉的暗地活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燕化棠马

马虎虎地就让“德庆祥油厂"复业了，厂名改为“德庆祥鸿翔制油

厂"．由王、韩二人共同管理，张伯森仍任经理，韩右轩任付经理。

一九四七年八月，王仲廉部队南退，就将日寇留下的四节卧式锅

j炉由其妻郭翔九出运费运往郑州，并提走在油厂所投5千万元股金

<固定资产未作处理)，致油厂营业停滞。

一九四七年十月，韩右轩出面招股，找到张安甫(从一九四七年

+十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四八年五月先后投资1 9 8 O 0 0 0 0 0元)，

～4～



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伪河南省行政院清理敌产特派员彭铭新来新乡

封闭油厂。经过韩、张二人一系列的贿赂活动，韩托郭燕生、韩桂

山，张托王化甫(国民党退伍骑兵师长，蒋介石重用的嫡系人物)

说情，以付出贿赂费2 6 6 7 5 3 3 0 0元(伪法币)的代价，于

一九四八年四月换取了油厂“发还书"。 “发还书"只字未提油厂

受过日价的事实，仅将日本人经营期间添置的，已不能使用的剥毛

机及房中的地积、方箱等简单估价。由“德庆祥"续买。

油厂发还以后，很少开工生产，厂内仅留少量工人，用库存的

油泥作些肥皂。到解放前夕，榨油设备除大件尚存外，其它配件、

维修材料、工具等已被私方盗窃一空，甚至连包装尉的麻袋、油桶

等也被变卖。厂区成了兵营，挖了公事，被糟踏得破烂不堪。

第二节：公私合营和私人合殷经营后期

(1 9 4 9年5月一1 9 5 2年)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新乡和平解放，住在本市的工人纷纷到厂

要求开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军代表任江荣，王宪章两同志封

厂招集全体职员、工人开会，宣布了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

策，特别向私方讲明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大力扶植私营工业

的政策，促使私方尽快开业生产。由于私方无力经营，请求政府资

助，太行区实业公司投资l 8 3 7 9 3 0 0 0 0元资金同私方组成

合营企业。合营时，清点了“德庆祥油厂"全部资产，折价为

2．2 4 8亿元(合现人民币2．2 4 8万元)。复工后，全体职工

利用一个多月时间，在六月二十五日7吉15成了全部榨油设备和附属设

备的抢修任务。后又分兵三路，到原阳、汲县、辉县等地收购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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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七月二十五日正式开机生产，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同年

十月，平原省成立，企业归属“平原省实业公司"领导。随之厂成

立了“工筹会"和“民主管理委员会"。一九五。年二月又成立了青

年团组织和党支部委员会。党支部领导全厂职工认真响应“全总力关

于“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号召，全面开展生产建设和经济

恢复工作。工人同志动脑筋、想办法，一九五O年就实现机器，设备、

工具等技术改造项目二十六个。任景生等六人设计制造的园蒸锅，

扭转了榨油二十年各项油质指标停滞不前的局面，使出油率由解放

前的l 0％迅速提高到1 4、5％，各项油质指标创历史新水平：油品

质量达到出口标准。

一九五一年五月，平原省工业厅撤出投资金额，油厂移交崔策

臣、韩右轩等十七股合资经营，厂名改为“庆新油厂"。同年十

月，新乡市政府在油厂投资3 6 4 0 0 0 0 0 0元，重新恢复公私

合营。

第三节 地方国营时期

一，油厂 时 期

(1 9 5 4年3月一1 9 6 7年9月)

一九五二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

始，四月份查清了原“德庆祥油厂"的历史面貌，九月十七日经新

乡市工业局批准厂名改为“新乡市榨油厂"，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

根椐新乡市人民法院一九五四年元月二十四日关于 “新乡市榨油

．厂原为公私合营，其私人股金经查明系敌伪财产，全部收归国有”

的判决，批准改为“地方国营新乡市榨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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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经市工业局批准，企业建立了书记、经理领导下

“六科一室"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全厂职工深入开展“三反”和

增产节约运动，支帮书记李文生同志率领六名技工到保定油厂、天

津中国植物油厂学习李川江、李孟水的先进操作榨油法，并在本厂认

真组织推广，再度把产油率由一九五一年的14．5％提高到1 5．75％，

原油产清油率由8 0％提高到8 9．5％。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同

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号榨油机投产使用，由原一部增到二部，同年

工业总产值超过一九五一年的一倍多，为胜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奠定了良好的墓础。

(一九五三年～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油厂是
新乡市地方工业列入计划的2 6个企业之一．企业开展了以增产节

约，推广先进经验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生产逐年高速

度发展，五年内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为2 6％，比全国规定的

每年平均l 4．7％的速度快1 1．3％，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任务，

所产油品畅销国内，远销国外，是我市六种出口商品之一。

一九五六年新乡市蛋厂所属的“冷榨油厂"并入，全厂职工增

到1 4 6人。

一九五八年， 榨油生产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实现工业总产值

4 0 4万元，是一九五。年的十倍．

一九五九年六月，根椐上级指示，厂址由北大街五号迁至现

址。同时，根椐上级规定，企业调整了工商关系，改变了经营方式，由

自营变为来料加工。一九六O年十二月企业由原工业局领导改为粮

食厨领导，实现了原料对口供应，产品直线调拨卜克服了工商关系

中的扯皮和推脱现象．但因农业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原料短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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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了以副产品下脚料为原料的综合利用，用短绒为原料制成网

套，用油饼、油渣为原料制成土化肥，用花生饼为原料制成五香

酱，用油饼为原料制成高级硬脂酸和油酸等。在总产值下降的情况

下，一九五九年实现利润2 5万元，一九六。年实现利润3 0万元。

一九六一年，企业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开展了

以支援农业为中心的“代农加工"业务。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

年共代农加工油料2 0 0 0万斤，付出食用油脂2 3 0余万厅，各

种饼肥7 0 0万斤，完成了上级交给企业的帮助人民度过灾年和保

人、保畜的任务。

一九六三年以后，社队粮油企业大量兴起，国家规定“城市供

应原油"和“不准油料进城"，油原料短缺日益危急生产，一年开

机生产不到半年，人力、设备大量闲置，_-12业总产值逐年下降，一

九六六年仅6 5．4万元，低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经省、市主管部门批准，企业榨油生产

转为电机生产。五部榨油机先后调拨和卖给天津、汲县、获嘉等

地，企业留用一部作过渡生产用。一九六九年底，随着电机生产体

系的形成，将榨油机移交“新乡市五七于校"，历时四十年的榨油

生产从此结衷。

=、电机厂时期

(1 9 6 T年l o月一l 9 8 2年)

电机厂是在原油厂的基础上改建的。当时有八间榨油棚、三个放

油、料，饼的大仓库，两创日机床，固定资产8 7．6万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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