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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钢机修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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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钢机修厂志编纂委员会



莱钢机修厂厂区概貌





挛铭岷厂长r前排右，与各单位负责人签订1987年工厂方针目标展开书

党委书记张竹林r右，与吾党支部书记签订1 987年党委目标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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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登嵩厂长‘中，与各单位签订1 988年安全管理经济责任承包书

牛兴义厂长r右二，1990年3月到美国考察叉车货叉出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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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朱传让给党员上党课r 1990年12月

机修厂首届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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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1986"--"1990年)时期，是机修厂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

段。这期间，机修厂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改革

完善以厂长为中心的企业承包经营体制，改革管理方式，加强基础管理工作，

依靠科技进步，发动广大干部、职工，克服困难，开拓创新，不断前进，物质文明

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均取得显著成绩。为了全面、系统、客观地总结“七

五”期间的工作及经验教训，进一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经厂长提

议，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续编《莱钢机修厂志》第二卷，与断限为1970一1985

年《莱钢机修厂志》第一卷相衔接。

编写厂志，是百年大计，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它是机修厂的一项重要工作

任务。为此，在牛兴义厂长和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有6人参加的编纂小

组，由刘文海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整个工作从1990年10月全面部署，到1991

年4月底定稿，历时6个月。

《莱钢机修厂志》第二卷，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指

针，全面、系统、客观地总结了机修厂五年来进行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主要成绩和主要经验，体现了改革、开放、搞活的特点。本志1986年

1月为上限，1990年12月为下限。全书分机修厂概况、生产车间、生产经营、企

业管理、基本建设、党群工作、后勤服务、文教卫生、大事记共9篇，49章，130

节，外加附录，计15万字。另有图表76张。

在本志编纂过程中，得到各车间、科室、部门的大力支持。许多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亲自动手，有的确定专人落实初稿编写责任制，提供了大约20多万字

的基础资料。本志的完成是全厂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莱钢机修厂志》第二卷编纂小组成员有：刘文海、李文选、刘燕

凌、刘隆利、王乃刚、于维水。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莱钢机修厂志》第二卷编纂小组

199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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