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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发展铝厂

陈克琪

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是我省唯一的一家铝锭生产厂。一

九五八年建厂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八年的历史。其间，曾几

次停产，生产时断时续。自一九七四年扩建改造以来，工厂

职工在厂党政领导班子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发扬了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初步改变了工厂的生产条件和生

活环境。特别是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工程改造后，产值倍增，

产量翻番。现在我厂已经发展成为中型炼铝企业，为保证我

省铝锭需求和支援四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为全面地记载工厂的历史事实，真实准确地反映工厂在

生产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在上级指导下，编写了佳木斯

铝厂《厂志》。这对于指导当前的各项工作和教育后人，是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编纂厂史，它不仅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反映当前的改革形势，也是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有

利工具。《厂志》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指出了失败的教

训，这也为各级领导深入了解历史情况，有地放矢的制订工

作规划，减少盲El性，增强自觉性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厂志i的编纂，是在厂党政领导

的领导下，坚持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泌》为准则，对



工厂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认真的分析，本着

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准确，可靠的体现了建厂历史的全

过程。我们相信，《厂志》将有利于促进今后我厂生产和建

设的迅速发展≯加快我厂的改革步伐，提高经济效益，实现
经济腾飞做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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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第一章 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的历史沿革

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予1958年10E开始筹建，于1960年

2月投入生产。1962年，因原料及电力供应不足停产，于1966

年恢复生产。1974年又因电力供应问题停产，经过改造扩建

于1982年6月开工生产。

工厂的兴建是由黑龙江省投资，由市第一工业局负责领

导，由第一工业局派于祥同志负责组织领导筹建工作。从抚

顺三。一厂调来老工人，技术人员十余人，又由佳木斯钢铁

厂调入普工一百名。

在确定兴办铝厂以后，便在佳木斯市郊选择厂址。经过

地质、水文勘察，最后决定建在友谊路中段路北，西与佳木

斯纺织印染厂东区职工宿舍毗连；北面及东面当时都是三合

公社第六生产队的耕地。

兴办这样的炼铝企业困难很大，一是缺乏熟练工人和技

术人员；二是技术资料不足；三是在没有生活设施为依托的

严冬里施工，劳动条件异常艰苦。为了加快建厂速度，生产

车间的厂房由佳木斯市工程公司第四工程队承揽，生活及办

公等附属用房则由工厂的一百二十余名职工自己动手．职工

政治热情高涨，在天寒地冻的艰苦条件下，本着“少花钱多

办事，不花钱也办事”的艰苦创业精神，盖起一幢板皮茅草

】



一结构的房屋，用于办公、职工食堂就餐。在当时这些因陋就

简的生活设施，基本上适应了生产建设的需要，为保证及时

投产起到积极作用。

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历史沿革

1958年～1959年

佳木斯市铝厂筹备处

195 9年一"1962年

佳木斯市铝厂

1962年～1966年

佳木斯市铝厂关停

1966年～1982年

佳木斯市铝厂

1982年至今

黑龙江省佳铝厂

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隶属关系

1958年，-*1966年

佳木斯市第--2：业局佳木斯市铝厂

1966年*v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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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本瓣泰褫械禺璧术斯索铬r

1968霉"--'1970卑

会江缝医冶金禺佳术鞭市铬厂

1970霉"'1982卑

健末辩市钒械冶金局佳术斯隶锯厂

1982年至魂在

蒜意嚣省潦金工韭厅蒜意江省倥木斯铝r

第二章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的地理位置

第一带蠢然愤凝

一、位置

黑龙汪省佳木斯铝厂座落予佳术斯市西部，距松花江南

岸约二公墨。厂区座北向南呈东西长的长方形。位于东经

130。，={艺纬46。。

厂区东与佳木斯市烟洒公司仓库毗邻，西与佳术斯纺织

印染厂的东区职工宿舍隔道相望，南临友谊路中段，友谊路

南铡为武警支队办公褛及驻地。厂送占地面积12．628万平方

米，建筑蕊积为22。565平方米。

厂区地势平坦，海拔81米，黑、黄色土壤为主要成份。

地表下至0．7米为黑土层，以下为黄自主层，土质蟹实谨予

离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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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侯

厂区地处黑龙江省的东北部，松花江下游，属于寒温带

大陆性季节气侯。具有下列三个明显特征：

1、厂区所在位置纬度高，距离冬季风源地近，长期被

冬季风控制，严寒期长达六个月之久，一般始于9月28日，

止于翌年5月7日。一月份平均气侯为零下21℃。1970年1月

3日出现历史最低纪录达零下40．1℃。年平均气温为2．8。C。

冬季经常有寒潮浸入，造成大风雪或干冷天气。最大积雪深

度38—48厘米，积雪时间长达122天。由于冬季气候过低，

蒸发小，绝对温度虽小，但相对温度却很大，仅次于夏季。

2、夏季高温多雨，日照时间长。年平均降雨量为

575．8毫米。夏季雨水集中，7、8两个月占全年降水52％。

7月是最热月，平均气温20．7℃。真正夏季高温时间很短，

只有半个月左右。1961年7月绝对最高温达35．4℃。由于厂

区纬度较高，日照时间长，年平均日照2526／]、时。夏季阴雨

天多，但日照率仍达40％一60％。积温2570℃，无霜期平均

130天左右。 、

3、春秋两季短促，属于过渡季节。秋季降温迅速，加

上冷气流频繁活动，一般春温高于秋温。春季陆地增温快，

蒙古高压势力减弱，各种气流活动频繁，天气多变降雨少，

多大风。由于地形狭窄，尤其多西南风。秋季蒙古低压消

失，形成弱高压，常有冷空气南下，一般在秋分前后，容易

出现早霜和低温。

三、风向

厂区的地理位置决定并因其受地形狭窄作用，多为西南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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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位于松花江南岸，距松花江畔约

为2公里。松花江流过佳木斯后，在同江县境内注入黑龙

江。厂区以北的松花江段，属于平原河流，江面宽阔，江道

弯曲，江心多沙洲，水流量较为充沛，平均每秒2400立方

米，年经流量达760亿立方米，地下水位为5米。最高水位与

最低水位相差3．43米，平均水位75．79米。

第二节 经济地理

一、交通

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是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破土兴

修的。在厂址选择上既要从经济地理角度考虑，又要从炼铝

业对环境韵影响角度考虑一不宜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兴建。几

经反复，最后确定现在的厂址。兴建当时，东、北两面都是

三合公社(现长青乡)的耕地，西面是佳木斯纺织印染厂的

住户不多的东区职工住宅，厂区南临佳依公路的友谊路段，

隔道仍是三合公社的耕地。工厂生产上的原材料运入，出厂

产品的输出，主要依靠铺入厂区内的铁路专用线。通过佳木

斯车站把厂内的专用线纳入全国的铁路网。专用线全长1115

米。从东至西横贯厂区北部，并在专用线两侧筑有水泥结构

站台两处。厂区内道路纵横把生产车问、辅助车间及厂部各

科室有机地联系起来。

二二、厂区布置

黑龙江省佳木斯铝厂厂区布置紧凑，布局合理。厂区呈

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共占面积12．628万平方米。主要

车间电解车间位于厂内北部，供电车间则建置于主车问的东

侧，供电车间的高压配电室、整流所、变压器室等设施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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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猩电瓣车黼的东侧和寨甫角，以确德电解牢阍豹拦常生

产。龟解摹阕蘧瘌粼楚储存漂瓣翡夫仓霹，大仓痒托辅鄣铁

路专震鼗及站盘。这襻憋枣鼹，太大竣少?厂海运辕环节，

疏通了进厂疆搦．料和出厂成赫的袋道。

其窀魏撬修车阉、镪榜率霹张大掺酞等辅韵攀耥豹激

置，也戳服务生产憋篆辩，搂懿擞邀辩翠阏鳇蘸逮或蒋德。

食黧、浴池等生活镳铡设施以方俊第一线生产王人穰溺为簌

赠，设在紧靠瞧解率阎麓南褥。赫燃的油库设在远隔火源，

逛漂的厂区露亵受，囊徽秀魁怨率闯好不哥步熬永添～循鞯

水池，水塔则建予r嚣农露煮。徽为工厂妁揩撵鹈行敢管蠼

孛心游办公大楼，粥建筑在厂“送大门西侧。厂区结构严谨，

枣弱含怒，骞秘安垒，穷授叠产，黟痰～拿置稳连接，魏蜉

彼残的有机整体。

三，电源糊永源

黑龙汪省链本新弱厂楚濑力黼源消耗大户，每天24小

慰，i麓现在生产瀣模诗奠，毽爨邀量i§万度释黑甍汪签佳本

斯铝厂的用、电．来源予黑抛江省东=|E地区攫要憋站之一链本搿

发毫厂，杰谴拳新嘏盈鹣佳蔼变电所通过专粥线旃输入厂

区，厂鑫惫毫鳃事瓣变魁辑秘供邀率鼹攘瀛褒毫辩泼辘保生

产正常进行。

黑龙瀛省畿术斯铝厂新怒地区能源，永鳓、淼袜资源事

整。髑匿誉足150公里各处，努爨蠢鹤糍，搽鸭爨、七台澍

簿著名煤矿，能量丰富，晶爱优良。工煦及熊产黧燥遥毯

鹬，穗双、牲镰各线可渊源不渐地涟来。

；一区，家璃往寮嚣承添事誊，攘受黼厂海笼下承滔徭东

累统舱供承。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