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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开封电线厂位于开封市东郊工业区汴京路，座南向北，东临开封水厂，南艋陇海路

研封货站，西临劳动路；开兰，开濮公路门前而过，豫鲁交通要道所过之地；双网路供
沌。水、电．交通十分方便。四周地势平坦，厂内绿草成荫，花圃成片．．

本厂前身是公私合营开封罗底铁纱厂。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更名为公私合营开封

’电线电缆厂，一九六六年十月为地方国营开封电线厂。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建厂之日起，历

经迁厂三次。现厂区占她总面积六万六千零四十平方米，相当于一九六。年原厂区面积
韵四点五倍。厂生产区占地面积五万七千六百平方米，生活区面积八千四百四十平方米。
截止一九八四年底，全厂职工一千零九十二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三十七人，管理人员

一百三十人，工人八百六十名，其他六十五人；主要生产设备一百四十五台，其中专用

‘设备八十三台，金切机床十六台，设备复杂系数三千零五十一个，固定资产总值六百九

十五万元，净值四百一十九万元；年产值一千四百零六万元；净值三百一十=万元．年

产量：裸铝绞线及钢芯铝绞线一千一百噫i铜(．铝)布线一万九千王曹公里，铜(铝．)

一塑料线五千五百公里，串黧橡自黼缀一千二百公里，电焊机线一百泰盘翁墨，·其他电缆
四百公里。产晶分裸缓：‘希电线，电缆三大类，1共十一个品种，一百二十个系列规格．产

晶主要销往本省开封、商丘，安阳、濮阳、南阳，信阳等十多个地．市。部分产品远销

一黑龙江，。新疆，内蒙．贵州、‘广西等省、自治区，还承担少量出口任务，嘟分产品还销
往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

本厂一九六O年批量生产电线，一九六四年即为_机部电线电缆行业定点厂，是河南

省最早生产电线电缆的单位，现为省机械电子厅骨干企业。多年来，不仅为本省农业．

屯力，水利和工业产品配套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为道口，周口，禹县等地电线厂培训

人才，传授技术，起到了以老带新的作用。

二十五年来，坚持自力更生，电线电缆产品品种由少到多，共计生产裸铝绞线一万

一千一百五十六吨，钢芯铝绞线三千零一十一吨，铝芯布线三十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九公

里，钢芯布电线一万零二百五十八公里，铜芯塑料线四万四千六百二十五公里，铝芯塑

料线三千零八十一公里，电机引接线三千九百八十八公里，其他电缆七千公里．从建厂

之日至一九八四年底，累计上缴税利三千五百二十二万元，．是现有圃定资产(原值)的

五倍，可建设现规模五个厂。

一九七九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本着。三上一提高。的方针

本厂把着重点放在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方面，一九八。年制定了。十年规划”，一九／k-'-
年七月又制定了一九八三一一九八五年技术改造和产品发展规划．一九八三年元月编稍

了技术组织措施和设备更新计划。八月卅日河南省技术进步．技术改造规划领导小组予

改字(1983)l 73号文批复同意；补充设备，重型橡套．矿用电缆，全塑力缆形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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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一九八三年试制成功重型橡套电缆，矿用电缆两个新品种，并已通过鉴定，进行小
批量生产；一九八四年又试制成功全塑力缆。为了解凑设备陈旧问题，又以租赁方式赡

进十八台新设备(价值五十万元)。改造实现后，产品结构变化为以生产重型橡套、矿

用．塑力缆为主导产品兼顾常规化产品一一裸铝绞线、钢芯铝绞线及布电线，．产值增长

一倍，达三千万元，利润增长七倍半，达三百万元(以一九八三年为基数)，使该厂成

为河南省电线电缆行业名剐其实的骨干企业，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九八五年五月开封电线厂改名为开封电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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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厂名的变更

一九五六年四月成立“公私合营开封罗底铁纱厂”，职工二十二人，生产民用罗底

窗纱、’自产自销。一九五七年六月，．更名为“公私合营开封金属线材厂”，产品转为生
产铁丝、铅丝为主。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更名为“公私合营开封电线电缆厂”，电

线产品开始批量生产。一九六六年十月为地方国营开封电线厂。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又更名为开封电豌厂。 jj-。。

第一节 艰苦创业

(‘一九益六—o—九六Q绎)+，

-九五三年，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发表后，全国工商界和个体手工业者，

积极喻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走互助合作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元

月，原开封“惠丰罗底厂”刘兰堂等人与“同兴”、 “瑞丰”、 “荣丰”、 “友犬?等

协商合营，四月十六日被批准。因无厂房，开始仍分散在各家(厂)生产。．同年九月六

日，在市工业局的帮助下，集中到新街既5 0、5 1，5 3、5 6号(原门牌)院，厂：

名为“公私合营开封罗底铁纱厂”。全厂拥有资金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四元，其中一千元

属市工业局补助费。厂房十三间，约一百八十平方米，主要设备是木制的十三部窗纱

机．

“惠丰”， “友大”等合营时，固定资产二千四百六十元9流动资金九千九百九十

元，职工二十二人，他们是刘兰堂．焦芝宣、高广生、张少良，李贵仁。朱东海，．朱东，

坡，王兆兰、王子良、苗培军，李永德，岳海峰、李本贵，刘兰惠、王跃荣、李哑巴等．，

公方代表王文耀任厂长，私方代表王耀荣任付厂长，负责供销韵是刘兰堂。

合营后，、分三班生产，职工积极性很高．主要产品是民用罗底和窗纱，原料主要来

自天津。、一九五六年总产值四万四千元芦利润五千元．

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为了满足市埸需要，，一九五七年发展了铁丝，锕

丝生产．当初，派人到天津学习拔铅丝技术，刘兰堂同志代表厂长，从天津“中和熔

接器材厂”请来了尹书贞、、吴芝圃、，暴天峰师付，同时从天津带来一台镀锌机，组织起

十多人搞镀锌，九月份正式投产，十月一日以开封市新产品项目向国庆节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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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设备；机制窗纱打轴机



铝丝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是本厂主要产品，产品投资后，．产销两旺，’利润+

可观．一九五八年，生产铁丝一百三十五吨，铅丝一千二百零九吨，年总产值二百一十

九万元．实现利润三十五万八千元。铝丝产品上市后，引起了开封市工业界人士的注

意，几家小厂也陆续生产；形成竞争局面。为了提高本厂在市埸上的竞争能力，全厂狠

抓产品质量，、在表面光洁度上与同行业相比，：一度领先。
”

另外两项产品铜丝．铁丝，最初是为了解决罗底，窗纱原料加工问题，于一九五六

年冬天，从天津请来王如意：杨振民，李志华等技术工人，组织拔丝生产．‘所用的拔丝一

罐——一个卧罐．六个立罐也是从天津买来。到一九五七年第三季度，本厂所产铁丝不

仅自给有余，’且开始批量出售，支援兄弟厂家，受到上级的表扬。铜丝的生产，也是从．

天津聘请来的李森林．王庆伏等人到厂后，从八月份正式投产的。铜丝一九五八年生产

一十六点八吨，一九五九年生产一十八点七吨。

从一九五六年春到一九五八年春，短短二年时间，在市委、市攻府和市工业局的领

导下，’全体职工在厂党支部．厂领导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勤俭建

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伟大号召，克服了因生产发展快，设备少、原材料不足，技术．

力量薄弱，管理工作没经验以及生产埸地狭窄等困难，干部，职工不计报酬，忘我地工

作和劳动，一九五七年产值和利润有了很大提高，与一九五六年相比较，’分别提高八点．

六倍和一十六倍，人员发展到近二百人．工人中出现了著名的先进模范李秀英同志．这一

两年为本厂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生产骨干和技术骨千力量，为一九五八年夏季大发展奠定
了基础．

一九五八年夏季到一九六O年上半年，是电线厂“跃进”的年月。这二年内，厂地

从新街瞄庭院内迁往南芙薪门关较为广阔的埸地，人员、设备大大增加，产品品种、产

值大幅度上升。一九五九年，橡皮线．塑料线，糠色钱等相继试制成功，一举填补了河

南工业产品中三项空白．广大职工，边生产、边建设，广泛开展了增产节约和技术革新

运动，’为开封市工业发展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贯彻和执行。我省工农业基本建设发展很快，带别是“五小
工业”更是遍地开花：作为农田水利、电力和工业产品配套的电线电缆产品，’市埸上供

不应求，当时生产电线电缆的只有云南昆明、上海、天津和东北少数省市，地处中原的

河南，仍是一项空白。根据市埸信息，国家向电气化发展的前景规划，当时的厂长王文

耀．供销员刘兰堂等人，认为发展电线电缆工业前途光明。他们首先到上海，天津等地

考察参观，一致决定：在扩大铝丝、铜丝生产的同时，上马电线电缆。依靠自己，走土洋

并举的道路，建立开封第一家电线电缆厂。他们的计划和打算，立即取得市工业局和市

五金交电公司的支持和帮助。

厂地选择。鉴于新街口厂房、埸地狭窄，市政府，市工业局反复商量，将己搬迁西

南郊的开封酒厂厂地和开封县汽马车站作为本厂新厂址。新厂距火车站只二百多米，铁

路：公路门前过，运输、装卸物资十分方便。全厂占地面积一万六千平方米，相当于新

街口原场地的八倍。

人员方面。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先从开封砖瓦厂借调三十三人，一九五八年九月

又正式调来二十名；一九五八年五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文化速成中学物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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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调来三十名。(八月正式办手续)；从上海招来学工八十名(其中女工四十一名)，

从民劳局招本市学工二十名；以上共计一百八十三名。又从兄弟单位调来管理干部近二
十名。

技术培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由韩国仁同志带领一十九名刚到厂的学工，到上

簿明华电线厂，大来电线厂、培开电线厂，光华电线厂进行橡套线．黑皮线．塑料线，花
哉等技术培训．由于上海的老师付认真负责，’·学工刻苦努力，年底培训圆满结束．

设备方面。本厂只有拨丝设备，炼胶机．挤出机等均缺乏．为了能从沪回来就投入

试制，从上海带回两台炼胶机，一台挤塑机．一台挤出机，全是上海几家电线小厂合营

时废弃的卅年代的旧设备，且不配套，缺东少西。

土法上马闯新路。从上海学习回厂后，大家干劲十足，在设备少，各方面都很困难

_{!自g情况下，经过反复研究，缺定土法上马，试制电线．没有锅炉，就用蒸馍大锅代替，
没有硫化罐，就用蒸笼蒸。正常硫化点147．20C，三公斤气压，但笼蒸只能达到100 0C，

如每减少lo。C，就需增加一倍时间。这样，每蒸一笼，就需要七、八小时。方法是：

铺一层笼布，笼布上铺一层滑石粉，把线放在笼布上用锅蒸。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就用这样的土办法试制成功二、三公里橡皮线、一九六。年元月，又相继试制成功7／

1．61"11n'1橡皮绝缘动力线。二月三日开封日报刊登了这一喜讯。从此，结束了河南不能

～生产电线的历史。
。

为了批量生产布电线，解决设备困难，从郑州电机设备厂购来一台康尼许简易锅炉，

自制纵包机，：又增添了一台1 4时炼胶机，开始生产硬线，逐渐又生产软线。共计2．5

mm．4 1111"11．6 mm、10mm、Iromm、2 mm，3(3mm七个规格。

布电线的试制成功和批量生产，、引起了本市和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九六O年

三月，一机部第八局让本厂到京汇报工作，厂长贾金山偕同韩国仁、刘兰堂前往，受到

局长、处长的热情接待。当第八局局长，’听到我厂自力更生试制成功布电线时，立即让

秘书发出贺电。电文如下：

开封金属线材厂：

惊悉你厂贯彻中央两条腿走路方针，一土洋并举。土法上马，试制成功高分子骤合物

+橡皮绝缘电线，从而填补了河南省一项空白。特发此电，以资鼓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

第八局

‘

一九六。年三月×日

i‘ 后又在天津召开电线电缆行业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与会负责人专门通知本厂参

．．姗≯会上，我广作了典型发言．当时电线电缆研究所所长，中国著名电线电缆专家葛；肛

，林同志特别对本厂提出表扬，i并与八机局局长到我厂与会人员住处单独座谈，还建议我

．厂更名为电线电缆厂，扩大电线电缆生产。

在试制橡皮线的同时，从上海学习回来的学工曹玉同志，、伙同其他工人，利用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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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培开电线厂废品堆检来的一台旧挤塑机，配上机头和机架，试制出10×0．15胶质线，

、二九五九年春，正式投产。
’ ‘

一九五八年春，郑大明带领袁慧敏等五位工人，到天津电线厂学习漆色线一回厂
后，没有设备，自己动手制造了电炉、手摇车、漆槽、导轮等土设备。一九五九年元旦
前夕，试制成功油基性漆包线，以后又经过一百一十九天反复试验，于九月十五日试制

成功维尼费勒克漆色线——高强度漆色线，为电动机，变压器以及无线电仪器仪表配套
材料提供了重要原料，又一次填补了河南一项空白。开封日报为此进行了专题报导。为。

了扩大生产，，修建了广房，购置了价值三十万元的设备。以后，由于开封风沙大∥产品

质量不稳，省厅在工业规划时，将漆色线生产安排在郑州——现为郑州电磁线厂。一=；『【L

六三年主要设备调拨郑州。

一九六。年l生产橡皮线三百四十六公里，塑料线一百八十五公里，铝绞线九点匾

‘吨，电磁线六十六吨。新产品上市后，被抢购一空．

第二节 困难与调整

(-：JL六一——一九六四)

正当橡皮线、塑料线、漆色线筹新产品相继试制成功．、批量生产后，却迂到了国民
’经济呈年困难时期。塑料线首先迂到塑料供应困难，于一九六一年被迫仃产。全厂产值
从一九六。年的四百五十一万八千元下降到一九六一年的一百七十九万二千元。一九六

四年又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三十四万_--千元。从一九六一年^v一九六四年一，．·我厂+

经历了困难时期，全厂职工精简调整为三百九十一人。

一九六一年，在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的同时，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加速恢复发
展农业生产的号召，清理仓库积压物质，利用边角料，制造铁筛、元钉、铁皮钉、铁极
等小件产品，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第一线，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开封日报也进行了报导。

全厂职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克服

原材料不足，生活上低标准困难，生产上励行节约，生活上种植荒地，增加付食、蔬菜，一

保证职工身体健康．生产正常进行。为了克服资金少，设备简陋、燃料不足等困难，没
有煤，涂腊锅就用柴火烧；锯胶机没有买到前，用人工拉锯办法，一块块地切割，一块：

胶锯下来，累的满身大汗。职工不怕苦，不怕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

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本厂认真贵彻执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厂进行了调整，其中四十名农村来的职工返回农业第一线，

。另外百余名职工陆续调往兄弟单位。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市精简领导小组，对举
厂三减(减人、减粮、·减钱)进行了验收，并发给本厂精简验收合格证书。，．在行政设施
上，由原来五股两车间，改编六股一室三车间，厂党支部改为厂党总支建制，，加强了党

的领导。
r

经过一九六二年调整，一九六三年生产有所好转，裸铝线增产百分之二十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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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吨，(一九六二年为五十二点五吨，)，十二月，橡皮线恢复了大量生产，产品恢

复了签定。裸线材料损耗下降百分之二点二一。全年产值较一九六二年提高百分之二十

八点八七。但是，作为当时主要产品的镀锌铅丝，却因销路迂阻和质量问题，造成产品

积压。截止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积压二百四十三吨，其中等外品二百二十二吨，价值二

十多万元。鉴于这种情况，局党组于一九六四年七月派人到厂调查。

调查组认为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1．技术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不稳。裸铝线基本上稳定在一等品，利润大，销路

好，但任务小。布线为二等品，’利润小，甚至亏损。镀锌虽有任务，但销路不畅，检验

设备不全，仓库保管条件差。主观方面，技术力量薄弱，技术管理形不成体系，指挥不

灵。工艺操作规程不切合实际，缺乏工艺管理制度。修配方量薄弱，维修技术水平低。

当时各种设备一百九十二台，使用的七十七台，其中百分之九十实际是带病运转。

2、计划安排脱离实际。月度计划不是按生产任务、工序安排进度，调配劳力，均

衡生产，而是粗线条定任务，由车间自行安排计划。调度工作与实际生产脱节，与供应

销售髓节．即使在生产任务少的情况下，也不能集中生产。

3、非生产性人员多，干部力量配备不合理。职工三百八十六人，其中管理干部五

十二人，勤杂人员四十九人，两项占全员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一六，而且在五十二名管理

千部中，广级和中层干部就有二十二人，_占全体干部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三，指挥者多，

实际士作者少。由于原始记录不准、不全， 每IEI产品入库数目不清， 月终，车间仓

库，生产．财务四家为澄潦产品需要核对二．三天。
4，经济核算总想薄弱，财务管理混乱．浪费严重。在原材料上，铁盘元进厂后，

不是根据生产任务发料．不管迸多少料，都是一次性的拨给车间，生产时就用，缺线就

提，月终余多余少不退料，。材料消耗大。以镀锌(吨耗)铁盘元为例：天津铁丝三厂为+

一千零一十七公斤，本厂一千零五十四公斤：盐酸：天滓五元二角(盐酸一十七公斤、

般硫四公斤)，本厂耗一百九十九公斤；煤；天津三百四十公斤，本厂耗一千一百一十

三公斤；锌：天津为二十五公斤，本厂耗三十一公斤。仅以上四项，高于天津八十三元

四角。在开支上不合理。因占镉自有资金超额，被罚近二万元，路明用电和水费开支过

犬。收支无计划，厂长见条就批．盐酸库存一百二十点二三吨，价值二万五千元，而月
耗五点六吨，可用二十一个月．

5、在生产管理上，贪太求洋，镀锌工序嘴小肚大不配套。

另外在客观方面，本厂铅丝一直是市五金公司包销，后来市埸铅丝供过于求，公司

对产黼更加挑剔，稍有毛腐．，就作等外品退回本厂；在款项上，是销了货才付款，致使

本厂亏损巳成定局。

oj签予以上情况，‘停止了铅丝生产，在全厂开始全面整顿，年底党政主要领导进行了

调整；本厂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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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发展与整顿

(一九六五——一九八四)

(一)

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

豹任务巳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

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上级党委
和厂党总支领导下，。本厂广大职工以同行先进单位为榜样，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年产值、年利润大幅度地上升。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九年内上缴税利共达九百二十七

一万三千元，相当于六十年代前五年的十倍。(一九六八年开始l电线产品降低百分之

十，利润有所下降)。专用设备和维修力量大大加强，。一九六七年钢芯铝绞线投产，一

，九六九年塑料线也恢复了生产，产品增加到近二十个规格。在此基础上，厂革委会制定

了一九六八年——一九七O年三年规划方案。该方案主要包括：增加产品、扩大生产规

—莫、更新设备和厂地搬迁。计划投资费=百六十二万元，．出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些项

居脱离实际，叉正值动乱时期，该计划只部分得到实现。

该阶段生持党、．政工作的是年富力强的胡振军JL，总支书记)，藏金贵【厂长)．‘
． 为了解决专用设备问题，上级从贵阳龟线厂调拨两个十模，二个九模拨丝机，两部

十四时炼胶枫同时发挥本厂力量，自制和改造各种设备，其中有纵包机二台，辗页机、
涂腊机等，并购置了拉力诔验机等质量测验器械。为解决小线编织和劳动力不足问题，与

南关区协商，成立了“三八红旗厂”，编织小型布线。在学大庆的过程中，厂党总支向全厂

职工提出向-4．“一”进军的口号，号召职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实现一万公里电

线、一千万元产值、一百万元利润而奋斗，j叽六六年，年产值七百七十万元，裸铝绞线

五百二十六吨，布电线一万六千零八十公里，年利润二百三十七万元。与十年前相比，增

加利润二十八倍，产值一十七倍。本厂一跃成为开封市产值高，利润大的重点企业。

一九六六年后，虽然厂党政领导受到运动的冲击，生产受到损失，(一九六七年七

——九月，因市内武斗停产一个多月)。但由于广大职工生产积极性较高，一九六七。一

九六八两年，仍分别取得九百二十八万五千元、九百零二万一千元产值和八十四万一千

元、一百二十五万一千元利润。．

六十年代居半期，是本厂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这首先和当时河南工农业发展形

势有密切关系。河南“五小”工业的发展，给电线电缆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埸．电线产

品，主要原材料由国家供应，产品包销，销路好，刊润高。’同时在主观方面，领导班子

年富力强有事业心，管理工作抓的紧，职工队伍素质较好，骨干力量是经过较好培训．

困难时期经过锻炼的青壮工。在技术方面，电线产品初期遇到的工艺、质量问题解决的

较好，其它费用开支也较少。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派性干挠，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进入七十年代后，年利润逐

渐呈下降趋势，主要问题表现在：产品质量不稳定，原材料浪费大，费用开支增大，管

理工作混乱。一九七六年，党和国家鸯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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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帮”活动猖獗，本厂生产、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年产值仅二百九十五万元，实际

～亏损达一百多万元。

一九六八年春，为了解决铝杆加工长期依赖外地的问题，厂革羹研究扩建熔铝，压

延车间，经市革委计划组(计委)和省革委综合组批准，决定在本市东郊工业区建立新

车间。一九六八年七月动工，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前夕试车成功，土建和设备安装进展

迅速。其中车间主体建筑面积二千一百八十八平方米。变电房二百平方米，仓库(含礼

堂)三千一百七十八平方米。

熔铝压延车间的建成与投产，为扩大裸线生产和布线生产提供了条件。一九七二年

六月市计委又批准了建造裸铝线车间的计划，一九七二年十月动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俊工，共计占地面积二千七百五十四平方米。一九七四年元月，市革委又批准建造布线

与塑线车间和锅*房，同意本厂全部迁往新厂的计划。一九七七年，完成了布线(塑

线)车间五千四百平方米和锅炉房四百平方米的施工任务，同时又建立了幼儿园、职工

食堂、职工澡塘等福科设施。一九七八年，新门关至东郊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

新厂房的建成与投产，不仅解决了生产埸地狭窄问题，而且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福

利也得到一定的改善。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七年，十年内，建筑厂房一万八千六百平

方米，除省、市投资四十五元外，其余金是自筹。

十月动乱，-给电线厂带来严重后果：产品质量不稳定，原材料浪费大，管理制度不

健全。同时，人员、规模不断扩大，未经严格训练的青工大量涌进，许多老工人陆续退
休或离开原生产岗位，职工素质发生变化。一九六六年，全厂职工(年终平均数)三百

零七人，一九八一年己达一--t=零四十四人，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工占半数以上。过去产

、品，国家包销，现逐渐转向自销为主；产品品种，二十年基本未变。电线厂利润多年来

居陶行业一般水平之下。一九七七年，在徐j州召开的全国亏损企业(年亏损额在四十万

以上)龟线电缆行业与会者唯我一家。一九七八年，同行业抽查本厂塑胶线、裸铝线、

铝芯布电线'合格率分别为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次年再次抽查，裸铝线、铝芯布

电线合格率均为零．
‘

在上级党委和厂党总支的领导下，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我厂在各方面都作出了一

．定的成绩，主要是：
’

(一)加强组织纪律性，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开展

．了‘粤至大讲”活动9反对派性j加强党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开展了形势教

育；以后又多次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加强对青工的法纪教育，全厂生产秩

序大大好转，形成了全厂团结一致千四化的良好局面。

(二)坚持文明生产，搞好环境卫生。为了改变生产环境，克服脏、乱、差现象，

首先从整顿物资开始。一九七九年组织干部义务劳动，将钢材、设备搬迁，归拢入库，



其他仓库按大庆的物资管理办法进行了盘点和整顿，解决了由南厂刚迁来的物资堆放混

乱现象。同时，几年来清除垃圾四百多吨，安装马路花圃栏杆六百米，建立花坛七个，

计约二百三十平方米，植树二百八十一棵，各种花草近万株。在环境卫生方面，采取了

周末检查评比制。本厂的美化，净化程度有很大提高．

(三)提高产品质量，建立了厂、车间两级全面质量管理机构，广泛开展了TQC

活动。一九八一年，电炉班被省机械电子厅授于“信得过”班组光荣集体，一九八四年

建立了十一个QC活动小组。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连续两年入库成品抽查合格率均

为百分之百。铜芯塑料线一等品率一九八四年达百分之八十五。(一九八五年被评为省
优质产品。)

(四)为了解决设备老化，品种单调问题，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共购置新设备近五十

台，截止一九八四年，设备固定资产(净值)四百一十三万元，比一九六八年增加近一

倍。还自制3函150连硫大型机组。武装了拨丝、布线、橡栏、塑料等车间，淘汰了许

多旧设备。一九A=-年、一九八四年，在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下，试制成功重型

橡套电缆、矿用电缆和塑力缆三个新产品，为改变电线厂产品结构创造了条件。

具体情况如下：

一九七九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品种开发，设备更新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本厂的整顿工作，是中央提出全党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开始的，按照一

机部提出的’业验收十二项标准，从抓文明生产入手，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制定岗

位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工作。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九月，初步建立健全了从厂长到生产

工人，从科室到车间班组各项岗位制度；技术部门修订了工艺操作规程、质量检查耕

度、设备管理制度，特别强调质量“自检、互检、专检”制度，采取有奖有罚措施。由于

领导重视了管理工作，一九七九年，产值计划一千万元，实际完成一千一百二十三万九

千元，超计划百分之十二点三；产品产量方面，六种产品， 多年来第一次全面完成计

划；裸铝线计划七百五十吨，实际完成七百五十五吨；铝芯布电线计划一万九千六百三十

公里，实际完成二万零一百七十五公里；铜芯布电线计划三百六十公里，实际完成四百

三十三点六公里；塑胶线计戈IJ四千二百公里，实际完成四千六百七十八公里；电机引出

线、焊把线也都超额完成计划。产品质量，从第三季度起．成品和在制品都有很大提高，

十月份，本厂进行了自检，十一月底至十---月j初，由一机部电工总局．上海电缆研究

所及同行业厂组成的检查团，到本厂抽查了裸铝缭线、铝芯布电线、铜芯布电线三种产

品，合格率分别为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一百。年利润计划二十六万元，实际塞成三十万

零五百八十元，超额百贫之一十七点六。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市塌调节作用逐渐恢复和发展，企业

由生产型逐步向生产经营型过渡。本厂由于原材料消耗偏高，管理工作跟不上形势发

展，部分产品销路不畅，造成产品积压。裸铝线几年来都是微利，主要收入是销詹时用户

未交回的木线盘款项。由于市埸竞争的结果，外省、市电线产品打入本省市埸，均没有

木线盘款项，本厂被迫也取消了该项收入。仓库产品库存高达二百五十万——三百五十



万。为了减少积压，打开销路，也仿照一些单位的办法，给用户回扣百分之一一一百分
之五，并且负责运输。这样一来，每年困回扣一项就大大冲销了利润，仅一九八三年一

年，回扣款就达四十四万元，年利润只二万八千元。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竞争能力，适应变化T的经济形势，--JLJ＼三年采取了以

下措施：在部分车闯开始试行经济责任制，学习首纲经验，加强企业管理：殴立总工程师

办公室，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生产销售方面，以销定产，并列销售人员采取]’

有利于调动积极性的责任制。在原料紧缺的第四季度，党，政主要领导，多次找有关单

位和上级领导机关，解决丁停产待料的盘机，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 年产值一千四百

五十六万元，利润回升到三十五万四千元，销售收入一千四百七十八万元，比计划提高

百分之五点六，销售利润比上年提高百分之二点三七，库存下降五十五万元，百元产值

占用流动资金由上年的五十三元下辟为四十三元八角，各种赞用减少三1‘四万二千无，

比一九八二年下降百分之一十三点五三。在新产品开发方面，自力更生先成了重型橼套

电缆和矿用电缆的试制任务。

一九八四年，为了迎接企业验收，五月份，由堕工局委派的咨询团苗先对本厂各条

线进行了广泛的检查研究，通过咨询报告，剖析了本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宝贵建

议，为本广企业整顿刨造了有利条件。全厂职工更加明确了“上品种，上质量、上水平

降成本，提高效益”的企业管理方向，六月份，调整了科室、车间领导班子，起用了部

分年轻干部。由企业管理办公室牵头，加速了各方面验收准备工作，并进行了自检．十

月，经上级检查验收，五项整顿验收合格，十月十二日正式颁发了台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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