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

卜
i
卜

}

l

l
i

0

；

；

i
l

{
；

鬻鬻鬻
。j誉；霪嫠懑繁鬓i鬟鬻鼍薹糍鬻甓笺，囊瓣鬻≤鬻纛鬻罐≤≥誊i簧誊誊尊l善i萎薹受霉；篆j鬻瀵

薯誉鬻蘩篙i整霉萋薹荔纂i誊?藜然纛
‘攀攀薹蘩i
≤雾雾

蒸
藜麟鎏鬻爹{鬻鬓

一

鬻
鬻篓攀鬻．

瓣
c纂霉攀i霪
’鬟i溪鬻囊鬻

熏麓
鬃
鬻≤j薹鍪薹≤1

鬻鬻|||
瑟。。一jj毒蒸嚣

鬻

蔫|__。
毋
纛

糕截
藏
黧
，氖
司港



常纱赣二截撼殿厩谘^一九五九fI一九八五v



吾静{jfI
刖 青

我厂是地方国营企业，建厂迄今已有27年的历史。在27年中，我

厂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崎岖的道路。经全厂历任领导和广大职工的艰辛

努力，工厂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近几年狠抓了企业基础管理

整顿，经济效益成倍提高，使工厂充满了新的活力o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到今，真实记录历史的

志书成为后人有益的借鉴，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一部以工厂

兴衰、成败等史料为基础的厂志无疑能成为历史的借鉴，既可留给后人

备查，同时又可作为对新工人进行艰苦创业教育的课本，对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厂编志工作自1983年开始收集资料，由于客观原因，使工作一

直停留在资料整理阶段o 1986年6月起充实人员，加强力量，广泛发动

群众征集厂史资料。通过查阅档案、座谈、上门走访、信函等多种方式，

先后收集了近一百万字的各种历史资料。编志人员在较短时间内查阅

’了所有的历史资料，并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本着“秉笔直书’’的精神，

经过整理、筛选，在志书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工厂27年的真实历史，

终于在1986年9月中旬完成初稿，后又经二次修改于11月定稿。

．． 本志以横排纵述的方法编纂。在横排门类的基础上，以时间顺序

先后进行记述，使厂志的体例结构基本符合志书的要求。

厂志还附有图表、照片、复印件等重要资料，对工厂前身的几个小

厂，亦作一简单介绍，以备查考。

在厂志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和老干部、老工人的大力支持，

尤其是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在百忙中为我厂厂志题词，使我们深受

鼓舞，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厂长。瞿焕昌

1986年11月



凡 例

一、本志定名为《常州轻工机械厂厂志》o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力求达到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统一。

三、本志体例遵循“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原则，设置章、节、目，

其各部分内容横向排列，纵向叙述。

四、本志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本着“详近略远’’原则，

力求做到观点正确，重点突出，尊重史实，贯通今昔，过功并述，文字简
鼍b
1日。

五、本志设12章37节，以顺序排列分为：基本建设、机器设备、产品

生产、体制机构、企业管理、行政工作、党的工作、职工代表大会、群团工

作、职工、荣誉录、附录等方面。

六、本志时间断限，上溯1959年1月1日建厂起，下限至1985年12月

止o ：

七、本志中基本建设项目分类按1985年全国工业普查标准分类·

八、本志“荣誉录’’中只记载集体和职工个人荣誉。

九，本志中的数字用阿拉伯字记述，其他一般从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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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之～1600毫米牛皮箱版纸机



主要产品之一——造纸园同笼

主要产品之一——遗纸胶辊渡铜辊

蓠



车间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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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殴备

SqZ2805

纸机磨床

主要设备之一

一2622，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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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住宅

编志人员一起研究修志工作



营蜇静蚓襞五瓤磷，j“转，

●建厂协期生产的埔时牛又地床

卜建，切期生产的4言：毕皮带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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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常州轻工机械厂(以下简称“我厂")是轻工业部、省轻工业厅造纸

机械及配件、自行车、缝纫机专用设备的重点生产厂家之一。厂区位于

常州市西门，东靠市洗衣机二厂和第九中学，南濒南运河，西北均壤接

市郊五星乡朱家村，水陆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

我厂创建于1959年1月1日，当时隶属于常州天宁区委和市轻手工

业局双重领导，建厂初期，主要承担生产轻工钟表、印刷、制糖等行业的

通用机械和专用加工设备。1967年开始，为适应产品市场的需要，支

持造纸、自行车、缝纫机生产厂发展生产，及时调整产品生产结构，先后

试制上马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造纸机辅机和自缝专机，为轻工行业

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厂27年的道路坎坷不平，我厂在曲折中发展前进。在“大办工

业’’的形势下，常州轻工机械制造修配厂和建业纱管厂率先于1959年1

月1日合并，成立地方国营常州轻工机械厂。当时有职工312人。同

年7月中旬钟楼机床厂也并入我厂。建厂第一年就试制成全市第一台

18"牛头刨床，定名为“创业牌移。钟楼区，市轻工业局的领导到厂召开

现场会，高度评价职工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还对试制的三足离心

机、电动机、6贝车床等14种新产品给予了高度赞扬和精神鼓励，全厂职

工受到极大的鼓舞o
’

在1960年——1963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我厂面对现

实，逐步由轻工机械制造转向市场轻工产品的生产。职工想方设法

自制模压具，先后生产饭盒、铝锅等生活用品，不仅为社会提供人民

生活必需品，满足市场需要，还为企业克服暂时困难找到了一条出

路o

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业八字方针，我厂

先后精简下放157人参加农业生产。翌年，为加速无线电工业发展，又

。·、．1 ·



根据常州市政府工业布局调整需要，我广又抽调了56名技术骨干支援

常州无线电厂。精简下放和支援外厂后，使我厂的技术力量一度受塑

严重削弱，在剩下的112名职工中，技术工人所剩无几，加之生产方向不

明，企业面临十分严竣的形势。后得以市轻工业局及时扶持，逐步从夕}

单位调进技术人员和工人，同时我厂组织开创适应市场需要的铝质鞫

楦，工厂渐渐恢复元气o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工厂生产一度陷予停顿状态，

当年仅实现利润3．79万元。1967年全年仅完成产值10．05万元，亏损

6．9万元，工厂生产处境艰难。

1967年，国家计委、建委和第一轻工业部发(67)一轻基76号“关哥

优先保证印刷毛主席著作用纸和油墨生产需要专用设备的通知’’下边

我厂试制生产15台三刀切草机的任务，职工们不辞劳苦，按时超额完岗

了生产任务。在此后的几年中，为适应造纸厂生产设备更新需要，又芳

展了除尘器、浓缩机、圆网笼、造纸辊及拉纸小车等产品的生产，逐步多

现向造纸机械行业的转变，同时，也使我厂形势得以转机。

1973年一1976年间，国家提出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方针，轻工业部杉

械局组织自行车、缝纫机、钟表三大件的试制生产，我厂接受为上海缨

纫机厂试制专用设备的任务，先后成立了机修、钳工二个试制小组，韬

一无样机，二无图纸的情况下，通过对老产品改型设计，先后试制成越

布牙铣齿机、挑线凸轮铣槽机、四边仿型铣等11种专用加工设备，解丑

了缝纫机厂生产中的急需。

：1977年初，常州市轻工业局组织会战生产自行车，指定我厂试讳

露内三速后轴’’，我厂成立试制小组，在当年年底试制成样品。1978年]

半年，又结合用户意见，吸取英国兰陵“内三速后轴’’的优点进行改型型

计，改型后的产品经常州市体委自行车运动队赴宜兴、杭州2次试用

认为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经市科委、轻工业局鉴定后投入批量生

产。该产品于1979年荣获江苏省新产品二等奖。为此我厂曾更名为。譬

州自行车二分厂纾，但不久又重新恢复轻工机械厂厂名。随着自行车彳

业联合体不断形成，1981年，经市轻工业局调整，三速飞车间全部人j

和部分设备、备品配件划归常州自行车总厂．‘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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