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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编纂《国营第五六四七厂志》， (以

下简称《厂志》)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惠及后事的工

作，对于全厂职工和后继者了解工厂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发扬前

辈筚路兰缕的创业精神， 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不断开创工厂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五六四七厂自一九七。年五月开工建设以来，走过了十七年

的曲折历程。建厂初期，近四千名建设大军4两个馒头一壶

水”，在荆棘丛生、荒烟蔓草的金龙冲里栉风沫雨，艰苦创业，工

厂缓建以后，广大职工。厂缓心不缓，自力更生争贡献”，进行工程

维护、技术改造和生产自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厂

职工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大力开发新产品、进行科研试锏，不

断推进技术进步，从而结束了五六四七厂长达十一年的停缓建历

史，并由原来尚未具备生产能力的五七高炮毛坯厂，改建成坦克

发动机配件专业化生产厂． ．

；遵照原兵器-r业部(1985)兵工史办字第329-弓"文和湖南省国

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兵工史(志)编写工作会议精神，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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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厂决定编纂《厂志》。三月编纂工作正式开始，到一九八

七年三月初步定稿，先后经历了组建班子、拟定纲目，查阅档案、

走访元老、甄别核实、撰写《基层志》和《厂志》、领导初审等

步骤．一九八七年九月经党委副书记陈立文和厂办公室主任刘志

东审核修改，审定委员会审议后正式定稿。
’

我们在《厂志》编纂过程中，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探索工厂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结历史经

验教训．《厂志》采用史志结合、以志为主，附以图、表、录、

照片等表现形式。 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时

问断限； 一九七O年五月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全志共分十篇，

约十八万字。其结构安排是：《总览》作为主干，冠于首篇，统摄

全志；纵写工厂建设与发展简史，横概地理环境与工厂现状。《大

事记》采用编年纪事本末体，作为尾篇，通贯起迄。其余八篇为

专志，作为横的断面；分为《基本建设》、《生产发展》、‘《技术进

步》、《企业管理》、《党群工作》、《文化教育．》、 《生活福

利》和《集体经济》。各篇以沿革为纲，事类为目，纲目呼应，力

求反映工厂金貌。有关重要文件和统计资料以及中层以上领导干部

任免情况作为附录，列入志后。根据“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

没有单设人物篇。
’

《厂志》编纂工作是在原兵器工业部和湖南省国防科技工业

办公宝两级兵工史(志)办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得到了省科工

办档案室、溆浦县档案局、县志办以及我厂离退休老干部和垒厂各

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对于参加收集资料、撰写

文稿的编辑人员的艰苦工作和辛勤劳动，表示慰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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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厂志是一项新工作，有待学>--j和探累。 由于我们缺乏编

志经验，加之时间仓促，数据佚失，资料不全，难免阚漏舛错，

希望读者指正。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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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溯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我国处在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时期，国际

形势风云变幻。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边境，苏联陈兵百万，并于一九六九年三月

悍然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继而又在我国新疆边境挑起事端，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美

国一方面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另一方面将侵越战争一再升级，在我国西南

边境，印度也曾几次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面对外国的封锁包围和武装挑衅，毛泽

东主席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并针对我国兵器工业大都集中在中苏，中蒙边

境和沿海地区的状况，提出了要加强国家后方即大三线的建设。毛泽东指出t “三线

建设要抓紧”， “要抢在战争的前面”。党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一九六四

年夏天对三线建设进行决策，一九六五年全面部署。全国动员的三线建设一直延续到

七十年代来，其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在世界工业史上是罕见的，国家先后授资近二

千亿元，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二万九千个，占全国企业的三分之一。

作为三线建设项目之一的湖南五七高沲厂的建设，是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中

央常规兵器工业规划会议(简称69．115会议)上确定的。这套五七高炮厂由五个工厂

组成；五六。九厂为毛坯广，五六一七厂为炮身厂，五六二七厂为电传动厂，五六三七

广为总装厂，五六四七厂为瞄准具广。五厂分布在湖南省溆浦，辰溪两县五个山区乡

境，横跨三道江，东西相距八十四公里。五厂同时于一九七。年五月动工兴建。根据

当时主管基建施工的广州、湖南两级军区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提出的。三年任务，一年

半完成”的要求，到一九七一年底，五厂厂房主体工程和部分生活设施即巳基本完

成，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进行工程收尾。

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并被广泛用于军事工业，从而使

现代战争的手段和形式为之一新。五七高炮系苏联三，四十年代的产品，远远落后于

现代战争的需要。为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一九七四年，第五机械工业部决定，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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