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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占·-J一

刖 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日益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的时

代，是修志留世的大好时机。

开平糖饼厂，按照开平县志办公室的布置和要求，在厂

党委直接领导下，抽调工人、干部成立开平县糖饼厂编志小

组，进行厂志的编写。我们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按照“略古详今”的原则，并根据糖饼厂的实际情况

和特点，把糖饼厂厂志编写成一部新型的企业专志。

开平糖饼厂厂志，是通过深入群众，广泛搜集资料，并以

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资料进行取舍、整理写成的，本

志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至今开平糖饼厂的发展状况，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经验。以求发

挥侨乡优势，加快糖饼业的发展，在“四化”建设中作出更

大的贡献。

编写志书是一件新的工作，我们由于缺乏经验，水平较

低，内容虽然经多次增删，仍感未能完全达到要求，差错之

处，也在所难免，希望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



凡 例

一、本志书共分八章，按章、节、项级次排列，节以下

是：一档用(一)，二档用1，三档用(1)、四档用①来

表示。质量管理章节有些元素采用英文字母，在控制成份上

采用±号来表示。体裁分志、记、传、图表、录。在世人物

不立传，用“人物简介”记载。

二、本志书主要用语体文进行记述，文字力求通俗易

懂。

三、本志书的内容主要是从纵横各方面反映开平糖饼业

发展变化情况，重点叙述新时期的生产和产品特点。

四、本志书根据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

分析，并通过多方考证然后入志，本志上段时间为1915年

(民国四年)，下段至1985年12月底止。

五、公历年、月、日及统计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表示，年代、农历、一律用汉字表示，文字一律使用规范化

的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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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广东省开平县糖饼厂，位于开平县三埠镇新昌西桥路。

民国时期，开平县的糖饼业多集中在赤坎、三埠、水口

这三个侨眷较多的圩镇，一般是经营糖果、饼干、糕点等。

最早经营糖饼业的是赤坎镇的盛益饼家，于1880年(清光绪

六年)左右开业。苍城的广源饼家，是1930年(民国十九

年)开业，建国后，1950年至1954年，所有糖饼产品都属自

产自销。1954年有部分私营商店参加合作组，合资经营，

1956年全部转为公私合营。

开平县糖饼厂是由开平县三埠、水口，赤坎三个镇十七

间饼家参加合作组和公私合营后，于1961年改为地方国营开

平县糖饼厂的，1964年饼干的年产量为300吨，比公私合营

时增长20％，同年产品开始出口，1966年开始出口米排粉，

1968年起，内销饼干销售到我国山西、陕西等省和二十多

个地区，年产量达600吨，出口饼干有橙汁夹心饼、鸳鸯夹心

饼、威化饼等。饼干是佛山地区同行业的重点出口产品、珠

江牌米排粉也是重点出口产品。

随着生产的发展，厂不断进行企业改革，因而产量、产

值、利润不断增长，人员也随着增多，从1968年起，饼干年

产量达到700吨以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企业进行大整顿，大改革，

1984年撤销了糖果，米排粉两大车间，集中以生产饼干为

主，在改革中从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入手，实行浮动工资制，

制订承包方案，由车间班组承包，实行定产品质量、定指标、

定原材料和消耗额；以及定产、定质计酬，实行多劳多得少劳

少得的分配原则，大大调动全厂干部、职工为搞好企业、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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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为国家多作贡献，为厂积累增值和增加职工收入的

积极性，从而使高级饼二F的花色品种逐年增加，饼干的产量

和质量不断提高，产值、利润和积累也一年超过一年。现

在，一糖饼厂总人数有1453人，其中圃定职工743人，计划内

临工9人，发包工7r10人。现有建筑面积1：7：500平方米，厂房

建筑值239万元，固定资产值41 7万元。

『．开平糖饼厂1983年总产量3634吨，1984年总产量5113

吨，1985年达8700多吨，市场上仍然供不应求，利润从

1978年21万元增到1935年125万多元。

近年来出口鸳鸯夹心饼二f：、橙汁夹心饼干、柠檬夹心饼

予、一奶宝饼、威化饼等五个品种分别荣获部优质产品，省名
牌产品、省旅游产品奖和地区第一名以及省“四新”产品的

光荣称号。五种出口饼干年产1800吨，创外汇150万美元。

1984年辨干出口量居全国首位，饼干总产量居全省第二位。

1985年仍保持领先地位。

开平县糖饼厂子1981年终先后从英国引进三台包装机，

(注：有两台是日本富士牌85年引进的)二台夹心机，从而

为提高产品质量，加速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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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置沿革

1953年，荻海埠恒栈，杏香、生昌、合隆、三和隆、棠

记、杏芳怡广济，新昌埠大昌源、江安行；长沙埠三栈、源

广斋、怡心，水口镇联珠，德昌，赤坎镇双全、和香园十七

间糖饼家的产品，由开平县国营贸易部门供销合作社的基层

店点统购包销。

1954年3月，荻海埠合隆、生昌、恒栈等饼家先组织合

作组，随后有棠记糖饼店加入，合作组有工人15人，后来

加入3人，共18人，由开平县商业部门领导。

1956年1月1日在合作化高潮时，有杏香、杏芳、源广

斋、怡心、三栈等糖饼家合并建立开平县三埠镇糖饼食品

社，职工人数78人。

1956年1月1日，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

潮中，和香园、双全、联珠、德昌江安行、怡广济、大昌源

等饼家实行了全行业合营，组成开平县“公私合营糖饼

厂”，职工70人，该厂在水口镇设一个加工场、赤坎也设一

个点，1957年赤坎镇和水口镇两个点同时搬到三埠镇加入

公私合营糖饼厂。

1957年开平县三埠镇糖饼食品社改名为“华南社”。

1958年10月，开平县“公私合营糖饼厂”与“华南社"

合并为“开新糖饼厂”，属开平县商业部门领导，职工140

人。

1958年11月，开平县与恩平县合并，随后有很多同行的

食品厂也实行合并，1960年10月，公私合营“开新糖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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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酱料厂、酒厂、盐厂合并(简称四厂合并)为“开平县综

合食品厂"，四厂合并时，职工共270人。

1961年9月，开平县综合食品厂按原来四个厂重新分

厂，1961年9月15日成立地方国营开平县糖饼厂，1968年2

月24目成立厂革委会，1978年10月撤销厂革委会，隶属开平

县工业局领导。1983年撤销工业局，分别成立三个工业公

司，糖饼厂属开平县糖纸食品工业公司领导，1984年1月开

始，糖纸食品公司又改为县轻工业公司，糖饼厂仍属轻工业

公司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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