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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

献给郑州卷烟总厂建厂六十周年!

献给曾经及正在为郑烟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

肋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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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五谷丰登，正是收获的季节。

《郑州卷烟厂志》经过编写人员一年的艰辛劳动，终于与读者见面了。《郑州卷烟厂志》是一部

烟草企业的创业史，它真实的反映了郑烟几代职工艰苦卓绝、励精图治的创业精神和风雨同舟、患难

与共的精神风貌。这是郑州卷烟总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我省烟草行业的一朵

志苑新葩。今日能够为《郑州卷烟厂志》作序，实感荣幸。

1999年2月，我有幸从河南省烟草专卖局被派到郑州卷烟厂工作。2003年7月，郑州厂与漯河

厂实现重组成立郑州卷烟总厂，我担任总厂厂长、党委副书记。几年来，郑烟职工诚挚朴实的敬业情

怀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记忆。

2003年7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向所属各单位下发了为《河南省志·烟草分志》撰写

资料长编工作的通知。厂长办公室提出借此机会编撰《郑州卷烟厂志》时，我非常高兴。我也深切

感到，尽管实施了企业重组，但郑州卷烟厂经历的几十年风风雨雨也应该真实全面的记录下来。

《郑州卷烟厂志》的编撰人员，经过查阅大量档案，广泛收集资料，精心设计篇目，多次认真修

改，反复征求意见，以极大的热情，非常的敬业精神，披沙拣金，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完成100万

字的《厂志》撰写工作，实在不易。纵览全书，结构合理严谨，繁简得当，内容翔实全面，语言叙

述简练流畅。它的出版问世不仅可以提供查阅和借鉴，而且能够起到激励后人的作用，有着不同寻常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郑州卷烟厂几代职工在厂党委、厂部的领导下，无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于20世纪50年代就发展成为全国五大卷烟企业之一；

20世纪60—70年代，虽经历“文革”，但生产并未受损失，而且还得到不断的发展，使年产量由

1965年文革前的15万箱，逐步上升至20世纪80年代的50万箱。企业的发展，凝聚着几代职工的心

血和汗水，企业的每一次沉浮，都是全体员工团结奋斗的结晶。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烟草行业面f临着巨大的挑战

与考验。河南省地处中原，素有“烟叶王国”之称，“两烟”生产是河南的支柱产业，烟叶和卷烟产

量曾长期居全国之冠。要发扬河南烟草的优势，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奋力实现河南卷烟

工业的崛起。卷烟企业更要加速拓展生存空间，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郑州卷烟总厂地处河南省会，两个生产点分布在省会郑州和河南省的内陆特区漯河市，交通四通

发达，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占据着地利人和。我衷心祝愿郑州卷烟总厂全体职工在新一届领导班子

的带领下，再接再厉，以史为鉴，精诚团结，努力拼搏，再创佳绩，重现辉煌!

杨自业：河南中烟工业公司副总经理

匀生
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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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秋，当郑州卷烟总厂建厂60周年华诞之际，《郑州卷烟厂志》付梓出版了。这是全厂几

千名职工的一件大事，也是功在当今，惠泽后世的一件好事，是《厂志》编写人员一年来辛勤劳动

的结晶，可喜可贺!作为郑州卷烟总厂的厂长，我在此向半个多世纪来曾经为郑烟的发展壮大做出过

贡献的人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郑州卷烟厂志(1944—2003)》秉笔直书郑烟历史发展中的人和事，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

了郑州卷烟总厂几代职工同舟共济、共创辉煌的艰苦历程和经验教训，其内容集资料性、科学性和务

实性于一体，具有存史、资治、借鉴、教化的功能。

郑州卷烟总厂是一个有着60年历史的老厂。1944年秋建立，郑州解放时收归国有。于20世纪

50年代就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卷烟厂家之一；烟草托拉斯时期，郑州分公司管辖的21个卷烟企业中

郑烟是龙头大厂；20世纪70至80年代，郑州卷烟厂曾经对北京、玉溪、宝鸡、延安、吴中、洛阳

等十几家卷烟厂进行技术支援或人员培训；1970年6月至1980年1月，郑烟受国家局委托，曾派出

数批工程技术人员，并出资283万元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建起一座卷烟火柴厂。索马里最高革命委

员会主席西亚德和两名副主席、革命委员会委员、部长等参加了卷烟厂开工剪彩仪式；于20世纪50

年代研制成功的“黄金叶”、“散花”、“彩蝶”牌香烟，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优质产品；1958年

新创品牌甲一级“散花”牌香烟在当年11月著名的“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一致好评，被与会代表称赞为能赶上“大中华”牌香烟；经过“六·五”、“七·五”、

“八·五”技术改造，郑州卷烟厂的生产能力达到年产60万箱，固定资产原值8．8亿元，年销售收

入20亿元，相继引进英、德、法、意大利等国家先进的卷接、包装、制丝设备44台(套)，引进法

国六色凹印机软硬线各一组，拥有主要生产设备151台(套)；总厂成立后，年生产能力达到90万

箱。

郑州卷烟厂曾经有着骄人的业绩和辉煌的历史，但那只属于过去。未来要靠我们去努力拼搏，努

力创造。郑漯两厂重组后的郑州卷烟总厂，既面临着新的发展和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全体干部职工一定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发扬敢想敢干、敢试敢闯的创

新精神，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强化团结意识，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战胜挑战，努力实现企业

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

《郑州卷烟厂志》的面世。对于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谋求更大的发展有着重要

的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无论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我们都将义

无反顾，勇往直前，再创佳绩。重振企业雄风!

邵富根：郑州卷烟总厂厂长

2004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ij 9 6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以

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记述郑州卷烟厂的发展过程，秉笔直书郑烟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生

产、经营、科技、工艺、党群、基建、生活、人物、荣誉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着力体现时代特点和行业特色，真实展现几代员工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精

神风貌，寓褒贬于记事之中，努力使其具有资治、教化、存史和借鉴之功能。

二、本志上限始于1944年秋本厂筹建之初，下限止于2003年7月3日成立总厂之前。《历史篇》

中简述郑州卷烟厂与漯河卷烟厂合并情况。

三、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分竖写、纵横结合；按篇分类、以类系事，篇下有章、章下有

节、节下有目。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文字按照国家公布的简化字书写；数字按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

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货币使用当时的名称；人民币按照当时的发生额；凡折算现行币值的，都加以说明；标点符号

按照国家颁布的相关条例、规定书写；数据均以国家规定的计算方法入志；企业名称均按当时称谓录

制。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语言力求准确、简练、流畅。以志为主，集述、记、录、照、

图、表等共存。

六、本志人物收录以任职时间先后为序。

七、本志资料以郑州卷烟厂档案库存资料为主，辅以外查历史档案资料及部分口碑资料。各业务

部门或车间提供的数据如与统计部门不相符的，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

I一-L■，



《郑州卷烟厂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赵九来杨自业

名誉主任：邵富根吴殿信

主 任：白瑞民

副主任：凌保宁苗强

委 员：付顺卿 李 强 张丕中 曹曙东 孙长青 刘金福 张建民

刘国栋

特邀委员：郜稳亮 葛子华 于经忠周朝琦冀安邦 刘文治

《郑州卷烟厂志》编写办公室

主 任：陈清棠

副主任：蔡晶亮 高丽华

成 员：兰珊侯蔚彬 宋蔚兰

《郑州卷烟厂志》特邀审稿人

齐建华 王振亚 史广江叶茂功 许秀玲王跃增 张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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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kltI卷烟厂志》审稿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平安 王 斌王则民 王宗信 王维平 毛爱龙 兰 珊 冯 剑 孙学军

田圣德 李亚南 刘国庆 宋长春 宋金梁 宋蔚兰 何国勋 陈胜利 陈清棠

邵宏杰 林再予 郑国兴 张美兰 张泽岭 张惠丽 武超伟 高丽华侯蔚彬

袁致光 聂毅军 崔兰英 崔建国 崔国斌 焦建华 韩占民蔡晶亮 鲁建新

冀庆呜

《郑州卷烟厂志》整理资料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汝昌 马 威 马连俊 马金民 马晓华 王 军 王东义 王进才 王 淼

王兴伟 王洪亮 王喜英 王信生 王高杰 王培跃王新宇 王洪涛 王玲娜

王丽娜 牛凤娟 牛春燕 毛建军 田百顺 冯慧敏许建国 刘 呜 刘 萍

刘义华 刘传云 刘伟峰 刘海荣 刘艳辉 刘路塔 刘德全 李 刚 李红娜

李合新 李宏伟 李忠文 李和平 李剑峰李燕北 邢 娟 乔 曼 闫歆华

朱海英 朱爱红 宋长春 宋永杰 宋郑林 陈惠林 陈照林 陈瑞丽 张 霞

张文博 张书治 张百义 张永红 张志庆 张秀丽 张春玲 张海涛 张遂芳

吴伟超 昊桂英 杨 杰 杨宪全杨海丹 卓永冰 范卫星 范光辉 罗 昊

罗春霞 禹 勇 赵 亮 赵新平 高 宁 高兴利 侯幼珍侯同根段伟萍

俞江波 胡芳伟 郭丽霞顾 亮 耿玉霞。徐毓洲 梁郑兴 董 军 程红灵

鲁锋鲁国阳 彭奎海 彭晓燕 雷鸿宪 熊若瑾 魏玲

1'—■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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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56)

第三节烟草托拉斯⋯⋯⋯⋯⋯⋯⋯⋯(60)

第四节“文化大革命”⋯⋯⋯⋯⋯⋯⋯(62)

第四章市场经济时期⋯⋯⋯⋯⋯⋯⋯⋯(65)

第一节整顿恢复⋯⋯⋯⋯⋯⋯⋯⋯⋯(65)

第二节全面企业整顿⋯⋯⋯⋯⋯⋯⋯(67)

第三节贯彻经济体制改革⋯⋯⋯⋯⋯(70)

第四节持续发展⋯⋯⋯⋯⋯⋯⋯⋯⋯(76)

第五节调整巩固⋯⋯⋯⋯⋯⋯⋯⋯⋯(80)

第五章展望未来⋯⋯⋯⋯⋯⋯⋯⋯⋯⋯(84)

生产篇

第一章卷烟生产⋯⋯⋯⋯⋯⋯⋯⋯⋯⋯(89)

第一节生产规模⋯⋯⋯⋯⋯⋯⋯⋯⋯(89)

第二节生产组织⋯⋯⋯⋯⋯⋯⋯⋯⋯(92)

第三节产品⋯⋯⋯⋯⋯⋯⋯⋯⋯⋯⋯(97)

第二章卷烟生产工艺⋯⋯⋯⋯⋯⋯⋯(107)

第一节工艺流程⋯⋯⋯⋯⋯⋯⋯⋯(107)

第二节制作技术⋯⋯⋯⋯⋯⋯⋯⋯(115)

第三节工艺纪律⋯⋯⋯⋯⋯⋯⋯⋯(119)

一，j∥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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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工艺标准⋯⋯⋯⋯⋯⋯⋯⋯

第五节温湿度控制⋯⋯⋯⋯⋯⋯⋯

第六节生产设备⋯⋯⋯⋯⋯⋯⋯⋯

第七节检测设备⋯⋯⋯⋯⋯⋯⋯⋯

品牌篇

第一章三大品牌系列⋯⋯⋯⋯⋯⋯⋯

第一节“黄金叶”系列⋯⋯⋯⋯⋯⋯

第二节“散花”系列⋯⋯⋯⋯⋯⋯⋯

第三节“彩蝶”系列⋯⋯⋯⋯⋯⋯⋯

第二章其它重要牌号⋯⋯⋯⋯⋯⋯⋯

第一节重要牌号简介⋯⋯⋯⋯⋯⋯

第二节卷烟生产牌号⋯⋯⋯⋯⋯⋯

第三章名优卷烟产品介绍⋯⋯⋯⋯⋯

第一节部优卷烟产品⋯⋯⋯⋯⋯⋯

第二节省优卷烟产品⋯⋯⋯⋯⋯⋯

销售篇

第一章概况⋯⋯⋯⋯⋯⋯⋯⋯⋯⋯⋯

第一节销售组织机构沿革⋯⋯⋯⋯

第二节总体销售概况⋯⋯⋯⋯⋯⋯

第二章销售市场⋯⋯⋯⋯⋯⋯⋯⋯⋯

第一节营销管理⋯⋯⋯⋯⋯⋯⋯⋯

第二节营销体制和产品流向⋯⋯⋯

第三节市场信息⋯⋯⋯⋯⋯⋯⋯⋯

第四节省内销售⋯⋯⋯⋯⋯⋯⋯⋯

第五节省外销售⋯⋯⋯⋯⋯⋯⋯⋯

第六节对外贸易⋯⋯⋯⋯⋯⋯⋯⋯

第七节成品管理与调运⋯⋯⋯⋯⋯

第三章卷烟价格⋯⋯⋯⋯⋯⋯⋯⋯⋯

第一节卷烟定价⋯⋯⋯⋯⋯⋯⋯⋯

第二节价格调整⋯⋯⋯⋯⋯⋯⋯⋯

第四章市场开拓⋯⋯⋯⋯⋯⋯⋯⋯⋯

第一节媒体宣传⋯⋯⋯⋯⋯⋯⋯⋯

第二节地区促销⋯⋯⋯⋯⋯⋯⋯⋯

第三节售后服务⋯⋯⋯⋯⋯⋯⋯⋯

第四节公益活动⋯⋯⋯⋯⋯⋯⋯⋯

19

20

21

32

、，、，、，、，、J、J、，、J、，、，

6

6

1

4

8

8

9

0

0

1

3

3

4

4

4

4

4

5

5

5

l

l

1

1

l

l

l

1

1

1／L，L，k，L／L，L，k，L，k，L

、，、，、，、，、J、J、，、J、，、，、，、，、，、，、，、，、，、，、，

1

1

1

6

6

6

7

8

8

9

0

l

1

2

3

3

4

4

5

6

6

6

7

7

7

7

7

7

7

8

8

8

8

8

8

8

8

8

1

1

l

1●●■

l

1

l

1

1

1

1

1

1

1

l■11

tl■l／L，L，k，L，～／L，L，k，L，L，L，L，～／L／L，L，k／k，L



科教篇

第一章科技⋯⋯⋯⋯⋯⋯⋯⋯⋯⋯⋯

第一节科研机构与科技队伍⋯⋯⋯

第二节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O O·D

第三节技术成果⋯⋯⋯⋯⋯⋯⋯⋯

第四节技术比武⋯⋯⋯⋯⋯⋯⋯⋯

第五节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

第六节科技活动⋯⋯⋯⋯⋯⋯⋯⋯

第二章教育⋯⋯⋯⋯⋯⋯⋯⋯⋯⋯⋯

第一节教育机构与人员⋯⋯⋯⋯⋯

第二节职工文化教育⋯⋯⋯⋯⋯⋯

第三节职工技术教育(自办)⋯⋯⋯

第四节子弟学校⋯⋯⋯⋯⋯⋯⋯⋯

技改篇

第一章“六·五”前技术改造⋯⋯⋯⋯

第一节制丝设备的改进⋯⋯⋯⋯⋯

第二节卷烟设备的改进⋯⋯⋯⋯⋯

第三节包装设备的改进⋯⋯⋯⋯⋯

第四节印刷设备的改进⋯⋯⋯⋯⋯

第二章“六·五”技术改造⋯⋯⋯⋯⋯

第三章“七·五”技术改造⋯⋯⋯⋯⋯

第四章“八·五”技术改造⋯⋯⋯⋯⋯

第五章“九·五”技术改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基建篇

(229)

(229)

(230)

(231)

(231)

(232)

(232)

(235)

(238)

“九·五”期间10％重点技术

改造规划⋯⋯⋯⋯⋯⋯⋯⋯(239)

“九·五”期间制丝线改造⋯(239)

重点技术改造⋯⋯⋯⋯⋯⋯(240)

第一章基本建设与生活设施⋯⋯⋯⋯

第一节厂区建设⋯⋯⋯⋯⋯⋯⋯⋯

第二节办公及生活设施建设⋯⋯⋯

第二章房地产与产籍⋯⋯⋯⋯⋯⋯⋯

第一节房产及产权产藉⋯⋯⋯⋯⋯

第二节地产及产权产籍⋯⋯⋯⋯⋯

管理篇

第一章行政管理⋯⋯⋯⋯⋯⋯⋯⋯⋯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沿革⋯⋯⋯⋯

第二节行政管理工作⋯⋯⋯⋯⋯⋯

第二章生产管理⋯⋯⋯⋯⋯⋯⋯⋯⋯

(243)

(243)

(245)

(248)

(248)

(248)

249

249

253

256

第一节生产调度⋯⋯⋯⋯⋯⋯⋯⋯(257)

第二节计划管理⋯⋯⋯⋯⋯⋯⋯⋯(258)

第三节统计管理⋯⋯⋯⋯⋯⋯⋯⋯(259)

第四节工艺管理⋯⋯⋯⋯⋯⋯⋯⋯(261)

第五节现场管理⋯⋯⋯⋯⋯⋯⋯⋯(262)

第三章信息管理⋯⋯⋯⋯⋯⋯⋯⋯⋯(263)

第一节组织机构及制度建设⋯⋯⋯(263)

第二节信息归口管理⋯⋯⋯⋯⋯⋯(264)

第三节信息化基础建设⋯⋯⋯⋯⋯(264)

第四节信息项目管理⋯⋯⋯⋯⋯：··(264)

第四章质量管理⋯⋯⋯⋯⋯⋯⋯⋯⋯(265)

第一节全面质量管理(TQC)活动⋯(266)

第二节质量监督检测站(三级站)⋯(267)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269)

第四节评烟(吸)委会⋯⋯⋯⋯⋯⋯(271)

第五章设备管理⋯⋯⋯⋯⋯⋯⋯⋯⋯(271)

第一节基础管理⋯⋯⋯⋯⋯⋯⋯⋯(272)

第二节设备技术管理⋯⋯⋯⋯⋯⋯(272)

第三节设备维修与保养管理⋯⋯⋯(273)

第四节设备状态监测技术应用和润滑

管理⋯⋯⋯⋯⋯⋯⋯⋯⋯⋯(274)

第五节备件管理⋯⋯⋯⋯⋯⋯⋯⋯(274)

第六节计量管理⋯⋯⋯⋯⋯⋯⋯⋯(275)

第七节车辆管理⋯⋯⋯⋯⋯⋯⋯⋯(276)

第六章财务管理⋯⋯⋯⋯⋯⋯⋯⋯⋯(279)

第一节成本控制与核算⋯⋯⋯⋯⋯(279)

第二节资金管理⋯⋯⋯⋯⋯⋯⋯⋯(281)

第三节预算管理⋯⋯⋯⋯⋯⋯⋯⋯(283)

第四节费用控制⋯⋯⋯⋯⋯⋯⋯⋯(284)

第五节固定资产投资⋯⋯⋯⋯⋯⋯(285)

第六节烟草税费⋯⋯⋯⋯⋯⋯⋯⋯(290)

第七节经济效益⋯⋯⋯⋯⋯⋯⋯⋯(291)

第七章审计监督⋯⋯⋯⋯⋯⋯⋯⋯⋯(299)

第一节审计工作的目标及主要职能⋯⋯(299)

第二节经济活动审计⋯⋯⋯⋯⋯：一(299)

第三节专项审计调查⋯⋯⋯⋯⋯⋯(299)

第四节财务收支审计⋯⋯⋯⋯⋯⋯(300)

第五节经济责任审计⋯⋯⋯⋯⋯⋯(300)

第六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计⋯⋯(300)

第七节对违反财经法纪问题的审计⋯(301)

第八节审计机关及社会审计情况⋯(302)

第九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自查

工作⋯⋯⋯⋯⋯⋯⋯⋯⋯⋯(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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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原辅材料管理⋯⋯⋯⋯⋯⋯⋯

第一节烟叶采购⋯⋯⋯⋯⋯⋯⋯⋯

第二节辅料供应⋯⋯⋯⋯⋯⋯⋯⋯

第三节物资管理⋯⋯⋯⋯⋯⋯⋯⋯

第四节降耗节资⋯⋯⋯⋯⋯⋯⋯⋯

第八章人事劳资管理⋯⋯⋯⋯⋯⋯⋯

第一节人员⋯⋯⋯⋯⋯⋯⋯⋯⋯⋯

第二节用工⋯⋯⋯⋯⋯⋯⋯⋯⋯⋯

第三节专业技术人员⋯⋯⋯⋯⋯⋯

第四节技师评定⋯⋯⋯⋯⋯⋯⋯⋯

第五节工资管理⋯⋯⋯⋯⋯⋯⋯⋯

第六节劳动合同管理⋯⋯⋯⋯⋯⋯

第七节社会保险⋯⋯⋯⋯⋯⋯⋯⋯

第八节离退休职工管理⋯⋯⋯⋯⋯

第九章安全武装保卫管理⋯⋯⋯⋯⋯

第一节生产安全⋯⋯⋯⋯⋯⋯⋯⋯

第二节治安保卫⋯⋯⋯⋯⋯⋯⋯⋯

第三节安全教育⋯⋯⋯⋯⋯⋯⋯⋯

第四节普法教育⋯⋯⋯⋯⋯⋯⋯⋯

第五节消防工作⋯⋯⋯⋯⋯⋯⋯⋯

第六节经济民警建设⋯⋯⋯⋯⋯⋯

第七节事故与案件处理⋯⋯⋯⋯⋯

第八节人民武装工作⋯⋯⋯⋯⋯⋯

第九节环保管理⋯⋯⋯⋯⋯⋯⋯⋯

第十章能源管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党群篇

空压气、真空的供应及空气调

节⋯⋯⋯⋯⋯⋯⋯⋯⋯⋯⋯

用电管理⋯⋯⋯⋯⋯⋯⋯⋯

用水管理⋯⋯⋯⋯⋯⋯⋯⋯

用汽管理⋯⋯⋯⋯⋯⋯⋯⋯

经济责任制⋯⋯⋯⋯⋯⋯⋯

档案管理⋯⋯⋯⋯⋯⋯⋯⋯

档案建设⋯⋯⋯⋯⋯⋯⋯⋯

档案开发利用⋯⋯⋯⋯⋯⋯

档案分类⋯⋯⋯⋯⋯⋯⋯⋯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组织⋯⋯⋯⋯⋯⋯

第一节组织沿革⋯⋯⋯⋯⋯⋯⋯⋯

第二节历次党代会⋯⋯⋯⋯⋯⋯⋯

第三节组织工作⋯⋯⋯⋯⋯⋯⋯⋯

第四节统战工作⋯⋯⋯⋯⋯⋯⋯⋯

第五节宣传工作⋯⋯⋯⋯⋯⋯⋯⋯

(365)

(365)

(375)

(379)

(386)

(386)

l 0々’

第六节思想政治教育⋯⋯⋯⋯⋯⋯(395)

第七节政研会⋯⋯⋯⋯⋯⋯⋯⋯⋯(400)

第八节信访工作⋯⋯⋯⋯⋯⋯⋯⋯(402)

第二章纪检监察工作⋯⋯⋯⋯⋯⋯⋯(403)

第一节纪检监察机构⋯⋯⋯⋯⋯⋯(403)

第二节廉政建设⋯⋯⋯⋯⋯⋯⋯⋯(403)

第三节廉洁自律⋯⋯⋯⋯⋯⋯⋯⋯(406)

第四节廉政制度⋯⋯⋯⋯⋯⋯⋯⋯(408)

第五节案件查处⋯⋯⋯⋯⋯⋯⋯⋯(409)

第六节监察(检察)工作⋯⋯⋯⋯⋯(410)

第七节专卖管理和规范经营⋯⋯⋯(411)

第三章工会工作⋯⋯⋯⋯⋯⋯⋯⋯⋯(412)

第一节工会组织⋯⋯⋯⋯⋯⋯⋯⋯(412)

第二节职工代表大会⋯⋯⋯⋯⋯⋯(413)

第三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419)

第四节民主管理⋯⋯⋯⋯⋯⋯⋯⋯(421)

第五节劳动竞赛⋯⋯⋯⋯⋯⋯⋯⋯(427)

第六节多种经营⋯⋯⋯⋯⋯⋯⋯⋯(431)

第七节职工之家⋯⋯⋯⋯⋯⋯⋯⋯(432)

第八节业余文化生活⋯⋯⋯⋯⋯⋯(433)

第九节图书馆⋯⋯⋯⋯⋯⋯⋯⋯⋯(436)

第十节劳模管理⋯⋯⋯⋯⋯⋯⋯⋯(436)

第四章共青团组织⋯⋯⋯⋯⋯⋯⋯⋯(438)

第一节组织沿革⋯⋯⋯⋯⋯⋯⋯⋯(438)

第二节历次团代会⋯⋯⋯⋯⋯⋯⋯(438)

第三节基层团组织⋯⋯⋯⋯⋯⋯⋯(439)

第四节共青团工作⋯⋯⋯⋯⋯⋯⋯(440)

第五章精神文明建设⋯⋯⋯⋯⋯⋯⋯(443)

第一节精神文明建设组织机构⋯⋯(443)

第二节精神文明建设规划⋯⋯⋯⋯(444)

第三节精神文明建设活动⋯⋯⋯⋯(444)

第四节文明共建⋯⋯⋯⋯⋯⋯⋯⋯(445)

第五节企业文化⋯⋯⋯⋯⋯⋯⋯⋯(446)

生活篇

第一章职工收入⋯⋯⋯⋯⋯⋯⋯⋯⋯(451)

第二章职工医疗⋯⋯⋯⋯⋯⋯⋯⋯⋯(452)

第一节职工医院组织和医疗沿革⋯(452)

第二节医院规模⋯⋯⋯⋯⋯⋯⋯⋯(453)

第三节医疗保健⋯⋯⋯⋯⋯⋯⋯⋯(454)

第四节医疗技术⋯⋯⋯⋯⋯⋯⋯⋯(454)

第五节医疗改革⋯⋯⋯⋯⋯⋯⋯⋯(454)

第六节医疗费用报销办法⋯⋯⋯⋯(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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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计划生育⋯⋯⋯⋯⋯⋯⋯⋯⋯(457)

第一节组织沿革⋯⋯⋯⋯⋯⋯⋯⋯(457)

第二节计划生育管理⋯⋯⋯⋯⋯⋯(457)

第三节计划生育宣传⋯⋯⋯⋯⋯⋯(459)

第四节计划生育协会⋯⋯⋯⋯⋯⋯(459)

第四章职工住房⋯⋯⋯⋯⋯⋯⋯⋯⋯(460)

第一节职工住房概述⋯⋯⋯⋯⋯⋯(460)

第二节住房改革⋯⋯⋯⋯⋯⋯⋯⋯(460)

第五章职工食堂⋯⋯⋯⋯⋯⋯⋯⋯⋯(461)

第六章社区服务⋯⋯⋯⋯⋯⋯⋯⋯⋯(462)

第一节郑烟公社⋯⋯⋯⋯⋯⋯⋯⋯(462)

第二节后勤组织机构⋯⋯⋯⋯⋯⋯(462)

第三节物业管理公司⋯⋯⋯⋯⋯⋯(463)

第四节生活服务⋯⋯⋯⋯⋯⋯⋯⋯(464)

第五节职工幼儿园⋯⋯⋯⋯⋯⋯⋯(464)

第三产业篇

第一章黄金叶实业总公司⋯⋯⋯⋯⋯(467)

第一节黄金叶实业总公司的历史沿革

与发展概况⋯⋯⋯⋯⋯⋯⋯(467)

第二节黄金叶实业总公司主要产品⋯(482)

第三节黄金叶实业总公司企业管理

与财务管理⋯⋯⋯⋯⋯⋯⋯(484)

第四节黄金叶实业总公司职工生活

服务⋯⋯⋯⋯⋯⋯⋯⋯⋯⋯(487)

第五节 黄金叶实业总公司宗旨与精

神⋯⋯⋯⋯⋯⋯⋯⋯⋯⋯⋯(488)

第二章郑州黄金叶印务有限责任公

司⋯⋯⋯⋯⋯⋯⋯⋯⋯⋯⋯⋯(489)

第一节历史沿革⋯⋯⋯⋯⋯⋯⋯⋯(489)

第二节组织沿革⋯⋯⋯⋯⋯⋯⋯⋯(489)

第三节生产规模⋯⋯⋯⋯⋯⋯⋯⋯(490)

第四节主要产品⋯⋯⋯⋯⋯⋯⋯⋯(491)

第五节经济效益⋯⋯⋯⋯⋯⋯⋯⋯(492)

第六节经营管理⋯⋯⋯⋯⋯⋯⋯⋯(492)

第七节员工培训⋯⋯⋯⋯⋯⋯⋯⋯(494)

第三章博瑞尔公司⋯⋯⋯⋯⋯⋯⋯⋯(495)

第四章河南金瑞香精香料有限公司⋯(496)

第五章河南省烟草机械有限公司⋯⋯(497)

第六章荷兰金叶国际有限公司⋯⋯⋯(497)

第七章金叶财达实业有限公司⋯⋯⋯(498)

第八章南阳烟叶复烤厂⋯⋯⋯⋯⋯⋯(498)

第九章河南烟草海南实业公司⋯⋯⋯(499)

荣誉篇

第一章集体荣誉⋯⋯⋯⋯⋯⋯⋯⋯⋯(501)

第二章个人荣誉⋯⋯⋯⋯⋯⋯⋯⋯⋯(506)

第三章部门荣誉⋯⋯⋯⋯⋯⋯⋯⋯⋯(515)

人物简介⋯⋯⋯⋯⋯⋯⋯⋯：⋯(519)

社团组织⋯⋯⋯⋯⋯⋯⋯⋯⋯(525)

一、黄金叶诗社⋯⋯⋯⋯⋯⋯⋯⋯⋯⋯⋯(525)

二、集邮协会⋯⋯⋯⋯⋯⋯⋯⋯⋯⋯⋯⋯(525)

名录

一、厂级、副厂级领导名录⋯⋯⋯⋯⋯⋯(527)

二、职称名录⋯⋯⋯⋯⋯⋯⋯⋯⋯⋯⋯⋯(529)

三、技师名录⋯⋯⋯⋯⋯⋯⋯⋯⋯⋯⋯⋯(532)

四、职工名录⋯⋯⋯⋯⋯⋯⋯⋯⋯⋯⋯⋯(533)

(一)在职职工名录⋯⋯⋯⋯⋯⋯⋯⋯⋯(533)

(--)内部退养职工名录⋯⋯⋯⋯⋯⋯⋯(571)

(三)离、退休职工名录⋯⋯⋯⋯⋯⋯⋯⋯(583)

(四)已故职工名录⋯⋯⋯⋯⋯⋯⋯⋯⋯(601)

附录

1．中共郑州卷烟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全民

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实

施细则⋯⋯⋯⋯⋯⋯⋯⋯⋯⋯⋯⋯⋯(609)

2．郑州卷烟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

工作条例》实施细则⋯⋯⋯⋯⋯⋯⋯⋯(613)

3．郑州卷烟厂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617)

4．郑州卷烟厂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

细则⋯⋯⋯⋯⋯⋯⋯⋯⋯⋯⋯⋯⋯⋯(622)

5．中共郑州卷烟厂委员会关于加强党的

建设的十三项制度⋯⋯⋯⋯⋯⋯⋯⋯(625)

6．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郑州卷烟厂技术

改造项目设计任务书的批复⋯⋯⋯⋯(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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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郑州市地处中原，北临黄河，是我国商代遗

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郑州卷烟厂位于郑州

市陇海东路72号，是国家大型二类企业。

利通烟草公司——郑州卷烟厂的前身，于

1944年秋在河南省新乡市筹备建立。该公司的

发起人是上海资本家赵子青、韩子秀和国民党新

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及其下属副师长牛瑞亭。

1946年。“利通烟草公司”改名为“利民烟

厂”。同年秋天，孙殿英在郑州南关大街3号购

地18余亩兴建厂房，随后于1947年3月将利民

烟厂迁至郑州。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孙殿

英股份被收归国有。1949年2月，利民烟厂隶

属郑州市实业公司管辖。

1950年7月31日，郑州市实业公司改组为

河南省公营烟草公司，利民烟厂归属省烟草公司

领导。将其更名为“郑州市烟一厂”，同时私股

退出，改公私合营企业为公营企业。主要卷烟产

品有：“金星”、“农民”、“建军”、“星光”、

“虎林”“双喜”牌。

1953年10月，郑州市烟二厂并人烟一厂，

合并后定名为“河南省郑州烟厂”。

1955年，“河南省郑州烟厂”更名为“地方

国营郑州烟厂”。

1963年12月31日，经河南省轻化工业厅

和河南省财政厅批准，“地方国营郑州烟厂”正

式改为“国营郑州卷烟厂”。

1988年1月。 “国营郑州卷烟厂”更名为

“郑州卷烟厂”。

远东烟厂是1948年初由国民党河南省保安

司令杨蔚和副司令刘仲纾联合开办的。经理：罗

卓如。主要卷烟产品有：“大众”、“解放”、“工

农”、“星光”、“民主”、“新时代”牌。1950年

9月。河南省烟草公司将其定名为“郑州市烟二

厂”。1953年10月，烟二厂并人烟一厂。

民丰烟厂创建于1949年7月，是解放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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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军区后勤部负责筹建的，由其生产科管理。

第一任经理：潘士林，副经理：史怀民。主要卷

烟产品有：“先锋”、“山河”、“农场”、“星

光”、“空军”、“铁马”、“红光”、“民丰”、“大

众”、“光辉”牌。1952年5月1日，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命令，河南省军区后勤部将民

丰烟厂移交给河南省工业厅，由河南省公营烟草

公司负责管理。1954年4月，省烟草公司决定，

将民丰烟厂并人河南省郑州烟厂。

吉士烟厂于1950年3月27日由上海内迁至

郑州市饮马池17号，经理梅允琅。同年8月30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收购吉士烟厂全部资产，改

私营为公营，隶属郑州市公营企业管理局，定名

为“郑州烟厂” (小郑州烟厂)。厂长：张敏。

主要卷烟产品有：“大铁马”、“小铁马”、“及

时”、“镰刀”、“黄金叶”、“二七”、“丰产”

牌。1953年4月，河南省烟草公司决定，将郑

州烟厂(原吉士烟厂)合并到郑州市烟一厂。

中兴烟厂是郑州市的一家私营烟厂，1956

年公私合营高潮时期，中兴烟厂并人新华烟厂。

新华烟厂是民族资本家鲍奕铭的私人企业，

于1 年月 日由上海内迁至郑州市博爱街,950 1 10

35号。主要卷烟产品有： “天象”、 “生化”、

“飞鹰”、“大上海”牌等。1956年中兴烟厂并

入该厂，定名为公私合营新华烟厂。1957年3

月。新华烟厂并人地方国营郑州烟厂。

汉口印刷厂创建于1929年，是英国资本家

在我国开办的颐中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在武汉建

立的专为该公司所属卷烟厂印制卷烟装潢的印刷

厂。1950年，汉口印刷厂正式由中国政府收归

国有。同年年底，中央决定将该厂交河南省工业

厅管辖，并更名为“河南省汉口印刷厂”。

1961年12月，河南省汉口印刷厂并人郑州

烟厂，成为该厂的印刷车间。其年产量在500令

25万印左右，负责承印全河南省卷烟产品装潢。

■■—■■-●l-r『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