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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黄冈县工业志，是为了借鉴历史经验，办好地方工业，为社会

主义工业化建设服务。

本工业志记叙了我县矿产资源的勘测，工业发展的过程，企业管理

的成败，管理机构的变迁、工人生活的今昔，革新产品的试制，较系统

地记叙了我县工业发展概貌。
’

通观我县工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半封建

半殖地的旧社会，我县同其他各地一样，受到自然经济制度的限制，

特别是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控制、排挤、

打击，要想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县内，那些民族资本家办了几个启

蒙工厂，终于受不住三座大山的压迫，一个个停工倒闭。他们开办工厂，

发财致富的美梦，一个个成为泡影．建国后．我县工业，在旧社会的度

墟上、在立足于土、服务于农、便利于民的原则指导下，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土到洋，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逐步兴建发展起来。现在仅我

局所属就有机械工业、燃化工业和电子工业。工业产品，巳远销全国，

不再只限于“为本县农业生产服务，为本县人民需要服务”了。技术不

断改进提高，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引起了各方的重视．1 957年生产的

黄冈犁，经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下田试犁，嘱令推广。1 987年县机械

厂担负过为越南国培训技术人员的任务。1976年日本的日中农民协会访

华团，来县插秧机厂考察插秧机情况，大伏芳夫上机驾驶，认为性能良

好。这些说明我县工业，受到领导和国际友人的重视．

1



、

我县工业，发展到今日，虽巳可观，但还未编过专必志书．光绪八

年出版的《黄冈县志》，。那时没有工业，故’无工业专章，对手工业也只

是略而不详．现在工业生产，在全县国民经济中， 巳占很大比重，岂可

略而不书?所以编写工业史志，非常必要，不容延缓了．1 982年4月，

县政府召，集各局局长会议，贯彻上级指示精神，要求编写各系统的专

志。本工业志就是在这一指示下编写的．

这部专志，既名工业志．理应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局工业的演变概

况。从而借鉴历史经验，不断开拓前进．但由于资料残缺不全，特别是

清末时期资料奇缺，很难臻于完善．不过它仍不失为我局的一部比较完

整的工业史志。

我们希望工业系统，以此为借鉴，吸取经验，克服偏差，进一步探

讨工业发展道路，把我局工业生产，推向前进。
‘

工业局局长龚振纲

副 局 长 彭少阶

一九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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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黄冈县工业志的编篡，是我县工业史上的新篇章；反映了我县近百

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目成立以来的工业发展概貌，积存了各个历

史时期：E业发展的比较丰富的史料，它可供借鉴，又便于扬鞭。

这部志书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视历史本来面目。成功经验，失

败教训，一并罗列，便于品评借鉴．

本志书时问断限，原定上起习：-1882 g(光绪八年)，下止-于1982年。

、按巳定断限时闻，进行编篡．-T'1983年底，墓本脱稿。

复奉上级指示，志书下限延续到第六个五第计：Ⅻ最后一年的108，5

年．于是重新增牢I,1983年至1985年几年的内容。

1983年至1 985年，我们深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对企业开展了全面整顿。依靠科学，狠抓节能胯耗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

产品开发。使我局工业生产向前推进了一步．

。我们将继续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截

再战。

工业局局长贺光初

． 副 局 长 舒仁胜

邓太、平

，
，

．

·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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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志只记叙工业局所属机械、燃化、电子、冶金四个门类的工

业，不包括我县全部工业。

二、t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以后，本志称建国

后。

三、时间断限。本志书上限追溯到1 882年(光绪八年)，下限写至

1985年。记述是略古详今，重点是建国以后，上溯清束光绪年间。

四、隶属关系。建国后，工业局的组建分合，企业的创建和停办，

按隶属关系撰述。

五、本志为了层次清楚，便于查阅j’共分十三章47节。。

六、企业名称，有的变更数次，叙述到某个时期，就用那个时期的

企业名称。
’

?

七、1 949—1 9 54年，原是使用旧制人民币，本志巳统一改为新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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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垂

j?? ，

；! 1863年
l

。

同治2年，丰义利铁锅厂开业，厂址在但店石槽，厂主丰道元
'¨·、

i’ [883年
。

十光绪9年，陈日新糟磅开业，厂址在团风，厂主陈彦明
j 1908辱 ．

、

。

光学34年，宋坳铁机湾(巳并入何家楼)林东明，开始使用铁木织布机
登9 1 o年、

宣统2年，新铺铁锅厂开业，厂址在三里畈新铺(现属罗田)，厂

主杨少银

1912年

民国元年．舒仁记布厂、童太兴布厂在团风开业．同仁益槽坊在函．

风开监，j场主张初静、和平槽坊在黄州开业，场主龙渭清。

1917年

民国毋寿，龚利记布厂在黄州开业，广主龚利生．方利记油坊在黄

州开业-场主方荆生．

1921年

民国王。每，+吴氏槽坊，场主吴万盛．黄林太槽坊。场主黄金山，梧’

继在黄州开业 ，

1923年

民国12年。平民布厂在黄州箭道开业，厂主方本仁

6 ’



，1926年

民国15年，县农会组织群众，投资入股办工厂．每股10元，共j000

敌，在回龙山黄石寺办贫民布厂，布机50台，职工1 20名．

1927年
’

，

民国16年7月，国共分裂，国民党捕捉共产党人，贫民布厂职工逃散

1931年
’

·

民国20年，轧米厂，厂主方瑞山，梅德记布厂，厂主梅德炎，在团

风开业．民生轧米厂：厂主吕楚樵，黄州电灯厂，厂主黄福记，均在黄

州开业．七道河铁厂，厂主邱宗海．在三里畈七道河开业
。

1933年

民国22年云集祥印刷厂，在黄州开业，厂主汪孝钦

1935年．
‘

民国24年’华晶电灯厂．在团风开业：厂主薛海棠

1938年
’

民国27年，华晶电灯厂，陈日新槽坊、被日寇飞机投弹炸毁，万正

．兴榨坊、舒仁记布厂、童太兴布厂、黄州电灯厂、龚利记布厂等厂场，

均停产逃散
一

1939年

民国28年，刘集文印制厂，厂主刘太山，会文印刷厂，厂主王自平

庆华斋印刷厂、厂主刘瑞泉；道生堂印制厂，厂主段树元，复兴钢革厂

厂主骆介生，相继在我县项家河(现属罗田)开业．
’

1941年

民国30年．振华铡革皮件厂，厂主李松柏¨在三里畈开业．1 1月，

豫鄂边区黄冈办事处，在徐家楼，王家坊一带办起了印刷厂、烟厂、电

池厂、牙7刷厂、毛巾厂、皮革厂
。

．

1 94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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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 le-，公济秀油厂，厂主易子厚，在但店开业．新四军五师4 l

旅．在王家坊赤脚寺建立被服厂

1 947年
’

、民国36年．民生机械厂建立．厂长黄风翔．厂址在黄州贾氏巷4号

9凋，黄州泥木职业公会，改选成立，王德昌为理事长，邱金山、

朱秀涛为理事，徐天才为监事 、

同月。．县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席曹子刚、经理谢觉非，报请县政

府转里省政府．令饰武昌第一纱厂按原计划拔给我县织布业纱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

1949年

，9月．县工商联合会，开始建立公私合营团风电灯厂

1 1}1，县人民政府财粮科在团风建立贫协布厂，负责人吴维舟

12月，县人民政府第一次召开工商业座谈会．贯彻。“公私兼顾，劳

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

1950年

，’ 5月．贫协布厂改名贫民布厂，布机30台．职工80余人 ·

7月贫民布厂改名利民布厂。厂长陈汉丹

l 2月．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在团风建立新民印刷厂，厂长李华山

、1 951年
。

2月，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在方溢渡建立公私合营建黄gr-．私方

经理张耀先

3月，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在团风新河建立农具厂，厂长刘福祥。7

月县政府派何树松接任农具厂厂长。

4月，县合作总社在团风建立合作社布厂

8月．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在金锣港建立建黄砖瓦厂，厂长李仲华

同月，县设置工商科地方工业股．操少泉任股长，统一管理全县县

8



办工业

lo月．。合作布厂并入利民布厂．-厂长熊秀山。

1 952年

2月，县办k：r-，统一名为。建黄”，有建黄电灯厂、建黄布厂、

建黄印刷厂、建黄农具厂、建黄砖瓦厂。共计职工57Q人，共中干部35人。

4月．县农具厂在上巴河设分厂，负责人何令文

8月． 。三反”后，地方工业股由工商科移穸财政科。

10月，县地方国菅企业公司成立，接替工业股管理全县工业，工厂

取消搿建黄?二字，．定名企业公司某某厂。公司副经理陈汉丹。

1 953年

3月一公私合营方溢渡砖瓦厂全部职工j并入企业公司砖瓦厂，厂

长何道元。 一

4月，地方工业奉令整顿。尿有工厂1 0座，布厂、猪鬃厂停办；大

埠街、团风、上巴河三个米厂退夯粮食局；淋山河榨油厂交农民自办。

这时企业公司实有工厂四座，即电灯厂、农具厂、印刷厂、砖瓦厂。

1 1月，恢复淋山河榨油厂．开办团风酒厂(包括孙镇、宋坳两分

厂)，农具厂在陶店设立分厂．

1954．年
。

4月，县政府召开首次工业技术革新大会，农具厂革新能手方汉卿

获得奖金50元，工作服一套，奖状一张。

12月，县地方国营企业公司．上夺利润18328元．扭转了建国以来

工业亏损的局面．
。

1955年

10月，县地方国营企业公司改名黄冈县人民政府工业科，科长郑鼠

秀．‘

12月，黄冈专署工业科将黄州新华印刷厂、团风胜利油厂交县工业

9



科管理

同月．团风印刷厂迁移黄州，与新华印周厂合并，名为黄冈县新华

印刷厂，厂长何道元．

1 956年‘

4‘月．省工业厅发给榨油厂34马力柴油机一部．团风电灯厂90马力

机柴油一部、农具：|广马鞍型皮带车床一部，小钻床二部、印尉厂对开平

台一部、四开平台一部。

5月，农具厂制成动力轧花机，由4马力柴油机带动．

12月，木模工方汉卿出席地，县两级劳模大会．各发给奖章一枚．

1 957年

5月．县农具厂铡成木质七寸步犁．省长张学体亲自下田试犁，认

为性能良好．委托省人委和黄冈地区专员田裕如在团风召开现场会．全

省6个地区及省工业厅、农业厅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命名为

“黄冈犁"．向全省推广。

7月．县政府手工业科和县政府工业科合并，全称黄冈县工业局。

同月．农具厂工人方汉卿试制成功小麦条播器，日播种率30亩，提

高工效10倍。

12月，革新能手方汉卿．出席县劳模会议，荣获奖章一枚。

本年进一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101条．实

现57条，为国家节约5026元。 ，

1958年

7至8月，回龙山钢铁厂、贾迥钢铁厂、杨鹰岑钢铁厂、黄州钢铁

厂、陶店耐火砖厂、团风炼焦厂、鄂城耐火砖厂、阳新煤矿‘先后成立。

8月，化学肥料厂又名颗粒肥料厂，在黄州十字街成立，副县长刘

积群兼厂长。

9月，团风发电厂并入农具厂．农具厂改名农业机械厂。

1 O



1 959年 r·

元月，钢铁厂合并为黄冈县钢铁厂，回龙山为总厂，贾庙钢铁厂，

杨园岑钢铁厂、黄州钢铁厂为分厂，j总厂党委书记沈斌臣，厂长章炎

生、副厂长陈哲祥。

同月，县矿产公司成立．副经理何道元。 ．

5月，钢铁厂、耐火砖厂、耐火石厂、炼焦厂。栩新煤矿停办．钢

铁厂部分职工并入矿产公司，公司经理陈哲祥。
‘

6月，机械厂从团风迁至黄州桐子岗，团风发电厂与纺织厂合并。

7月，化学肥料厂停办。 、

1960年

10月．农业机械厂革新饲料粉碎机．每小时可加工饲料800斤．提高

4粉碎率5．1％’

1 1月，革新稠造了立式钻床一台，普通车床一台，2．5型卡腰炉一座、

1961年

7月，商业局锅厂移交工业局管理，厂名黄冈县铸锅厂，厂址黄步琏

十字街，副厂长傅斯惠。

8月，黄冈县农业机械厂更名为农具厂。

1962年

元月，’县农具厂复名为县农业机械修配厂．

7月，县农业机械修配厂并入地区大修厂。

1 o月，团风电厂从纺织厂分出，与酒厂合并．名为黄冈县电酒厂。

1 963年 ．

番

3月．黄冈将原并入地区大修厂部份分出，恢复黄冈县农业机械修

配厂．

，4月，铸锅厂并入农业机械修配厂．

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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