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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工厂一角

左图为我厂荣获大庆式企业奖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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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我厂全省优良产品部份奖状

右图为我厂在工商坐谈会上展出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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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和期工厂一角

五十年代初的清花间

五十年代初期工人安定况器崎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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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刘玉兰小组

下图为染色丙班先进，J、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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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法学员图片

左图为我厂一九五一年推广郝建秀

右图为我厂五三年劳动模范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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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进行装一呢工作

右图为工人在我厂改

的梳榔机上操作

右图为配电室一角
左图为新建的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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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1918年的细纱机，

右下角是该机的铭牌

图为新细纱车闸

布机车间一角



上图是操作比武

一7一

宅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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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质量试验

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研究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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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学员在认真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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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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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新乡市化纤纺织厂(原成兴纱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厂，

从它1 9 1 8年创建时算起，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今天，新乡市化纤纺织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厂作出了新

贡献。回顾解放前的成兴纱厂三十多年的历史，却是一部资产阶级

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劳动人民饱受欺凌和奴役的剥削

史，血泪史。在那漫漫长夜中，在反动阶级统治压迫下，成兴纱厂备

遭摧残，经历了多少苦难的沧桑!解放以后，党的阳光照进残败的奄

奄一息的成兴纱厂，才结束了它充满苦难、悲怆和屈辱的历史。就

象被玷污的宝石，党和人民拂去尘垢，使它在阳光下放射出新的光

彩．

成兴纱厂的新生，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埋葬最后

一个反动暴君的人民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历程，而且是被剥夺的生产

资料重新回到劳动人民手中以后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在欢庆解放

的鞭炮声中，成兴纱厂开始谱写她解放后三十多年以来历史的辉煌

的篇章⋯⋯。

解放以后，成兴纱厂的工人，当家做了主人，私人资本的工

厂，得到了社会主义改造。从此，老厂焕发了青春，生产获得了发

展。成兴纱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的革命建设也不

是一帆风顺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革命的时机，大肆

干拢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失，化纺厂的生产和建设

也一度停滞不前。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恶贯满盈的江青反
。 5 。



革命集团终于被人民打倒了，鸟云驱散，朝霞升起，化纺厂的广大

职工和干部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象破闸的洪流，一泻千里。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拔乱反正的

任务，广大职工群众，开始了新的长征。全厂上下到处呈现出热火

朝天的兴旺景象。化纺厂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好局面。

化纺厂六十多年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也经历了它的起落衰

兴。但是，对于化纺厂前程似锦的未来，我们这本《厂志》，只不

过是一段“序言一，今后还必将有更加灿烂的篇章。

我们编写《厂志》，意在反映化纺厂(成兴纱厂)的创建、发

展及现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深受帝、官、封压迫的苦难历史，也

有助于了解工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如实地记

录了我们前人和我们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有平坦的大道，也有曲折

和崎岖的小径。它会引起我们的欢乐给我们以鼓舞，也会以痛苦的

事实鞭策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传之后代，今昔对照，可为

借鉴。同时，编写《厂志》，是关系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

大业。对反映建设成就，总结经验教训，积累历史资料，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本《厂志》的整理出版，可以作为全厂职工的乡土教材，以便

提高大家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工厂、热爱劳动的激情；可以作为

工业书，供学习企业管理经验，熟悉各种资料和基本数据，提高我

们的工作技能。

我们根据上级修志的要求，在厂党委的领导下，于1981年7月

中旬开始了修志的准备工作。为了得到更多的可靠资料，我们广征

博采，首先查阅了我厂历年来的文书档案和帐册报表；走访调查了

当事人，知情人100余人次；各科室、部门也提供了资料，为编志
· 6 ·



书打下了基础。嗣后，我们将所有资料认真分析，去粗取精，分章

列目，认真地编写了这本《新乡市化纤纺织厂志》。《厂志》上限

1981年，下限1 981年底，也有些章节所用资料延伸至1982年。所引

用数据，由档案资料和各部门提供，并经过了审查。所获得各种资

料都编录卡片，《厂志》中所采用的史料、数据等都可以从资料卡片

中找到出处。

《厂志》的诞生，是上级和厂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在编写的

过程，承蒙上级组织的指导，和厂内有关同志的热情支持与帮助，

使我们在短短的五个月内，完成《厂志》编写(初稿)，在此一并

表示衷心的谢忱。

我们编写《厂志》还是第一次。因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时间

仓促，也限于手中的资料，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领导和同志

们批评指正，以便修正。

编 者

198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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