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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往知来 开拓前进

(代序)

中共国营第六七二厂委员会书记

《第六七二厂志》编审委员会主任

吕林和

《第六七二厂志》经过全体编写人员3年多的努力工作，现在定稿付印了，这是

我厂两个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这部厂志是按照兵器工业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以及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的要求组织编写的。编写这部厂志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

展示工厂建厂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教育和鼓舞全厂职工继承和发扬老兵工光荣传统，

， 为企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同时，也是为《中国兵工史》，《当代中国》丛书

以及省，市地方志提供基础材料。根据地方志的编纂要求，厂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工

厂历史沿革及生产、科研，基建，管理、教育，文化生活和政治工作等各方面的历史

和现状，客观地记录了工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努力做到了“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就其内容而言，厂志可以称为工厂的“百科全书”。

六七二厂是1946年新四军三师军工部在黑龙江修械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黑龙

江修械所从1904年建立到1946年回到人民手中40多年间，曾经发展成为有500多名工

人的军械厂，但始终未能改变以修理枪械为主的落后状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

掠夺，工厂迅速衰败，新四军三师军工部接收的仅仅是这块土地和几栋工房。

解放战争期间，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先后在这里组建了嫩江军区军工部、西满军区

军工部和东北军区军工部第五办事处，工厂成为西满根据地的军工生产基地，生产了
： 大量武器弹药支援前线，写下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六七二厂全体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保持和发扬了革命战争时

。 期的革命精神．艰苦创业，把一个“手工业作坊”式的落后企业改造成为具有较先进

技术水平的和生产设施的现代兵器工业大型骨干企业。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工厂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工业
． 总产值和经济效益都达到了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已经提前14年实现“翻两番”的

奋斗目标，成为我国特种弹，烟火制品科研生产基地。30多年来，六七二厂不仅开发

生产了大量产品装备部队，而且为国防工业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材，为支援抗美
：

援朝战争和历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和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做出了重要

贡献。

一 六七二厂建厂以来，始终受到从中央到省，市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周恩来、彭

德怀，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II缶工厂视察。党中央和毛主席充分肯定了工厂



在1957年创造的“工人参加管理”经验，并把它纳入《鞍钢宪法》之中。党和国家也

给予工厂很高的荣誉，先后在1959年全国群英会和1977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授予

工厂“跃进红旗”和“大庆式企业”光荣称号。各行各业、各兄弟企业也始终给六七

二厂以大力支援，为工厂的生产和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六七二厂的历史是全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

不断取得胜利并且不断开拓前进的历史。所有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

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归功于全厂职工一代又一代前扑后继艰苦奋斗。忠实地

记录工厂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成就留给后人，是我们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象这样系统地整理工厂的历史和现状，并付诸文字，在工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部厂志的编写出版是个良好的开端。随着工厂的发展，我们要继续做好资料的积累

和整理工作，编写年鉴，在一定时期续写厂志。编写厂志的过程也是全面调查研究的

过程。我们要充分利用厂志具有的“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运用厂志提供的大

量资料，了解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掌握情况，避免在制订工作规划和做重大

决策时出现失误。同时也要利用厂志进一步对职工开展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工厂，

热爱社会主义和继承发扬老兵工光荣传统的教育，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更好地完成

我们肩负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198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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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来厂视察
部、-省领导来厂检查工作

。 ∽



曾经前来六七二厂视察和检

查工作的中央、部、：省领导
(按来厂时间先后为序)

伍修权何长工彭德怀李立三 李雪峰李富春

胡乔木 粟裕 许光达 罗瑞卿 叶剑英 周恩来

欧阳钦王立陈锡联任仲夷陈剑飞 李成芳

苟元书 康永和 洪学智 张珍于 一 杨易辰

唐仲文李立清邹家华侯捷



凡 例

1．本书断限．上限始于1904年．下限止于1984年。书中部分章节和图片运用了1985

年以后的资料。其中1904年至1946年建厂前全部史料均收入历史沿革章第一节，其余

章节从1946年军工部成立起。已收到的反映历史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收入附录，不

列章节。驻厂军代表室因不属工厂建制，其简介收入附录中。

2．本书按地方志编纂体例，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体。其中以记，志为

主，为了增强资料性，必要时每个章或节之后附以图表。
． 3．本书分篇，章，节，目四层结构。按以类系事的原则，设概况、大事记、机构、

生产、科研，基建技改，管理、政工，文教、生活、外事，人物等12篇，连同附录共65万字。

收入图片155幅，地图4幅o

4．本书使用材料以本厂或者省，市档案，各基层单位提供的资料为主。采访的口

碑资料和实物资料只作为辅助资料。为了节省篇幅，对使用的材料一律不注明出处。

5．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为了照顾事件的完整性，对不宜按年分割的事件采用了

记事本末体，一次写清。

6．机构篇仅介绍工厂党，政管理机构和科室，车间等经营管理部门和生产单位概

况。工会，共青团以及学校、医院在其有关章节记叙。

，7．本书遵照生不立传的史家通例，人物传仅收革命烈士和已故劳动模范、老工人

4人。人名录不受生死之限，收集范围稍广，计有市级以上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

政协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厂级以上劳动模范、各基层单位历任领导干部名单。

8．本书对行文规范做这样处理：

(1)文中统一使用公历纪年、国家统一标准计量单位，文中时间，统计数据，

产品代号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 ．

‘(2)文中产品名称采用简称，书后附有产品标准称谓和简称对照表。

(3)文中度量衡名称一律使用汉字。

，．(4)文中货币以人民币为标准计量单位，其中1956年以前使用的东北人民币值

已换算成人民币值。
’。 o

(5)历年工业总产值仅在计划管理一节的综合表中，换算成1980年不变价格，

其余各章节，均以当时价格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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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二厂主厂区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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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大事记
1946年至1956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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