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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断限时间，上限1951年，下限1993

年。

二、本书采用志书体例，分类立目，横排竖写，

事以类从。设概述和大事记，以反映全貌。

三：本书篇目，以汉字一、二、三、四⋯⋯数序排

列，下一序列加括号，为(一)、(二)、(三)、(四)⋯⋯

再下设目，则以阿拉伯字1、2、3、4⋯⋯序列。

四、公元纪年以及各项统计数据，均按1987年

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

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五、为了行文简洁，除正文开头使用工厂全称

外，以下行文省写为公司、电油厂、油厂、油脂化工

厂o
。

六、人物打破“生不立传"的陈规，可以立传。

七、本志书一律使用规定语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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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 仙桃市油脂化工厂座落在仙桃市城区东北角的青鱼湖

油厂路27号，北枕汉江水道，南邻汉沙公路，地理条件优

越，水陆交通方便。

仙桃市油脂化工厂是仙桃市建厂最早、机械化程度最

高的一个油脂化工企业，全厂占地面积52，000平方米，建

筑面积21，054平方米，其中生产用房13，547平方米。生产

设备有螺旋榨油机4台(其中202型3台、200型1台)，年

可加工原料20，000吨；有50T／日平转浸出设备1套；日产

化工原料3吨的设备1套；功率500千瓦的发电机组1套；

日处理7．5吨芝麻的卧式液压机1套，有年精炼毛油7，500

吨的机械装置1套；大小油罐18个，总容量5，200吨。主要

产品有精炼二级棉油、二级菜油和出口一级棉油、香麻油以

及精甲酯、脂肪酸、环氧脂肪酸丁酯等化工原料。

全厂现有职工316人，技术人员43人(其中高级工程

师2人)。行政机构设4部(生产、经营、综合、三产)；8科(行

政、生技、政工、保卫、财会、供销、兑换、贸易)；9个车间(制

油、浸出、脱绒、炼油、热工、机电、化工、麻油、修造)及1个

化验室。因此，仙桃市油脂化工厂堪称生产设备齐全、技术

力量雄厚，1985年、1986年连续两年就取得了利润过百万

元的优异成绩。从1990年至1991年连续2年产值突破千
·】乞



万元大关的最高历史记录。是湖北省油脂加工行业重点厂

家之一。 ．

。

仙桃市油脂f匕工厂，有着光荣的历程：1959年，出席过

全国群英会。1978年，试验棉籽饼粕去毒作猪饲料，获全国

科学大会奖。改革开放期间，联合国组织和美国、泰国及世

界银行农副产品专家都曾先后派人来厂参观访问。国内除

台湾、西藏外，27个省自治区，均有兄弟单位先后来厂参观。

几十年来，油脂化工厂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特别是八

十年代以来，连续多年被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双文明”单

位光荣称号，被省人民政府授予“节约能源先进单位”称号，

被省、地、市粮食局授予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

仙桃市油脂化工厂始建于1951年3月27．日，当时因

仙桃镇私营复元、宏盛昌、同利3家榨坊停业，政府接办，建

立了沔阳县仙桃镇新生榨油厂。1952年，并入新生电灯轧花

厂，更名为沔阳县人民政府地方国营新生电力公司，隶属地

方工业局领导。1955年．3月21日，又改名为沔阳县人民政

府地方国营电油厂。1957年12月底，新厂建成，县人委会决

定将老厂并入新厂，成立湖北省沔阳县电油厂。1962年，县

人民政府决定将电油厂移交粮食部门。1971年，电油厂分为

电厂油厂两家，又更名为沔阳县油厂。1981年5月，改名为

沔阳县油脂化工厂。1986年10月，沔阳撤县建市，更名为仙

桃市油脂化工广，沿用至今。隶属关系从1962年移交粮食

部门起，一直没变。

仙桃市油脂化工厂建厂以来有过一部艰难创业的历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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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油厂刚建，百废待兴，万事从头起，无资金，

无设备，但大家信心百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人们自

觉地劳动。在建新厂的．1956年，为了及时安装机器，早日投

入生产，工人们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厂长的带领下，到武

汉江边，从沙里用双手刨出了掩埋在沙滩里的8部全开式

水压榨油机；从广东偏僻的硫磺矿山里运回了50吨重的蒸

汽机。无有吊车，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土绞车；

无有船只，他们动手扎木排，抢住水位与上涨时期运输。当

一些笨重的机器在汉水码头待运时，正碰上当夜风雨交加，

搬运工不愿承担这笔任务，船只限期已到，在此情况下，厂

长上阵，挑灯夜战，一夜之间将机器全部运上船，当晨曦来

临，船只鸣笛启航，工人们这才回到住所换下了内外都湿透

的棉衣。就是这样，一些笨重的机械，就是工人们用双手从

沙砾里刨出来，从山沟里运出来，用最快的速度安装起来，

保证工厂及时投入生产。

1959年，是油脂化工厂历史上的光荣年i这一年，加工

原料18，225吨，创历史奇迹。原料是干部、工人从外地组织

进来的，生产也是超负荷的，全厂围绕着“大战315破难关，

夺取原料4，000万”(即月加工食油315吨，年组织原料2

万吨)工厂被评为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先进单位，制油工人范

三元被评为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从此，油厂的名字飞向

全国各地。

1960年，启然灾害和其他种种原因，使油厂的勃勃生机

受挫，原料调不进来，生产不能上去，纵然是想方设法保红

旗，但这年只加工原料13，210吨。1961年则下降到6，570



吨。

1962年，油厂隶属粮食部门，原料问题比原来有所缓

和，加工量上升到10，055吨。1966年达到18，400吨，1967

年超过20，000吨。可是后段由于社队油厂的盲目发展，原

料无法调进来，粮食局的“尚方宝剑"也不起作用，以致1970

年全年只加工原料’2，013吨，比建厂初期的生产水平还要

低。 ，

工厂要发展，职工要生存，怎么办?1972年，建起了

40T／日平转式浸出车间，利用浸出设备，提取饼粕中的残

油，这不仅为生产开辟了一条道路，还为社会增加了财富，

以它的优越性，使工厂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油脂化工厂的主要生产任务是榨油，原料始终是困扰

油厂生产的拦路虎。1975年11月，开展了代农加工业务，尽

管油率高、价格低、方便群众，但处于当时社队核算体制和

社队油厂的盲目发展，原料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1976年，

只加工原料3，452吨。1979年，代农加工，情况稍有好转。

1982年，是农村联产承包的第二个丰收年，加工原料12，

723吨，以后连续上升。在优质优价，方便灵活的情况下，油

厂与7个县、29个区镇都有了业务联系。1984年，加工原料

19，059吨，1985年，兑换油料突破5lQQQ万斤大蓑l加工生
产原料突破4，000万斤大关，创历史最商氓露}利润瓣可
万元大关。1986年到1992年，年加工原料总产在18，iOo，哺
一20，000吨左右，基本上满足了生产设备的需要。

在工厂由单纯生产型转为经营型的大好时刻，厂领导

层的决策者们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抓住机遇，力争提高产



品质量、广辟生产途径，精炼二级菜油，先后获湖北省人民

政府、沔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优良产品证书，1985年，利用

厂里的技术设备和技术优势，扩建了香麻油车间，年可产麻

油900吨，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1991年，又动工兴建1，

500平方米的化工车间，生产精甲酯、脂肪酸、环氧脂肪酸丁

酯等化工原料，为工厂的发展又创出了一条新路。
‘

工厂在主攻制油生产的同时，注重抓好内部的管理，从

建厂以来，工厂本着“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办厂，并把这

一方针同增产节约，综合利用、技术革新紧密结合起来。
一

建厂初期，全凭艰苦创业拚命干，到了19591年，技术革

新和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职工自己动手找原料，

在10月的一个晚上，为了不使工厂停产，100多人一夜之间把16万斤稀翳西孺丽甭r问剩了厂里。为了提高出油
率，大搞技术革新，仅在铁筛下增加了两个溜斗，每天从棉

壳中筛去棉仁200多斤，可增加食油60多斤，一年增产食

油2万多斤，为国家积累了财富。1963年，开展了‘‘节约一滴

油、一两煤、一分钟、一个螺丝钉、一厘钱"的：“五个一”活

动；仅节省煤耗一项、省煤120吨，节约开支4，222元。

在综合利用上，从1958年起，利用油脚生产肥皂、复合

肥、土碱等，仅肥皂一项，据5个年度的统计，就生产了490

万条；据20个年度的短线回收达10261吨。

从1972年起，就在浸出溶剂上做文章，通过历年攻关

把溶剂消耗从30‰以上下降到3‰以下，从1984年使浸出

溶剂油从1983年的5．95‰下降到2．7‰，按省粮食局规定

指标计算，全年共节约轻汽油104．58吨，价值12．．55万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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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耗指标居全省之冠。

利用先进的浸出制油法，从饼粕中浸出食油，仅14个

年度的统计就达11773吨，每吨3，000元计算，为社会增加

财富3，500多万元。

油脂化工厂的成长壮大，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所取

得的，1955年起，工厂就建立了党支部、党组织注意吸收工

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由党员的示范作用，带动全厂的工

作。在创业年代，党员站在最前列，在困难时刻，党员带头

上，工人中那些战高温、斗严寒的，多数是共产党员。改革开

放期间，厂党支部一班人带头反腐倡廉，抵制不正之风。在

工厂发展史上，人们深深记着赵宝汉、詹道贵、吴庭新、范三

元、彭鹤森、李贤斌、欧宜谦等一批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共

产党员。如今，仙桃市油脂化工厂正乘改革的强劲东风、沐

浴着党的阳光奋勇前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 事 记大 事 1己

1951年

3月27日，新生榨油厂以新字第1号行文宣布：因私营

复元、宏盛昌、同利三家榨坊停业，为解决失业工人就业和

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经本地镇政府研究决定，由人民政府接

办，命名为仙桃镇新生榨油厂，并将土产公司业务负责人陈

康林调来负责，决定4月1日正式开张。

8月14日，浦义雄将台基一形及座落在中山街196号

房屋卖与新生榨油厂：

10月20日，傅远长将骡马15匹，铁圈445只及全部榨

具卖与仙桃镇新生榨油厂，旧币620万元(折合现行币62，

000元)证明人为欧廉生等3人。

，同月28日，傅少庵将座落在仙桃镇油榨湾街第20号

房屋3栋和后面的家具牲畜以及榨坊所有财产，全部卖与

新生榨油厂一，另外宅基计一大形，同时出卖。郭忠志等人证

明。 ．

‘

同月31．日，傅奉英将傅家台基二形，卖与新生榨油厂．

价旧币80万元(折新币8，000元)证明人王松林。

12月18日，金志成、金九生将榨坊、骡马等，全部卖与

新生榨油厂，价旧币1，200万元(折新币12万元)。

1952年



4月11日，购解放街刘心贵台基一形，．1日币80万元(折

新币8，000元)

4月17日，仙桃镇新生榨油厂并入新生电灯厂，改名新

生电力公司，属地方国营，成为轧花、发电、榨油综合性工

厂。’

12月17日，向武汉建琴电机制造厂借用“奇异牌原装

CKm发电机1部，借用期3个月，保证金旧币5000万元

(折合新币50万元)。

1953年

1月19 El，新生电力公司赵宝洋报告申请，卖掉骡马

54匹，价旧币4737万元(折登析币47万元)；各种工具(包

括10台响榨)，价旧币2761万元(新币27．61万元)，购买

了10台人力螺旋榨。

4月27日，全公司209人，通过整编，留用157人。

5月§日，大车刘海洲将私有的一部车床及部份另件捐

给工厂，价值旧币1，000万元，折新币1，000元。
‘

11月，进行了一次工资调整，参加调整的有干部5人，

工人43人。工人中甲等5人，乙等11人，丙等14人。增加

工资1，258分，增6．27％。

1954年

3月，一批优秀工人范三元、祁友来、金仲祥、陈本道等

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增加了新的血液。

4月2日上午，当班工人王牛娃有事不经请假，请人代
·8·



理，代理人对技术不熟。将轧豆车下口放大．使豆片不能夹

好，又用扫帚堵塞，结果造成卡住豆磙而停产，损失金额170

多万元(折合新币17，000多元)。

5月19日，新生米厂和彭场加工厂从新生电力公司拆

出，移交县粮食局管理。

10月，派人参加省油脂会议，回来后，向29名制油工人

传达了李川江的先进榨油法。

同月26日，下午6点钟，交接班手续不严，缺乏检查，

接班者盲目开车，速度加快后，无法控制，致使生铁圈被打

断，造成停产3小时，损失金额50万元(折合新币5，000

元)。

11月9日，夜晚3时40分一，因榨油车间生产品种变换，

(黄豆换棉籽)，由于疏忽大意，将搁在溜斗上的螺丝未紧

好．车速高，棉籽内夹杂物又硬，翻动时，将豆车墙板打破，

虽及时赶修．仍损失金额410万元(折合新币41，000元)

12月28日，购买人力螺旋榨油机10部，购置款2，637

万元，(折新币26．37万元)，连前10部共4，637万元(折新

币46，37万元)。

1955年

同月28日，派刘海洲、金仲祥、夏八斤、范三元、陈德山

等5人到吉林蚊河镇油厂学习李川江先进榨油操作法，历

时40天。从4月15日开始，制油车间每天抽2小时学习。

3月21日，根据上级意见，将“沔阳县人民政府地方国



营新生电力公司”改为“沔阳县人民政府地方国营电油厂"。

’7月3日起，油厂内开始夜班生产，榨油工人12人，每

夜补助粮食32斤，食油1．5斤，时间计划半年。

11月18日，制订了《关于在榨油车间执行班组经济核

算的方案》。
‘

12月3日，制订《沔阳县电油厂职工大会组织章程》

1956年

1月17日，电油厂所属张沟轧花厂移交给供销社。

2月20日，电油厂派了13名工人和干部到吉林省蛟河
浸出油试验厂进行学习，为新建厂的生产打基础。2月27

日，(56)沔油建字第1号行文，成立湖北省沔阳县植物油厂

建厂委员会。

7月13日，湖北省工业厅通知沔阳县油厂购水压机8

部，价75，000元。

‘8月16日，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工人劳动积极性，油厂

制订了多奖少赔办法，比例是提高出油率者奖40％；赔是短

多少，赔多少，在制订出油率时要贯彻多奖少赔的精神。

10月24日，调吴庭新为沔阳县植物油厂党支部书记

(县级)，免去原县委会秘书职务。

1957年

2月15日．原新生电力公司副经理陈康林，因隐瞒历史

问题，受到撤职降级处分。

6月30日，制订了《关于解决榨油产供销问题的方案》，
·10·



决定超产部分(出油率)70％为工厂，减产部分赔40％。

11月15日截止，全厂共贴出大字反141张，鸣放意见

963．条，漫画22张。

11月21日，县工业局通知决定，将电油厂并入新建植

物油厂统一领导，报表从1958年元月起，合并核算。

12月30日，沔阳县人民委员会关于新建电油厂成立组

织机构的通知决定：我县电油厂基建工程已全面完成，即将

投入生产，决定将老厂并入新厂，成立“湖北省沔阳县电油

厂”，厂以下组织机构为生产技术科、供销科、财会科、计划

统计科、秘书科，并任命了一批科长和副科长。’

1958年

2月、15日，经过一年努力，在青鱼湖新建的植物油厂举

行庆祝大会，邀清各单位负责人参加新建厂的竣工和生产

开工典礼。新建厂是在1955年王。月省委地方工业会议上，

提出在沔阳建立一个全国最新型的榨油设备的浸出油厂，

1956年7月．4日开始土建，由于试验有问题，省厅通知停

建，但当时房子已建起几栋，省厅又决定改建植物油厂，由

原来的浸法生产设备改为水压式榨油设备。

2月，电油厂制订了《原材料领退及工具领用保管暂行

办法》(草案)

．4、月，从1957年10月开始的整风反右运动，到此告一

段落，全厂错划右派分子4人(肖少伦、蔡文长j吴复康、万

佑龙)、反社会主义分子3人(袁兵红、唐业勤、何祖坤)．，后

全部平反改正。
·】】 ’



同月23日，白天大雷大风大雨，晚9时，风力加剧，延

续15分钟，全厂遭受暴风骤雨袭击，建筑物遭受到严重损

坏，受灾面积达60％，其中1#仓库(400平方米)全部倒塌，

油厂车间滤油间、炼油间、2#3#仓库(计1770平方米)屋顶

全部掀掉，屋架部份折断，油厂锅炉间屋顶掀去约五分之

一，全部损失约44，210元。

10月10日，电油厂动力队在全县举办的运动会上获男

子短跑100米第二名，200米第一名，次轻量级举重第二名。

1959年
‘

1月16日，中共沔阳县委员会任命彭鹤森为电油厂党

支部副书记。

8月21日，全厂开展反事故斗争的群众运动，原因是第

一季度就出现事故38起，损失人民币1，944元。38起事故

中，人身事故有15起，其中重伤2起、设备事故17起，火警
，)

2起。

9月7日，中共沔阳县委员会通知，詹道贵参加仙桃镇

委会为委员。

同月14日，湖北省沔阳县电油厂首届一次职工代表大

会正式开幕，17日闭幕。

同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以(59)轻工令字

第658号转发沔阳县电油厂典型材料的公函，函件主送各

食品行业重点厂、各省、市、自治区轻工业厅(局)、抄送人民

日报、工人日报、大公报、中央广播电台、部党组党委、各部

长、生产办公室、轻工业工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筹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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