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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8巴第一碾术厂生产的天乐睥一级籼米．一九八八年被

平为安徽省优质产品。同年12月．砖中国首届食品博览台评

为铜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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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肥第一碾米厂现任领导班子成员。左二寿厂长许修奎
同志，左三为党支部书记吴正清同志。

1990年12月4日，合肥一米厂在合肥市工人疗养院举行

厂志审议座谈会。原合肥市粮油食品局局长杨家海(左5)、

副局长杨长信(左6)，局办公室主任李爱卿同志(左7)、

局办公室副主任藏志福周志、以及系统内同行业兄弟单位50
余人应邀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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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志审议座谈会上，代表们根据厂志内客．积极负责

地提出修改意见。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七-I-N年之际，台肥一米厂合唱

队·在台肥东市区大出风采，榜上有名。



合肥一米厂党支部书记吴正清同志(右一)在厂志审议
座谈会上，作厂志修改补充说明。

1991年6丹25 B·合肥一米厂联没有婪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势等颂党歌曲·在合肥粮食系统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歌咏比
赛中·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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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吴正清

合肥第一碾米厂，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目
前进的步伐，已经整整四十个春秋。回顾这四

十年，是在党的路线指引和上级党委、厂党组

织正确领导下，经过历届领导班子精心指导，

紧紧依靠广大职工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沿着社

会主义道路前进和发展的四十年，’为合肥市百

万军需民食作出较大的贡献。当此之际，我厂：

现任党政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将四十年来建

厂、兴厂的历史经验及发展概况分门别类加以

总结，编纂成志，献给亲自参与、关心，支持
该厂建设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特别是为一米
厂建设作出较大贡献的同志们，通过这项工

， 作，把前辈“为人称道’’的政绩记录归志，．以

激励后来者发奋有为，更上一层楼。使全厂干
’ 部职工熟悉、了解一米厂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

重要历史，更好地把我厂的历史经验与新的历

史时期新情况紧密结合，继承和发展。这是编

写《厂志》的主旨所在。



《厂志》的编写，从筹备到成稿历时三年
时间，为了把零乱的资料归序成文，我们于一

九八八年三月成立了《厂志》编纂领导小组，
由党支部书记吴正清同志任组长，李炳洋同志

任付组长，陈善乐同志任主编，下有凌定国、
刘家郓、张建国、凌晓红、纪卫国为成员，最

’

后由黄友明同志负责审稿。在编写过程中，小
组成员不辞辛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核实．，翻
阅资料，召开座谈会，以索丰富可信的历史素
材。《厂志》的编写，得到了市局党委书记舒
佑新同志以及曾在一米厂工作过的老领导，老
职工的热情支持，在此一监表示感谢。 ．

一．《厂志》的编纂，我们力求遵循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用比较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
写出一米厂四十年的建设史。但由于水平有

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提出宝贵意
见，以便修改，逐步充实完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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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合肥第一碾米厂位于合肥市东市区大通路

西端(芜湖路桥边)，地处南淝河之滨，．坝上

街南端。占地面积6373平方米。现隶属于合肥

市粮油食品局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该厂前身始建于1950年初，52年8月由原

皖北区营合肥碾米厂(国营)和公私合营新生

米厂合并成今天的合肥第一碾米厂。

解放前合肥人民的粮食供应靠东门坝上街

几十家粮行用土砻子和石臼加工韭供应的。

、解放后，建厂初期规模较小，有老式砻谷

机2台和铁辊米机4台，卧式单缸4 5匹马力

柴油机作动力。仅有职：Y_38人，厂房800平方

米。固定资产2 2．6万元。年产值80万元。

大米年产量4561吨，利润1．8万元。随着农

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加之合肥市是安徽省省

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类工

厂不断涌现，大专院校相继建立，城市人口不

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粮食加

工业也在迅速发展，合肥第一碾米厂的生产规



模也随之扩大，生产设备不断更新。到1987年
底己有职ZILl30人(包括大集体职工)。固定资
产原值100、2万元。建筑面积4865平方米(其

中厂房3825平方米)。将原老大米车间改为四
层楼的大米车I'4。现拥有国内定型设备N T36

砻谷机2台，N F l 8 0喷风米机3台，G C

P1 12 X 3谷糙筛3台⋯S G1 25 X 2×2除稗

筛2台，QS C100去石机2台，M JPIOO X 3

白米分级筛2台，S Z80×2自衡振动筛2台、
K X$80×2糠栖分离筛1台。450型粉碎机5
台，56型粉碎机5台。87年产值1036万元，是

建厂初期的1复．95倍。年产量29274、40吨，

是建厂初‘期的6，41倍。利N38、01万元，是
建厂初期的21、12倍。目前该厂是全省较大的

粮食和饲料加工企业，能生产籼标一、粳标

一、占标一、特二籼、特二粳、籼标二和珠光
清洁米等品种。1 983年大米生产获省信得过产

品。1984年籼标一米获省优良产品。1987年籼

标一米获省优质产品。该厂韭加工出口大米运
往世界各地。 ’ 一

．．‘合肥第一碾米厂，二50年初建立的，53年5
月为便于管理，统一领导，中国粮食公司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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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司函告合肥市人民政府，解决合肥碾米厂
的归属问题，市政府下文将合肥碾米厂划归合

肥市粮食公司管辖。(市粮食公司即为现在合
肥市粮油食品局的前身)合肥第一碾米厂在50

年代，是全国“五大”米厂之一， (即南京下

关米厂、昆山第一米厂、青岛国营米厂、长沙

米厂、合肥米厂)，这是国家粮食部承认的成

本最低，电耗最低，砻谷量最高，产量最高的

米厂，合肥米厂在安徽是屈指可数的。
6 1年，合肥一米厂与合肥市粮食第一仓

库合并，改名为合肥粮食中转站。63年7月中

转站撤销，．厂、库分开后，恢复其合肥第一碾
米1广。

在生产经营、质量管理、安全生产、企业

管理等各方面，以前也有较严格和完整的规章

制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些规章制度

都被破坏了。如，64年在省粮食厅派来工作组的
直接指导下，实行五包一奖制度(即包产量、

包质量、包动力和原材料消耗、包人员定额，

包安全。按百分制打分，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

者给奖。)当时却轰动一时，监在全国粮食工

业会议上作为先进单位总结发言。1984年5月



在城市改革浪潮推动下，该厂开展了全面企业
整顿工作，共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38章31 5

条。86年3月该厂实行了厂长负责制．87年厂

长刘立君作为合肥市24家企业代表首批和市政

府签订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书，给该厂生产

经营工作带来了一片生机。

．在职工素质上，建厂初期仅有党员6人。

职工文化素质上仅有几名中小学生，但绝大部

分职工都是文盲。到90年现有党员35人，团员

32人。文化水平也大有提高，现有大专生7

人，中专生8人，高中生27人，初中生60人，
只有极个别职工是小学生。监有很多职工在岗

接受大专和中专历学教育。

在职工生活福利上，建厂初期只有简陋的

食堂和浴池。3 0问职工平房宿舍。现在浴池

进行了翻修，．食堂多次进行了改建和维修。监

重新翻建了二幢5600平方，100套职工宿舍大

楼。

合肥一米厂在建厂后的四十年中，随着时
代的发展该厂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

无论从车间规模还是职工的精神面貌，都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目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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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现任领导班子积极带领广大职工，认真贯彻
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落实省局1990年180

号文件精神，正在掀起文明生产的新高潮。因

此，从基础上看，这个厂具有雄厚的潜力可挖

掘，从发展上看，今后的发展前景比较广阔，

我们期待着合肥第一碾米厂在新的征途上，迈

出更大的步子，取得更大的成绩!



机构沿革

合肥第一碾米厂发展到至今已有40年的历

史．因其行业的特殊性质，至今仅有正式职工
103人，大集体职_2：25人，共128人，另外有临
时21271人。厂长许修奎、党支部书记吴正清，

付厂长王建林，下设五股一室，即生产技术

股、财会股．供销股、行政股、政工股、化验

室。群众组织有工会、共青团、妇女。生技股

长李家华，‘付股长陶翠侮，财会股长彭玲，供
销股长宣文元，政工股长黄友明，付股长李德

云，行政股长陈善乐，付股长王升修，化验室

主任邓从珍，工会主席李炳洋，妇女组织负责
人邓从珍、李德云，团支部书记王建林，付书

记沈景胜、毕雅芳。两个车间，即

机修车间，两车间主任杨昌国，知

金键、副厂长高继儒。性质上属国

业。年加工能力为三万吨。担负着

需民食。韭负有对外加工出口任务

合肥第一碾米厂的前身是50年

私合营新生米厂(有职：1：38人)和

肥碾米厂(国营)。当时的私方代表



李拨萃。公方代表是杨绪高与张传栋，均系部
队干部，全厂有60余人。生产课长张夕贵，供

销课长张殿文，人事课长宋长I山。、、行政上隶属

省商业厅工业处管辖。不久即归口

食局。

50年9月为承担起合肥的军需

任务，稳定当时的局势，皖北行署

倪子于任命该局加工科付科长袁玉

厂厂长。厂名为皖北行署粮食局东

厂，部队干部杨绪高、张传栋同时

名为公私合营新生米厂。

52年8月两厂合并后为合吧碾

53年5月为了统卜领导，便于

粮食公司安徽省公司函告合肥市人

求解决合肥碾米厂的归属问题。市

将合肥碾米厂划归合肥市粮食公司

楼任命为市粮食公司第二经理兼该

必泰为付厂长。下设六课，即秘书

课、财务课、计划课、业务课、生

龙任生产课长，赵志英任工务课长

席，王书孔负责财务课，王继儒负

金厂职工为84入。共时，该厂业务



司管辖，行政上属市政府财贸小组领导。

53年底，厂长袁玉楼奉命调出，崔峰任付
厂长，周惠(女)任党支部书记，高远道任工会
主席。

54年崔峰调出，市粮食公司报请市委，任
命部队干部段清平任厂长，王继儒任付厂长，

机构建制未动。

55年段清平调党校学习，厂长空缺。

56年2月市委组织部任命王继儒为厂长，

余兴龙为付厂长。高远道任党支部付书记，同

年9月粮食公司改为粮食局，任命该局人事课
付课长于涛(女)任一米厂秘书股长，原秘书股
长徐尚武任厂工会主席。

．58年市委下文，党支部书记周惠调出，付

厂长余兴龙调二米厂。将第一仓库并入合肥第

一碾米厂，设五股一室。厂长为胡长准，书记

为高远道。袁志英任财务股长，王庆举为仑储

股长，沈时兴任付厂长，陈国洪任调运股长，

周化之任付股长，杨道广任生产股长，于涛任
人秘股长，郑国刚任化验室主任。

59年12月市委组织部任命陈国洪为该厂付
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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