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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厂历年产品销售示意图

本厂产品孵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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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厂出口羊面女凉鞋

术厂男式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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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车间大楼

本厂配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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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历史，源远流长。“国之有史，地方有志’’，企业管理也可以

厂志为鉴。盛世修志，志书为“四化"建设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在“两个文明"建设的

今天，将日益明显。厂志作为方志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正独放出特有的馨香。我厂编

篡的《芜湖华侨皮鞋厂志》，是“一厂之总览"，志在“辅治"，“致用"，为当今和

后世得以正镜旁鉴，以劢图治革新。

本厂始建子1955'年10月15日。从几部缝纫机、百把双鞋楦、仅有二十多人的手212／1"

鞋厂，逐步发展成为拥有184台主要生产设备、八百多人的省内定型出口产品最大的厂

家，其间几经坎坷，历尽曲折。本厂志遵循“求实’’，“详今”的原则，真实地记下了

本厂三十年来的沿革变化、管理经验、 固定资产，生产产品和职工队伍建设等诸项工

作，较系统地反映建厂以来兴衰起落的发展过程，是了解本厂历史和现状的一本较完整

的资料。

编篡厂志，这在我厂还是首次。志书体例严，史实性强，涉及面广，任务坚巨而繁

重，但又是一项光荣而有意义的工作。这项工作从1986年3月起，在厂党委直接领导

下，厂编志办主任自始至终抓了这项工作，二轻编志办作了具体辅导。厂编志的三位同

志在采访、摘抄，整理、修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三易其稿，初见

端貌，于去年8月拿出了最初的版本。1986年12月省轻工业厅志稿研讨会在芜湖召开。

省编志专家对本厂志初稿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了宝贵意见，同意修改审定后成册。这

对我们无疑是极大的鼓舞。现在，全面修订工作业已结束。 至此， 厂志编篡告成。这

里，我们谨向所有支持这项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资料有限，加之此项工作经验甚缺，研讨不深， 难免有遗漏，不足和错误之

处，在此一并踮望斧正。

施云 瑞

1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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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篡始终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遵循“新编地方志的若干

规定’’，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分门别类地记述了本厂兴衰起伏的发展过程，“一书

在手，全局在胸"，为当今或后人治厂提供了一部翔实史料，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二、本志书是在省轻工业厅编志办的直接领导下，市二轻总公司编志办的亲自辅导

下，厂党委抽调人力成立编志领导小组，实行专人承包执笔编写的。

三，本志按志书体饲规范，采用条目式编写，全书共分12个部份6z个条目，以编年

记述体。并辅有图、表、照片。追溯历史简单明嘹，做到略古详今，有根有据，重点记

载了本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面貌变化。上限至1932年的华侨鞋店创业，下限

至1985年的年末(除概述中记叙了1986年情况外)。

四、本志编写时，在征集资料过程中，首先从档案资料入手，其次科室提供，再次

口碑资料，对资料应用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认真进行选材， 力求。三者统

一”o

五，本志书中的“现在"，“现有"、“目前"等字句系指本厂1985年的实际情

况，所用的计量单位有“万元”，“万双’’、平方米修(皮革采用平方尺)，所有数字，

十以下的用中国数字，十以上豹用阿拉伯数字，专用俗语皆采甩本厂习惯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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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徽省篼湖‘芦侨皮鞋_鹿落存江南古城一芜湖市的中心地区，地处繁华的劳动路
大道中段，东去芜湖火车站，西去轮自J。t码-头，交通运输颇为方便，是安徽省生产出口皮

鞋的主要基地，正式建厂于1955年10月15日。

本厂见一fi悠久的历史，旱存T932年，就由信仰“天主教"的章松亭在国货路五号独

资创设了本厂的前身一华侨鞋店，当年仅经营布鞋。店员、徒工只有四人。1938年抗
日战争爆发，章松亭弃店离家出走，鞋店关门停业。次年回芜，偶遇老客户——上海的

水和祥鞋帽店有一批货没有发出，他借该货，以代销勉强复业。1943年鞋店资产增多，

雇工巳达七人，正式经营皮鞋业务。1947年6月增添帽子业务。1948年因受经济时局影

响，资金周转滞缓，棍子业务停歇，皮鞋业务也不景气，鞋店濒临倒闭。1949年，华侨

鞋店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助下，得到资金贷款以及生产资料的供应，促使鞋店从单纯经

营型转为生产经营型，店坊协作体自然形成。鞋店购买原辅材科，进行下科、出帮样，

私人作坊为鞋店进行，IⅡ工，成品鞋返回鞋店经销。1953年华侨鞋店在吉善里一号建起了

作塘——弘营华侨制鞋厂，从业人员达28人，日产皮鞋24双，布鞋48双。同年在“一天

门"全市轻工业产品展销会上，华侨鞋店以她独特的产品和喂销方式赢得了参观者的一

致好；甲，当天皮鞋就被抢购一空，由此“华侨"的皮鞋在全市畅销，其美名不弪而走。

t955年10月15日芜湖市工业局同华侨麓店实行公私合营，正式成立了公私合营芜湖

市。芦侨制鞋厂，厂址设在中二街t80号。同年12月经市商业局批准，蒋发源五金号以房

屋投入合营企业；次年元月，市政府又将流散于市肉八家私营鞋峦和一家轮胎底店归并

到本厂，从此一个专业划鞋、附带皮件产品的小型企业应运面生。(附J公私合营私人

股份情况一览表)

华侨 裕森昶广洲龙海香港嘉福东亚汉乍新都 源记 奚基春
}

]设丽．_———T一—_——_i
。16316．791106．07838．67毒

(元)，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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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芜湖市工业局将原市第一铁工厂吉和衡147号的800多平方米厂房转让给本

厂，同年6月厂址搬迁，并在新址正式组建了三个生产车间，生产按计划，产品由市中

百公司统一包销。当年本厂机械化程度极低，全厂仅弃十台缝纫机，总动力负荷也只有

一千多瓦，产值103万元P 1958年市工业局对本厂的发鼹引为重视，一方面给以经济上



支持，帮助本厂在八角亭处扩建厂房l另一方而提供经济信息，同意木厂调整产品结

构，发展出口产．I『l生产，使本厂的生产能力发生较大变化，年产值增长至-11222万元。

1960年由于市政府拓宽吉和街，本厂失去了扩建余地，厂址再次迁至劳动路(现厂

址)，占地面积有】29C6平方米。同年因企业宵日追求产值、产量高指标，产品粗制滥

造，以低档两带凉鞋，来充当高档皮鞋，向上虚报产值1000多万元、利润150多万元，

最后造成产品大量积压，致使本厂险些倒闭。 】962年，省、厂f∞了党中央提出的“八

字"方针和《工业七十条》，对企业进行了第一次整顿，使本厂逐步走上正轨。在此期

间，市中百公司取消产品包销合同，产品转入自产}：：销。】96j年，本厂改名为公私合营

安徽芜湖华侨皮鞋厂，业务关系由省皮：扛公司领导，行政廷属关系仍属市工业局。

19@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本厂“华侨"厂名被视为“四旧"被迫取缔，改名为安徽

芜湖皮鞋厂，业务隶属关系由省皮革公司转为省轻工二厅。1967年根据中央《66》r5号

文件精神，企业rI：质『E式转为全民所有制。同年， 由于武斗的严重干扰， 不能正常生

产，经济效溢明显下降，导致1968年企业亏损6万元．1969年新产品硫化鞋试制成功，

并成批投入生产，为弥补企业亏损起到了关键性的怍用。直至1975年本厂的年产值一直

徘徊在500万元以下。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厂职工集中精力搞生产，使生产面貌发生了前十五年J’

所未有的变化，年产总值一跃突破700万元，利润60万元。1978年本厂隶属关系正式转

为市第二轻t业局。具有国际影响的香港大公报于九月四日为本厂向广大读者作了《芜

湖皮鞋远销香港》专题报道。1979年本厂革命委员会撤消，企业恢复了党总支领导下的

厂长负责制，皮鞋产品还-j：此年荣获省优质产品称号，被省外贸列为拳头产品，代表安

徽省打进国际市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还亲临本厂视察指导T．作。1980年，

本厂为方便业务交往，恢复“华侨’’声誉，厂名复定为安徽省芜湖‘#侨皮性厂。“金叶

牌"胶猫皮鞋再次被评为省优名牌产：品，授予《著名商标》称号。1981年，全厂职工经

过一年的努力奋斗，使本厂的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实现了“三个一’’，伞年完成工

业总产值ll 87万元，产量105万从，占全省总产冠的60％以上，并完成利润】02万元。当

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幼夫同志也于此年来厂视察指导工作，国外霄商和友人慕“oi|兰侨"

美名不断而来，仅一年内，就有美国、香港、新加坡客商及代。是Ⅲ来厂洽谈业务和参观

达12次。

1983年由于国内外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原辅材料fj∈应紧张，j}jj口f亡务突然减少，加

之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予’测不够，产品调头不怏，管理薄弱等因素，生产处j：逆境，年底

帐目反映产值611万元、’利润19万元，实际是虚盈实亏。t98i年7月新的领导一班入接

任后，对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重点抓了基：础管理，在产品式样和质最上下功夫，为此

还设立了工艺科和产品质量检验科。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于9月份来芜视察时，看到

本厂样品后，曾称赞地说； “做得精巧，样子好看⋯⋯"。但是尽管如此，一时还解决

不了历史遗留的问题，扭转不了多达121万元的亏损局面。

1985年市政府给予本厂12l万元亏损补贴和库存产品的免税，卸下了积压36．2万双

的沉重包袱。企业内部继续进行全面整顿， 对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 加强了车间班组

的建设，从而实现了扭亏增盈，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839万元，比建厂初期的45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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