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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橡胶厂根据党中央“盛世修志”的指示精神，在市委，市经

委，市化工局修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于一九八三年元月开始了“厂志”编篡工作。

志书中主要辑录： “大事记、生产管理，设备管理、技术管理，经营管理、劳动管

理、物资管理、安全管理、党群组织等项内容，另备附录，志、表，图，照各类形

式。”

重点记述建广廿八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

展过程：记述广大干部、职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愤发图强，白手起家的艰苦创

业精神；记述我厂“自己武装自己”，不断改造设备，发展生产，不断扩大产品项目与

产品销路，历年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突出“集体所有制小厂也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史

实。以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工作为主线，贯穿于全文。

力求真实反映原貌，突出我厂特点，反映客观规律，探本溯源，总结经验，继往开

来，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为教育后代提供教材，向有关方面提供史实数据，为编篡

齐齐哈尔市化工志服务。挖掘搜集企业管理史料，促进我厂各部门的工作。这是建厂廿

八年来企业主要历史资料的总汇。

但是，由于编志人员知识肤浅，水平有限，辑录资料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

漏失，恳请各方面知情者多提宝贵意见。通过实践的检验进一步修改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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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概况

一、地理位置、面积、规模、职工人数、企业性质。

富拉尔基区位于嫩江平原上，恰当嫩江中游地区右岸，占黑龙江省西部，于齐齐哈

尔西南。

富拉尔基橡胶厂就在这个区的中心点，兴隆大街五十一号。左邻是齐齐哈尔第三印

刷厂，右邻民宅，后邻富拉尔基百货批发站，工厂门前便是富拉尔基区轻工市场。

工厂总占地面积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三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五千零十七平方米。其

中生产用建筑面积四千零六十五平方米，生活用建筑面积九百五十二平方米。

全厂共有六个车间，十二个职能科室，一个卫生所。一个直属班(涂布班)。

到一九八二年底，全厂共有职工四百五十名，其中女职工二百七十八名，男职工一

百七十二名。

管理干部七十五名，工程技术人员十三名。一线人员占百分之四十九点八，二线人

员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三线人员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

我厂开业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一目。

经济性质：集体所有制。

核算形式：独立。

主业：运输带、橡胶杂品、胶辊、胶板。

隶属：齐齐哈尔市化学工业局

二、建组前五家个体手工业户简介

一九五二年八月，王希文与王凤有合伙开办字号为“友仁修理所”。他们的主业是

修理缝纫机。主要的生产工具是锤子，扳子、钳子。

一九五三年二月，王慎茂，王慎胜同胞兄弟两人合伙，开办字号为“胜利补带

厂”。他们以修补打汽，翻新轮胎为主业，拥有的生产工具：一台气泵、一个小翻新槽

子、一台小锅炉。

一九五三年八月，以李军峰为主，开办字号为“建中补带厂”。同业还有刘恒章，

李乃甫。他们以修补打汽，翻新轮胎为主业，拥有生产工具：一台气泵、一个小翻新槽

子、一台小锅炉。

一九五三年九月，以韩胜源为主，开办字号为“同心补带厂”。同业还有卢秀民、

陈克堤。他们以修补打汽，翻新轮胎为主业，拥有生产工具：一台气泵、一个补带槽，

一台坐钳、小锅炉一台。

一九五三年底，以张万和为主开办字号为“新建补带厂”。同业还有赵振海、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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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赵文雨。他们以修补打汽，翻新轮胎为主，主要生产工具：一台气泵，一个补带

槽，一个光板套槽，花板、平板，小锅炉各一台。

当一九五三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公布了我国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

三、合作小组建立。

我们富拉尔基橡胶厂就是在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精神指引下，由修、理、补五家

个体手工业产组织起来的。这五家个体手工业户经过总路线学习，在党与上级联社的帮

助下，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橡胶修补合作小组”。

为了开始生产本着自愿互利的精神，将生产工具民主作价，一起入组。为解决流动

资金不足，每人缴纳八十元钱的股金，共筹集九百六十元钱来发展生产(实行年终分

红)．

又根据小组积累情况和个人生活需要，订立分期偿还办法。新成立起来的家业，底

子空，资金少，他们坚持“勤俭办社”，橡胶修补合作小组逐渐巩固起来。生产项目主

要还是修补打汽，翻新轮胎。生产原材料一橡胶，就依靠啥尔滨、沈阳两个橡胶厂支援。

四、变革过程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七日，我厂由合作小组变为合作社。这时吕振荣带一台小锅炉和

一台小胶辊入社。由于他对了晴橡胶的使用明白一些，所以开始向增加产品，发挥生产

潜力，提高服务质量的力向迈进。

一九五七年春季，我厂安装一台六时炼胶机，以吕振荣为主，在修补打汽的基础

上，开始了手套挂胶项目。由于当时技术力量薄弱，对这项生产技术不懂，又没有模

具，就用木头削成木头手，再把手套套在木头手上，刷上胶浆子，加热后，橡胶变熟，

抓在木头手上，脱不下来。

后来把富拉尔基大、小“买卖”的小木撩面杖买来， (甚至买光)，据成两截，手

套的五个指头各插一根，刷胶加热。蒸热后撤下擀面杖，虽然能套进手指，但是，五个

指头粘在一块， “分不开裆”。又一次失败。王凤友提出了把木头手割为两半的主意。

再实验手套挂胶，成功。此后就批量生产，供给第五百货商店。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M，我厂成立密封圈小组，搭了七个火炉子(也叫火压力)，

开始，给北满钢厂四车问试制夹织物密封圈。人们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产品，更谈不上

经验。用手工把胶浆子刷在帆布上，晾干后裁成直条，成型后压出的产品全都是褶子。

王希友从老伴做布鞋的严鞋iZl条上得到启示，提出了也把胶布裁成斜条的建议，然后，

以吕振荣，赵洪志、张万和、韩胜元等人为主，采纳建议，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终于

成功。此后各种型号的密封圈在我厂诞生并小批量生产。

一九六O年， “韩胜无密封固小组”提出了“勤翻模，勤透炉，一天多出几十模”

的I：q号。

一九六四年未，以7了少华、赵洪志主抓试验橡胶配方，我厂第一次成功地生产出橡

胶辊两根。

一九六五年，经上级部门的批准，允许计划外供给原材料，可以大批量生产橡胶杂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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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对产品质最要求是很严格的，想要簦，t合同，必须首先看图纸，工艺合标乎

准，方能签定。当时万少华负责图纸．工艺设计工作。当年大庆百分之八十的产品拿

我厂生产，仅这一年姚受益四十万元。

一九六八年，以解淑平、徐长仁主抓实验成功三角带。

一九七0年橡胶辊大批量生产。它的产生填补了黑龙江省橡胶辊的空白．

同年，由于三角带质量不稳定，加之管理不善，被省化工局砍掉，转产运输带．

一九八一年，我广技术科试制成功橡胶板，并大批量生产。

五．从不断扩大中看企业发展

建厂初期厂房面积一百二十平方米，到一九八二年底发展到五千零十七平方米。

产品：由初期的翻新轮胎，修补打汽到工业橡胶杂品，造纸辊．运输带，橡胶板．

生产能力：由原来的笨重的体力劳动到机械化生产i’

人员二由初期五家十二人到四百五十人。

工业总产值：由初期一万四千元到三百二十五万二干元．

利润；由一九五六年的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七元(由于当时产品不定塑，有时类似经

商．所以利淘不单纯是生产所得)到一九八二年底的二十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九元．

劳动生产率：由一九五六年的九百三十三元到一九八二年的六千二百^十八元．

附：发曩厂房新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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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建厂初蚓厂房照片

第二节：体制与机构

一．体制沿革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橡胶修补合作小组诞生。

一九五六年，台作化高潮已经形成，一月十七号，经齐齐哈尔市手工业联社批准，

我厂由。橡胶修补台作小组。进化到4第二橡胶修补合作社．由于充分发挥生产潜力，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被“地工部’划为一类合作社．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经齐齐哈尔手工业管理局批准，由合作社转制为合’作工

厂．厂名为“富拉尔基第二橡胶厂”。并由手工业管理局下放给富拉尔基区红岸公社主

管．

一九六。年九月，根据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关，停．并．

转”的精神，经上级批准“电线社，电木粉厂”合并到我厂(当时被称为三广台一)。

厂名改为。橡胶塑料杂品厂”，由富拉尔基区红岸公社主管。

一九六一年十月，经寓拉尔基区红岸人民公社批准，电线社单独成立厂，由橡胶塑

料杂品厂分出，原电木粉厂转粉沫冶金，我厂X改回。富拉尔基第二橡胶厂”。

同年，第兰手工业管理局党组根据省委提出的“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巩固提高．

重点发展、全面安排，补缺补短”的方针，将我厂从红岸人民公社收回仍由手工业管理

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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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二月，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工厂生产形势不佳，主要表现产品零星，

供，产，销不正常，经营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继续保留“合作工

厂”的组织形式，对调动企业积极性和发展生产不利。所以手工业管理局根据手工业

三十五条的精神，将我厂又恢复为“合作社”，厂名为“富拉尔基橡胶生产合作社。”

由手工业管理局驻富拉尔基办事处主管。后又改为富拉尔基区工业科主管。

一九七三年，由于贯彻“条条专政，条块结合”的精神，齐齐哈尔市第二轻工业局

将我厂党权、人权、财权一并上收。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七日，市革命委员会第六次主任集体办公会议决定，将我厂由

“橡胶生产合作社”转制为“合作工厂”。

一九七八年，由于贯彻同行业归El管理，我厂由二轻工业局转交给齐齐哈尔市化学

工业局主管。

二。机构的演变

麻绳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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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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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单独成立党支部

一九六O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七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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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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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事记

一、△、据齐齐哈尔市档案馆资料记载，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统一各礼组(牌扁)

由”批准齐齐啥尔市“第二橡胶修补合作小组”于一九五五年六月～日悬挂牌扁，正式

开业。赵文雨为合作小组组长。

二、△、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七日，我厂由“合作小组”进到“合作社”。第一主任

杨春才，副主任赵文雨。

△，本年底职工增加到三十四名，实现利润一万一千五百二+七元。

三、△、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厂主要以修补打气为主，生产方向面向农村。

△、同年五月份，进行“整风反右”运动，由手工业管理局派工作队进驻我

厂。

△、年底职工增加到五十四名，实现利润一万八干元。

四、△、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我厂成立“密封圈小组”，搭了七个火炉(火压

力)，为当时的生产设备，在一无图纸，二无技术人员的情况下，试制成功橡胶密封

圈。从此各种规格的密封囤相继产生，生产方向也逐步转向为工业服务。

△、由于扩大了生产范围，十月十五日，经手工业管理局批准，我厂由“合作

社”转制为“合作工厂”。同时将我厂下放到富拉尔基区红岸公社。

△、年底职工增加N／t．十名，实现利润二万三干零七十元。

△、建厂初期至一九五八年的七月，我厂没有单独设立党支部，而是与麻绳

社，靴鞋社三家一个联合支部。

五、△，一九五九年六月，我厂搞了一台翻砂炉，炼钢铁。半年后转向下马，将全

套设备转给东凰铸造厂。

A、八月廿六日，经富拉尔基区红岸人民公社委员会组织部批准，我厂与麻绳

社，靴鞋社分开，单独成立党支部，并派张文彬为我厂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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