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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E暑
口 日日

耸立在松花江畔的我国大型制浆、造纸、造纸机械制造综合

性企业——吉林造纸厂，已渡过了四十五个春秋。

“盛世修志"， “鉴往知来"。工厂决定把四十五年来，工

厂的建设发展加以总结，编纂成《吉林造纸厂志》第一卷，献给

为工厂艰苦创业的老一辈，献给正在和行将参加工厂建设的新一

代。

回顾历史。解放前，吉林造纸厂是日本人主宰的，只有百余

名职工、两台纸机，年产量仅五百余吨的小厂。又经国民党严重

破坏，濒临倒闭。解放后，才逐渐发展壮大、兴旺起来。

今日的吉林造纸厂，已发展成为拥有十台纸机、万余名职工，

纸和纸板年产量达十五万吨以上，并能生产造纸机械等多种产

品的我国造纸工业基地之一。建国三十六年来，生产纸和纸板

338．5万吨，年递增9．9％。提供利税13亿多元，年递增8％，为

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

四十五年间，工厂发生了深刻变化。三十年代的老设备得到

更新改造，新技术、新设备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工厂拥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成套制浆设备，国内最大的造纸机和最大的碱回收炉，

多项设备在全国同行业中占领先地位，是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单位

之一。主要产品新闻纸荣获国家银质奖。纸袋纸、防水纸板荣获

部优质产品奖。产品畅销全国二十七个省区，并远销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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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工厂管理有序，环境优美，厂区绿树成荫，乌语花香，

被誉为花园工厂，曾受到国务院嘉奖，被命名为全国先进企业，

荣获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全国绿化先进单位和环境优美工厂称

号。今日吉林造纸厂以勃发的雄姿，辉煌的成就，跻身于全国大

型先进企业之林，为国内外所瞩目。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吉林造纸厂的发展壮大，是在党和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全厂广大职工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的结果。回

顾工厂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不能忘怀朱德、董必武、林伯渠、

宋庆龄、陈云、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视察工厂时的谆谆教导；不

能忘怀部、省、市领导以及各级领导机关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不

能忘怀在工厂恢复建设中披荆斩棘的工厂领导，卓有建树的工程

技术人员和日以继夜艰苦劳动的广大职工；更不能忘怀来自四面

八方和我们同舟共济、协作支援的单位和朋友。他们的功绩，将

在工厂建设发展的历史上熠熠发光。

工厂的发展建设，走过曲折的道路，指导思想受到过左的影

响。1958年“大跃进”时期，生产出现过“马鞍形”。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时期，又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如果没有左的影

响，我们的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工厂的建设还在发展，《吉林造纸厂志》第一卷，只是个历

史的序幕，今后还要续写。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用可靠的资料，如实地记述了工厂四

十五年的建设发展进程，为工厂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这是我厂

的一份重要的历史财富，是一件有益于千秋大业的事。“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吉林造纸厂志》第一卷的出版，对于各级领导干部

了解工厂历史和现状，汲取经验教训，增强工作自觉性，将会大

有裨益；对于广大职工进行传统教育将是一部好教材；对工厂精

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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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是根据吉林省轻工业厅和中共吉林市委、市政府指示，在工厂

厂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为指导，进行编纂的。

二、本志为《吉林造纸厂志》第一卷，上限从1940年3月起，下限断至

1985年底，考虑到修志工作为现实服务的需要，在大事记、工厂所受荣誉和

科(处)级干部任命等方面写到1987年6月底。以后，根据工厂发展，将续

编《吉林造纸厂志》第二卷。

三、本志采用新方志体例，全志按篇、章、节、目划分层次，并依门类

横排。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体裁以志、记、图、表、录、照片为表达形

式，以志为主。

四、为方便读者阅读，在篇首设《概述》，篇后列《大事记》。

五、全志分《地理环境》、《基本建设》、《产品》、《生产车间》、

《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教育》、《生活福利》，《党群工作》、

《人物》十篇，计三十八章一百零七节，四十七万字。

六、全志材料，大部分录自档案文件和各车间、科室(部、处)编写的

志书，一小部分摘自有关报刊及口碑资料。由于已有《吉林造纸厂厂志资料

汇编》和车间(科、室)志存档，故出处未作注明。





吉林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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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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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鼻祖——蔡伦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

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

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以树肤、

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

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

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后汉书·蔡伦传》



纸厂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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