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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部部长秦仲达和湖南省省长熊清泉视察本厂并题词

原化工部副部长贾庆礼同志率吉化报告团在我厂检查指导工作

为纷展化喷冻。

拊q洚蠹斗．
坦似0小



本厂历任厂级领导座谈会到会人员合影r 1990牟-8月

厂办公大楼 色漆车间外景



电脑控制

新产品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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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荣怀

《湖南造漆厂志》出版了。10年前，省政府将本厂列为全省编纂

厂矿志的单位之一，本厂因故未及时完成任务。这次出版的《厂志》

是本厂建厂40年来的首部厂志，终于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又正好

是献给40周年厂庆的珍贵礼物。 ．

湖南造漆厂是建国后湖南省创建最早的国有企业之一，曾是全省

唯一的涂料厂，至今仍是金省产量最大、品种最多的涂料厂。40年

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经过金厂职工以“团结、务实、开

拓、献身移的精神不断奋斗，取得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文明建设的巨大

成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已成为全国军工油漆定点生产厂和涂料行业

重点企业之一，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 ，

编纂出版厂志，是为了全面真实地记载本厂建厂40年来的事物，

实事求是地叙述本厂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指导今后的工作和对职

工进行厂情、国情教育，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志图文并茂，统计资料翔实全面，再现了本厂几起几落、光辉

而又曲折的历程，篇幅约30万字。我们坚信。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我们

了解本厂的过去，并开拓灿烂的未来，激励我们以坚定的、崭新的步

伐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的更宏伟的目标迈进。

厂志经易延绶同志策划，收集资料，撰稿和编辑、花费了几年心

血，同时也得到省，市领导的支持和本厂不少同志的协助，谨向上述

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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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 状

第一部分 概 况

湖南造漆厂厂部设长沙市德雅路216号。直接主管部门为长沙市化学工业局。系全

民所有制。建厂已40年。是湖南省最=i三要的油漆生产厂家。1989年油漆产量占全省的

55．05％，约占全国的1／57。

本厂分南北两个厂区，均位于长沙市北部，紧靠浏阳河和京广铁路。南厂区即厂部

所在地，占地6．29万平方米，北厂区在浏阳河路新码头，占地5．1l万平方米，1989年5

月，在长沙县捞刀河镇高岭村征用建危险品库土地约6600平方米l 1989年末全厂占地

12．06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69111平方米I电动机械总能力6372千瓦，有主要生产设备

251台，汽车34辆，固定资产原值1940万元，净值1063万元，占用流动资金3928万元，

全部资金5868万元，职工总数107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93人，工人740人，中共党员

228人，35岁以下青年职工566人，高中以上文化职工493人。油漆年产能力达1．63万吨。

共生产油漆14大类，200多个品种，800多个花色，粉末涂料年产能力800吨，汽车专用

漆年产能力1000叱从国外引进的10000吨醇酸树脂生产线正在建设中。此外，环氧树
脂已形成年产能力1000吨，金属制罐年产能力约200万个。

1989年完成工业总产值6465万元(1980年不变价)，销售收入9039万元，创国民收

入2755万元，实现利税1889万元，油漆产量13543吨，油性漆共5516吨，合成树脂漆7535

吨，两者之比为42．26：57．74。油漆质量合格率为99．44％，当年有3个产品获省优，

累计有7个产品获部优或省优。每吨油漆耗料1029公斤，电117度，煤154公斤，植物油

161公斤，金员劳动生产率61743元，人均创利税18044元，创国民收入26313元，油漆工

人实物劳动生产率34．64吨’全部资金利税率37．85元。由于原材料价格、运费、工资和

其它费用上涨，可比产品成本继1988年上升15．52％之后，1989年又上升26．24％。粉末

涂料1989年获省优，其研制技术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据1990年3月10--'12日在重庆召开的1989年度全国2l家重点油漆企业评比结果，湖

南造漆厂获第八名。主要经济指标所获名次分别如下t利润总额第三，应收货款额第

六，油漆总销量和人均工资收入第七，人均创利税、油漆总产量、全员劳动生产率均为

第八，销售收入，流动资金贷款、发出商品均为第十一，工业总产值，成品资金、应付

购货款均为第十二，工资总额第十三，固定资产原值平均余额，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额．

职工平均人数均为第十四，销售税金和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第十五。

1990年8月，国家化工部下达文件，命名湖南造漆厂为1989年度国家=级企业。在

此之前，该厂已被列为湖南省最大的100家企业之一，排第76位，并拥有省级先进企业，

省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省文明卫生单位，无泄漏工厂、清洁文明工厂，国家二级计量单

位等一系列称号。还是长沙市政府批准，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特厂。企业的行政级别为

正县级，下设7个车间，2个独立核算单位，20多个科室，设有涂料研究所，湖南省检

l



i贝!I涂料的权威机构——省化工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站就设在该厂广区内。

2·沿 革二·，口 旱

湖南造漆厂始建于1950年4月，12月20日建成。厂址原在长沙市北区北站路2号，

1959年末迁来北郊工农路288号，现改为德雅路21 6号。1982年原长沙市氮肥厂并入，遂

分南北两个厂区，1989年5月已在高岭村征用土地6600平方米，1990年正继续在该地再

征6000多平方米，将建设本厂的危险品库区。本厂1950年名利众企业公司化工厂，1951

年改称湘江化工厂，1952年改为建湘油漆油墨厂，1954年更名建湘油漆厂，1968年4月

起启用湖南造漆厂现名。1950年投产时曾以私营名义出现，经1951年的“三反五反’’核

实为省商业厅“机关生产’’，其建厂资金为省商业厅拨给的棉纱和桐油折合人民币50

万元，故为全民所有制企业。70年代末也搞过全民带集体，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招收了

部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职工，但该部分职工现已全部转为全民所有制合同工。工厂资产

一直全部属国有，故一直是全民所有制。1950年到1951年隶属省商业厅，1952年到1958

年初转为省工业厅主管，1958年4月下放长沙市，曾先后隶属长沙市重工业局、北区工

业局、市轻工业局、市一轻工业公司、市轻化工业局，最后子19 7|3年8月改由市化学工业

局主管。

本厂创办者提出的建厂依据是： “湖南省的地理环境最适宜油漆这一对国防，交通

与建筑有极端重要性的工业的发展，因为湖南拥有全国第二位的桐油与足以自给的梓

油，有占世界首位的锑矿、占全国第二位的铅锌矿和品质优良的钡矿"，最初建成的是

油漆油墨、红黄丹颜料、炼桐油和金属制罐4个工场。此后经历了“并，分、建，改、

迁，引"等过程。并l明亮化工厂1953年并入、长沙木工厂1959正F部分并入、长沙印屙IJ

厂油墨车问1963年并入，长沙氮肥厂1982年并入等’分l 1952年制罐、炼桐油两工场分

出，1958年红黄丹分出，1973年油墨分出等，迁：1959年从北站路迁来现址(原湘江织

布厂)，建：新建熬油车间、硝基漆车间、醇酸树脂车问、立体色漆车间，清油车间，

锅炉问等，改。配料、碾磨、调色、树脂设备的改造和水、电，汽、运、储，修，安

全、消防，环保设施的改造等，引：西德斜式三辊机、日本密闭式砂磨机，粉末涂料生

产线等的引进，以及正在消化吸收的汽车专用漆和醇酸树脂生产装置的引进等。此外，

曾经生产过的红矾钠，铬酸，铬黄，红粉、铁蓝、油酸、酚醛树脂等也先后停产或转交

别单位生产，金属制罐设备则经过分出，重置、转让、再置并再度生产，1979年以来还

比较注意住宅等生活设施的建设。全厂固定资产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幅度增加，生产能力

已具规模，生活福利设施也已基本配套。

本厂为中南区首家全民所有制油漆生产厂家，工厂的上级领导人在1950年12月20日

落成典礼纪念专册上认定是当时“中南、西南和华南各省设备最新式最完善的油漆，颜

料、洋铁罐制造与桐油加工工厂’’，1959年曾被化工部授予先进化工企业称号，1975年

5月成为全国军工油漆定点生产单位，1982年成为全国21家(现增为25家)重点油漆厂之

一。改革开放以来多次被列入改革试点单位，通过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通过企业全面整顿和开展“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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