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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口 邱安翔

在武汉石化投产30周年之际，《武汉石化志》正式出版，这是武汉石化企业

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史上的一件盛事。

古人云，盛世修志。中华民族素有修志编史的优良传统，志书既能传承优秀

文化，又能服务当代社会，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功能。编纂武汉石

化志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惠及未来的事业，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

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对于弘扬企业优良传统，丰

富企业文化内涵，推动武汉石化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武汉石化志》记载了企业1970"--'2006年间从筹备、建设到发展以及生产、

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真实反映了武汉石化36年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历程。目

前武汉石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油品质量升级(800万吨／年)炼油改

造项目即将完工。80万吨／年乙烯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并开始启动。该项目

建成投产后，武汉将成为中部地区首个大型炼化一体化生产基地，将进一步发挥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经济中心和区域经济发展龙头的作用。2007年，工厂顺利实

现了体制转换，工厂运行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武汉石化志》的编纂出

版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当代，惠及后世，并随着时间的

推移，将不断显示出“资治、教化、存史”的强大功能，为建设和谐企业，推进

工厂建设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

《武汉石化志》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J体，具有很高的存史价值和

参考借鉴价值。希望广大职工认真阅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和发扬武汉

石化的优良传统，再创新的辉煌，续写新的篇章!



凡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的理念，力求

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载武汉石化自建厂以来，企业生产经营、改革改制的发展历程

和“两个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

后世”的作用。

二、编纂体例。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制定的《(湖北省志)编纂体例及实施方案》，借鉴武汉石化以往志书的体例，在

按内容分篇的基础上，7分述历史沿革和发展变化。

三、志书篇目。一般按篇、目、子目三级设置，部分设有二级子目。全书共

设12篇，另设大事记、人物和附录。为反映综合情况，书前设总述，多数篇章

前设概述。

四、记事断限。上限为1970年，下限为2006年。部分有延续性的事件在本

志定稿前做简短叙述。’

五、时间表述。全文使用公元纪年。文中年代系指20世纪的年代。

六、名称运用。机构、文件名等一般用全称，过长的名称多次出现，在第

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后用注明的简称。如“武汉石油化工厂”、“中国石化集团

武汉石油化工厂”、“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在志书中均简称“武

汉石化"；文中的“大厂”泛指“武汉石化”。“中国石化总公司”、“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文中“总公司、集团公

司、总部"均指“中国石化”。文中“省”、“市"系指湖北省和武汉市。

七、人物记述。在武汉石化获得全国劳模称号的人员记述其主要事迹；在其

他单位获得全国劳模称号后调入武汉石化的人员以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湖北省省级和中国石化劳模、湖北省“五～”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人大代

表、“袁汉国电机设备专检工作法”创立者做人物简介；武汉市级劳模、“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武汉石化标兵等列表。 ‰

八、荣誉记载。获武汉市市级以上综合荣誉称号者、武汉市级三等以上科研

荣誉称号者及全国单项荣誉称号者，本志均予收录。

九、事故记载。报中国石化以上各类重大事故，均予记载。

十、大事记。本志列武汉石化重大事项。凡莅临武汉石化的中国石化副总经

理、高级副总裁以上领导和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以上领导，均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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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一般使用汉字单位。

十二、表格、附录。对每一篇中的表格统一编号，格式为“表XAOY”，X表

示第几篇，Y表示第几张表。本志附录分为回忆录和附录两类。文附左上角有“附

X．OY"，X表示本志第几篇，Y表示第几篇附录。

十三、图片。武汉石化已多次出版过大型画册，本志书不苒收录图片。

十四、录用资料。本志资料大部分取自武汉石化所属单位提供的资料，少数

取白《武汉石化报》及档案资料等，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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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武汉是中国内地之门户。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石

油资本竞相来武汉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武汉的石油市场均被美国的美孚石油公

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英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所垄断。1950年后，美英石油商歇业，苏联

油品进入武汉。直到中国开发建设了大庆油田，1963年实现石油基本自给，武汉市和全国

一样，才结束了漫长的使用“洋油”的时代。

50年代前后，汉口仅在利济北路和解放大道附近，就有新生、慎康、永兴、新昌、敬

昌等几家小手工工厂，每月由石油公司供30～40吨柴油用土法炼煤油。后来，武汉炼油厂

等工厂搞过废油再生。1959年左右，武汉石油化学厂因原料(桐油)紧张，也因经济上成

本高、效益差而停止生产。故武汉石油化工厂(以下简称武汉石化)建设前，武汉地区石油

化工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武汉地区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多。1970年为结束钢铁

工业的“十年徘徊”，根据国务院业务组的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去北京研究武汉

钢铁公司(以下简称武钢)的发展问题。5月22日和23．日，中央有关部、委听取了武钢革

委会关于武钢“四五规划”的汇报，会后发了纪要，即1970年5月23日《关于武钢发展问

题座谈纪要》。纪要指出：“武钢周围资源丰富”，“鄂西有石油”。根据毛泽东主席视察武钢

的“9·13”指示，要把武钢“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把机

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都搞起来”。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逐步形成综合生产能力”。

因此，’《纪要》确定在武汉建设一座炼油厂，除供武钢重油外，还要搞橡胶、塑料、化学纤

维，解决湖北地区工农业和市场的需要。1971年国家计委对此做了安排，湖北省也作出了

在武钢北面距青山镇东南侧千余米的凤凰山一带建设武钢炼油厂和武汉石化的决定，从而为

建设石化揭开了序幕。、‘

武汉石化东临武钢工业港，南接2l号公路与武钢相望，西连青山镇，北靠长江与长航

青山船厂毗邻，工厂地理坐标为：东经114。08’，北纬30。37’。与武汉市中心距离约

20公里。厂区地面起伏较大，地面高差一般在2米至4米，局部达10米以上。地形西高东

低，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凤凰山、五家大山、坟祖山等低丘在厂区西、西南一线分布，

最高海拔64米(黄海高程，下同)。武汉石化焦化装置、铁路装卸站场、汽油罐区、原油

罐区等分布在丘坡上，地势较高。装置区及生活区地面平坦，地势相对较低。地形最低处位

于第一生活区内，海拔标高为22．5米。厂区平均海拔24米左右。自1994年后，由于建联

合装置和7万吨／年聚丙烯装置，以及在厂区挖山填河，局部地形发生了变化。

厂区所在地层为第四纪青山层，即冲击亚黏土、亚砂土、粉砂、细砂的地层。局部地区



有人工土(1956年、1960年开挖工业港时人工填积)，其厚度为0．3米至4米。地下水主
“

要为上部滞水和潜水，水位受气候影响较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5。C，夏季最

高气温达到41．3。C，冬季最低气温一18．1℃(1 9 7 7年1月3 0日)。主要风向：夏季

东南风，冬季为东北风。暴雨、雷电较多，I梅雨期较长。平均相对湿度：79％。夏季平均大

气压：1 001．7Mbar，冬季平均大气压：l 023．3Mbar；工厂取水原点：长江。长江武汉关水

位1954年：夏季武汉关最高水位29．73米；冬季武汉关最低水位10．08米。基本地震烈度：

七度(与武汉市规范一样)。全厂主要排水口：东边为武钢工业港运河；由青山镇方向自西

向东，有一条排水明沟穿越厂生活区及生产区北沿流入工业港，再排入长江，因沟底堆积，

明沟下游断面偏小，遇雷暴雨往往排水不畅，形成厂区渍水，给工厂生产和职工家属生活带

来困难。1985年，许家村泵站投用，1985年、2004年长青路改造后，状况有所改观。

。武汉石化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市，交通发达，水路、陆路运输十分便利。工厂南大

门前有21号公路通往市区及市郊，工厂西大门前的长青路经青山镇通向市区，这两条公路

是工厂物资进厂和产品出厂的通道之一。西边是铁路专用线，与直线距离2公里处的楠姆庙

火车站相接，连通全国铁路网，是土厂成品油、焦炭和其他产品出厂的通道之一。工厂北边

是中国第一大内河长江，2006年5月28日以前水运量占工厂生产物料的绝大部分。工厂的

原油、成品油及取水码头均建于长江南岸，成油品的出厂主要通过水路运达鄂、湘、渝、川。

位于工厂北面的武惠堤外是武汉石化码头区，沿岸水线956米。1994年以后，由于长

江航道的变化，造成冬季码头沿岸线泥沙淤积日趋严重，对武汉石化生产和运输产生较大困

难，：1996～2000年码头栈桥分别向江心延长。 1．，

．．工厂东面是工业港，其西堤有1 461：米地段是武汉石化防汛区域。2005年武汉市水务局

开始将该地段港池进行改造，在港池东侧埋箱涵排水并将该地段填埋，并作价给武汉石化用

于炼油质量升级改造用地，2006年底基本完工。至此，工业港西堤武汉石化l 461米堤段

防汛任务自然解除。

武汉石化自1970年建厂，至2006年分5个征用土地阶段，即一期、二期、三期征地，

延迟焦化装置隔离带征地及炼油质量升级改造征地。全厂土地面积231．6公顷(不含码头面

积)，’其中生活区占地20公顷，生产区占地·211．6公顷。
●

全厂边界长度8 200余米。厂区东西最长距离约2 000米，南北最长距离约1 700米，

有主要干道5条。

：厂区布局，东部主要为装置区，其中炼油装置在中部，化工装置在东部；西部主要为储

罐区，最西端是铁路和焦化装置。油品质量升级炼油改造完成后，工厂装置布局有所改变。
’

建厂初期二期工程隶属武钢，二期工程隶属武汉市，1972年一、二期工程合并以后隶

属武汉市领导，1983年以后隶属中国石化领导。1998年按照中国石化的要求，积极稳妥地

实施重组改制，较好地完成了主辅分离工作，主业已成为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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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业仍为武汉石油化工厂，对外仍然统称武汉石化。

1970年，炼油厂厂址用地除原武汉炭黑厂土地外，绝大部分为武钢废弃的荒林山地。

1972年，国家燃化部和省、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武钢炼油厂(一期工程)与武汉石化(二

期工程)两个指挥部合并为武汉石化建设指挥部，兴建6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及相应配套

设施，至此，武汉石化建设拉开了序幕。1978年，按照石油化工部指示精神，武汉石化三
。

期工程正式启动，共征土地40余公顷，建设包括铁路场、氧化沥青及石油化工综合利用装

置等。

建厂初期，建设施工条件十分困难，工程几度受到“下马”威胁。工地现场到处是荒山、

水塘和菜地，离市区很远，交通十分不便。在困难面前，武汉石化人不气馁、不丧志，以大

庆人为榜样，响亮地提出了“头顶蓝天，脚踏菜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口号。在一缺施工经验、二缺施工机具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土法上马”。在一次加速澄

清池的土方施工中，全凭人挖肩挑完成了1 000多立方米的土方施工；在承担锅炉水处理工

程时，没有搅拌机和模具，武汉石化人想办法，搬来砖头码成模子，没有自来水就到水塘去

挑，没有搅拌机就由人工用铁锹代替，一鼓作气拌和了混凝土，完成了浇注任务。

工厂建设初期，职工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大部分人住在自己搭起的芦席棚里，有的还住

在农民家里。没有电就用马灯照明：没有自来水就吃附近水塘的浑水；没有饭桌，大家就一

铲饭、一瓢菜，席地就餐。在艰苦的环境中，大家为武汉石化建设之忧而忧，为武汉石化建

设之乐而乐。

在大家的艰苦努力下，常减压装置于1977年12月20日开始投产；随后催裂化装置于

1978年1月26日投产成功。

两套装置投产后，工厂中心工作就从装置建设转到企业生产管理和企业发展上。1978

年，在生产试运行期，武汉石化恢复了1961年《工业七十条》中规定的国营企业实行党委领

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的领导制度。

为了切实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克服多年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1979

年3月，厂部制定了厂长、副厂长及总工程师的岗位责任制；1980年4月，又制定了包括党委

书记、厂长、．党委副书记、生产厂长、设备厂长、运销厂长、副总工程师在内的《武汉石油

化工厂厂级干部岗位责任制》。同时，还制定了《中共武汉石油化工厂委员会职责范围》、《中

共武汉石油化工厂常委会职责范围》。

在厂长领导下，全厂坚持并健全了生产调度会、经济活动分析会、厂长办公会等生产

行政指挥系统的会议制度，做到了党委不包揽行政事务，厂长有责有权，生产指挥系统完整，

厂长和副厂长均能较好地行使自己的职能。1981年底，又对党委会、党委常委会、厂长办公

会的职责范围作了修订，使党政分工更加明确。

经过两年的试生产期，武汉石化从1980年起狠抓企业整顿，通过企业整顿，实行经济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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