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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吉林市第一玻璃厂志》编写领导小组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

日成立，当时由厂党委书记祝立生同志任组长，办公室主任姚正春

同志任付组长，温双喜同志任组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走访了许

多老工人、老干部，翻阅了浩繁的各类有关档案，汇集了大量有价

值的历史资料。厂志编写领导小组的同志，本着遵重史实，对历

史、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厂志的编写工作奠定

了基础。

一九八六年三月祝立生同志调到市一轻局工作，同时赵颜民同

志调任一玻党委书记。赵颜民同志十分重视修志工作，为了加快编

写进度，又于八六年九月抽出温双喜、张胜林、史建军三位同

志，成立了厂志编写小组，从而大大加快了写作的进度，并于八七

年二月拿出了第一稿。经局史志办领导同志的具体指导，又于八七

年四月完成了修改稿，六月完成第三稿，并请厂各车间、科室的领

导同志，进行了最后审定。

事《吉林市第一玻璃厂志》上起子一九七五年，下止于一九八五

年。共分为：概述、机构设置、生产、基建、技术科研、经营管

理、党群工作、职工生活福利、职工教育．、大事记等十篇，计约三

十四章，八十五节，近十万余字。选用照片八幅。厂志以生产为

主线，记述了吉一玻建厂以来由小到大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情况。

’真实地反映了全厂干部，职正和科技火员十年来的幸勤劳动和他们

所做出的伟大贡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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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厂志问世，必将成为吉一玻的重要厂史资料。它开创性

的、系统的记述了一玻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为今后子孙后代续写

厂史，铺下了基石。它也必将成为厂领导和各级管理人员，了解史

实，查询史料的可靠的重要的工具书。

在此，仅向在厂志编写过程中曾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珍

贵史料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热忱的致意。

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一些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度难勉有

误；所以在编写过程中难勉会出现这样那样地漏洞，还望各级领导

和同志们广为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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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遵

第一章 自然状况

●

第一节 概貌

吉林市第一玻璃厂是吉林省机械制瓶的重点企业之一，它以生

产各种饮料瓶为主，兼生产平板玻璃。

工厂总占地面积为18万平方米，其中厂房建筑面积为31150平

方米，主要生产车间有制瓶一车间、制瓶二车间、制瓶三车间、小

平板车间、机修车间、动力车间。

厂内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泥主干道，它交接着通往各生产部门

的道路，使厂内交通十分便利。厂内有铁路专用线两条，共计800

延长米，沿专用线建有站台和卸油装置。

工厂主要产品有：白酒瓶、啤酒瓶、果酒瓶、汽水瓶以及平板

玻璃等。产品主要销往东北三省各地。

从1975年建厂N1985年末止工厂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923万元，

净值1576万元。实现利润总额609．4万元，上缴利税总额1224万

．元。截止八五年底全厂共有职321315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固定工

887人，合同制工人222人，临时3250人，服务公司156人。全厂有工

艺工程师2名，械工程师4名，会计师1名，助理工程N11名，助

理统计师2名，技师2名，医师4名。全厂共设有十个党支部，有

党员141人。全厂有四个生产车间，二个辅助车间，设置十九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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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党群部门。

工厂隶属吉林市第一轻工业局。

第二节)区地理

吉林市第一玻璃厂位于吉林市近郊江南石井沟街，距吉林市中

。,b15公里。座落在松花江上游东岸朱雀山下。它北连联合化工厂，

南接热电厂，东靠阿什六队，西临石井沟四队。

工厂依山傍水，地理环境优美。厂内化验室基础为厂区基准

点，海拔214米。地下水位不稳定，随季节和降雨量的变化而变

化。几个厂家的居民均饮用从松花江抽引的自来水。

第二章历史，沿革

第一节吉林市第·玻璃厂的前身

吉林市第一玻璃厂的前身是吉林省轻化工业厅所属，石井沟联

合化工厂的玻璃车间。

‘联化筹建玻璃车间的最初方案是1954年提出的。(当时吉林省

工业厅厅长田均福，根据省属通化、新站葡萄酒厂急需包装瓶的情

况；提议在吉林市建立一个机械制瓶点)。地点选择有两个：一个

是建在吉林市东大滩《兴光》玻璃厂院内，其有利条件是技术基础

较好，但地方狭小不利发展。一是考虑建在石井沟联化，地处市郊

厂区宽广，又有火车专用线运输方便，因此，决定在石井沟建机械
’、-_‘-，一’’“’。4、．_。—-—’h___-一趔卿。

毛2曼曼生墓夏趋菱建．篓楚l堇闽，当时的联化厂长是王佰令，副厂长
是张宝臣。在筹建过程中，省轻工业厅厅长田均福派省轻化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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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刘X x去青岛制瓶厂联系设备与施工图纸。

员。

厂，

1957年2月份从市兴光玻璃厂抽调了第一批蓼尊攮三量蒸垄八
以后又陆续苁范家屯糖厂j吉林市渔同玻璃厂，吉j林省机械
k，，’-·，～h—o‘●—鼍 一～一
四平农机厂等地调来了部份职工， 趱三必。
1望至Z笙壹．珐也建瑟毫衄建．觑地点是现在制瓶二车间位置；当

时由王虎林任书记，陈以信任车间主任，金希大任副主任，技术员

许成福、曹荣君、张向文。同年三月由陈以信带领一部份人员去章
岛制瓶厂学习，由李文发带领一部份人员去沈阳制瓶厂学习。19158、

年8月正式投产。

’≤啪燃烂塑照必型，氅竖型趣噬龟鱼旦銮彦老式网务．飙，主要黟惫塑楚三曼翌攫氩鬓垡塑三座洪
次还有变电所和空压机等。车间入数％,160A，主要产品有半斤装酒

瓶和果酒瓶，年产量为5—7-ff7亍吟-，产值60万元左右。

一九六二年淘汰阿尔机，采用王盔攥爨动林取式翩荔趟L。

一九六四将l星垩方米玻璃垮窑改造数横然鳖炉，炮璺垫⋯2曼，．
平方米，日出料量30吨。同年又增加了_垒楚里执，经穆逞屋．三，等寰．。

各种瓶达15盟夏个，年意值达!．煦瓦元。

一九六四年曾一度将玻璃车问变为玻璃分厂。由张云龙任分厂

书记，产、供、销由分厂负责，但因经济不能独立，所以不久又变

回为玻璃车间。 ．

一九六二年曾出现过产品积压现象，一九六五年产品积压日趋

严重，年亏损达30万元。在当时曾提出过：“摘掉亏损帽，扔进松花

江，盈利1元钱，，的口号。

’三竺堡芝虹圭哟墨娄堡删孳『_生产的枣零孝配套，簪堡化
工厅拙准，馥垄!=全生主二燮塑鬯婴。芝里曼翌篝警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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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玻璃车间，是解放后省内建立的第一个机械制瓶点，在全

国是第三家机械制瓶点。从五七年建成投产到七四年止，曾生产过

的产品有：汽水瓶、啤酒瓶、白酒瓶、罐头瓶、农药瓶、墨水瓶、

牛奶瓶、．醋瓶、安瓶等十多个品种。曾销往二十几个省市，并基本

保证了通化、新站葡萄酒出口包装及省内各用瓶单位的需要。

第二节 吉林市一玻璃厂的建立

—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根据中央关于产品归口管理的精神，为

使化工产品和玻璃产品都能很好的发展。经吉林市革命委员会工交

办公室批准，将石井沟联合化工厂的玻璃制品生产部分分出，正式

成立吉林市第一玻璃厂，成为专业玻璃制品厂家，隶属吉林市第一轻

工业局。

分家后一玻璃厂区域：以联化运输石灰氮的轻便铁路中心以南

两米为准分开。

根据分家方案，分过一玻璃厂一个玻璃车间，一个安瓶车问

(停产)、一个制瓶生产线(停产)、一个机修车间。分得的生活

福利设施有：南家属宿舍34栋，共159户破旧土坯房屋。分家后全

厂职工444名，固定资产不足300万元。

分得运输车辆表

解 放 1 台 万国、汽车 1 台

美 吉普 1 台 推 土 机 1 台

客 车棚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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