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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修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编写矗厂志一可以

使人们了解本厂生产经营发展过程、总结各个不同时期生产经

验，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按照客观历史发展的

要求而腾飞。尤其是当前建设矗四化弦之时，编写矗厂志"更

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搿厂志"可以为各级领导在加强企业活

力，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通过它可

以看到老一辈艰苦创业精神，看到建厂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同时， “厂志黟也是地方工业志的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份，它

将为今后搿搞好生产，搞活经营，教育后代起到不可低估的作

用。因此，编写“厂志一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一件大

事，它将“代代相传，绵延不绝矽。 ，

我们于l 9 8 6年8月根据安庆市委庆发字(85)27号，

经委经秘字(85)176号，日用品工业公司日用办字158号文俸
精神和8 6年6月市有关领导在全市史志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

神，开始了编写“厂志修的工作。

本厂建于1 9 6 8年4月30日，至今2 8年，变化巨大，

由于过去从未写过矗厂志黟，加之资料残缺，给编写“厂志一

人员带来了不少困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编写搿厂志黟的人

员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过大量的调查访

问，查阅资料，按照“去伪存真，，的原则和史志编写的要求，

多次筛选和修改，终于与读者见面。

本志在资料审核，文字润饰等方面，肯定有曲误。衷心欢

迎读者提出宝贯意见，使。厂志靠逐步充实和完善。

． 姚传伟
1 9 8 6年10月

l莎



一，概述

本厂建立于60年代，当时生产全靠手工操作，日产20箱含 ·

水肥皂。1 958年，本厂址在迎江寺大士阁，厂房面积只有,550平 ：

方米，职工35人，年产香皂100吨，含水肥皂160吨，产值50万 l

元，利润4万元。
．．’

1961年下半年，市财贸部资助3万元，4月份在市人民路

东端利用财口纸厂部分旧厂房建立新厂址。新购部分设备和改 ，

建厂房，62年5月份搬迁完毕投入生产。迁厂后仅有职3--70人，

年产香皂200吨，肥皂180吨，粗甘油9吨的生产能力，年总产

值80万元。

1962年6月，本厂被轻工业部定点为生产香皂、肥皂的专业

性工厂。1964,年省轻工业厅投资26万元，对本厂的炼油、皂化、成

型，烘干，锅炉等设备进行了改造，改进了工艺，开发了一些

新产品。玉兔，一枝梅香皂和安庆肥皂，质量优良，受到消

费者欢迎。为满足市场需要，发展生产，1979年以来投资280

万元，5次扩建厂房，4次进行了大型技术改革，新建皂化大

楼，新成型和中心试验室。总建筑面积14850．24平方米。 一

肥皂小组原是本厂生产薄弱环节，先是半机械化操作，发

展成一条龙机械化操作。冷板由60年代中期9片平板式冷板发

展为70年中期65片电动式冷板。1979年以后提高工效10倍。

1982年，对生产香皂的烘房设备试制成功远红外烘干，解

决生产上大难题，在全国同行业中占领先地位，提高工效45％，

1 983年，对链式烘房设备进行改造，投入生产后提高工效3

倍，1984年上半年新建组装香皂成型两条龙生产设备，1985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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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投入生产，设备能力由原来的年产量1800吨提高到60 0 0

吨，增加3．3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厂针对全国洗涤市场香皂行

业的新动向，结合本厂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由单

纯生产香皂，洗衣皂转向“液洗"发展，走多品种小批量的道

路。

1982年，本厂成立技术研究室，1985年设置科研所，配备美

术装璜，刻模技工等专业人员。198,5年巳拥有43个品种，比

1 978年的19个品种增加了24个品种，改变以往产品包装色彩单

调，图案呆板，纸张低劣的“老三样"面貌。

1982年，产品销售由过去的百货站包销改为自销。现在省

内外共建销售网点75个，供应网点38个。产品巳进入北京，上

海、辽宁，湖北，湖南，河北，江西等省市，还远销到马来西

亚，新加坡，尼泊尔和香港三个国家和地区。

198,5年，本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利改税以及经济承包，岗

位经济责任制、单项经济承包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

了口吃大锅饭黟制度，增强了企业活力。1986年，在全省创最

佳经济效益劳动竞赛中被授予。银杯奖骨。被安庆市人民政府评

为矗先进单位黟，“文明单位"、“花园式工厂彦。1985年实现

产值1274．80万元，利税180．1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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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厂史沿革

本厂建于1958年4月30日，至今已有28年历史o

1958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国家提倡“母厂带子厂胗形

式，全面推动各大、中，小企业的发展。

1958年初，本厂因没有设备无法生产香皂，3月份，上海

新一化工厂一位同志来安庆榨油厂采购油脂谈到了设备问题。

4月中旬双方达成协议。本厂分二年供应上海200万斤米糠油，

新一化工厂把部分多余的生产香皂旧设备给本厂。他们派三

人组成的技术力量帮助本厂改建安装并拿出产品。由厂领导向

市主管部门粮食局和财贸部汇报了此事，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拨款3万元，抽调25名年轻骨干在粮食局领导的带领下，根据

需要分为两个班子，一个班子由榨油厂公方代表查鑫同志负责

租赁大士阁厂房，并负责设备搬迁，安装、检修以及筹集生产需

用原辅材料。另一个班子由商业局抽调下属交电公司副经理曲

振江同志率领王昌泮，杨民长等七位同志于5月1日到上海新一

化工厂学习皂化，甘油，成型，包装，化验等主要技术工种，

于6月中旬回厂，在新一化工厂技术人员大力支持下，在全厂

3 5名全体筹建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本厂于1958年8月初正式

生产出香皂产品，填补了安徽省的这项空白。当时香皂品种单

调，只有海棠、兰草、老一枝梅、小丹凤几个品种。

当时，厂房简陋，生产，供销，财务，人事设在一个办公

室，陈顺生负责财务，许占云负责供销，人事，生产，行政等

由厂长曲振江全盘负责。

1958年，本厂名称是。安庆化工厂一，根据市委财贸部指示

精神，1959年初和安庆日用化工厂合并，名称为“安庆日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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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p。本厂成为日用化工厂的一个车间，“制皂车问一，负

责人杨民长等、厂长曲振江，归属领导部门是商业局。合并

后产品好销，根据生产发展需要，1960年本厂又与日用化工厂分

开，正式易名为。安庆香皂厂打。当时产量小，投油3吨，月产仅
1 Om30吨香皂，年产能力只有200吨。原材料还没有正式列入

凋家计划，全靠自己弄来的。他们说。 “当时人心很齐，千劲

大，一心只想把厂办好，根本没想到个人利益黟。

1961年，本厂安装一个有0．6吨蒸发量的立式小锅炉，煮皂，

熔油、烘房等主要环节改用蒸气，月产量30,",-40吨左右，年产

量香皂200",-300吨左右。这时大部分工序仍是人工操作，质量

不稳定，没有化验室、试验室，一些品种的优劣靠有经验工作人

员鉴定。

1962年，国家提出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劳掀起了全国性质量比赛。本厂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香

皂有变形变味情况，不符合国家颁发的标准，工厂不景气，人

心不稳，耽心工厂垮掉。这时省轻工业厅指示本厂限期整顿提

高，省厅组织一个提高质量工作组驻在本厂，帮助分析问题。

主观方面；工人只偏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客观方面：没有

先进设备，技术力量薄弱。对此，本厂开展学上海赶先进活动，派

出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组成一套班子在上海参加对口学

习，充分利用本厂机械设备最佳状态，提高职工责任心。通过

这次停厂整顿，改进了管理，产品质量基本稳定。从1962年到

现在本厂产品质量一直符合国家颁发的质量标准。19．58．一'196 2

年，本厂主要产品是大兰草、老一枝梅，海棠，菱湖，松鹤香

皂，红旗药皂，和平肥皂。 一·

1963年，掀起一个全厂性改造建设，从上海弄来一些较为先

进设备进行安装，改用杭州制造的1．6吨蒸发置的兰开夏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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