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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书定名为《一胶厂志》。

二、断限。《一胶厂志》编纂的起止年限：上限为1 956年，下限为1 986

年，重大事件可根据情况延伸到上限1 953年，下限1 988年。

三、《一胶厂志》本编为第一卷，今后将根据统一要求陆续编写续卷。

四、本书采用篇、章、节的结构，卷首有概述，有些篇章也根据实际情况

编有无题概述。

五、工厂大事记按编年体编写，即按年月顺序编写，如年内查不清月份的

大事，’可最后编写在本年。

六、本书采用叙述体编写，详今略远，横排竖写，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竖

不断线。本书所用字体均采用1 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

化字。

七、本书中的年月日、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对于写那年至那年，如
1 981一一1 986年不应写成1 981～1 986年。对于一位和两位的连接数字应

从习惯，如一年来，就应写一年来，而不应写1年来。对于统计数字的使用，

均遵行1 983年2月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

八、本书使用的度量衡计量单位，均采用国务院1 983年3月4日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

九、本书涉及的科研、技术革新、技术进步成果，由于有的项目延续时间

较长，参与的人员较多，因此，只记载项目，不记载取得成果的姓名。

十：本书中的产品投产时间，原则上按产品通过鉴定后方为投产。但由于

历史上的原因，有些产品投产多年方进行鉴定，这类产品本书则按批量安排生

产的当年即为投产时间。

十一、本书各篇章的统计表和图表，．均按下述方法进行编号。

开篇前和篇后的附表，一律按表0—1，表0—2，表0—3⋯⋯的顺序编

号。

各篇章内的附表，如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张附表则编为表1—1—1。第二

篇第四章的第三张附表则编为表2—4—3。以此类推。 、



前 言

!一

口

厂志是方志的一个门类。方志，‘即四方之志，。或称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

和经济门类为范围∥记述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现状和历史的综合性．、资料性

的著述：．即一个地域或一个门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等历史发展

和现状的著述j方志在国内外均有悠久的历史，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方志

学。，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均十分重视修志编史，所谓盛世修志，有着持续不断地

优良传统。 。、 1： ‘∥ 一 r．

修志编史，在中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最早出现的方志为国别史。周

朝时朝廷设立史官，掌管各地史。籍，各诸侯也设立史官，记事、．记言、记人。

北宋以后，·史志逐渐完善，’各朝代均设有史官。至明清两代；特别是清朝，修

志编史达到了兴盛时期：据有记载的统计，我国现存各朝代的志书近万余种，

十余万卷j是中国文献宝库中的■颗瑰丽明珠。．
‘。

方志学是社会科学的二一个学科。修志编史，既可达到存史、资政的作用、，

又是一城一域各个历史阶段的百科全书。 ’：， ‘．⋯“

，哉们党越÷向重视这一传统的继承。早在1 941年党中央就号召搜集方志

加以研究，还倡议修纂名人列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

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提出过编纂新方志的问题。．1 956年国务院科学

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并在制订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提

出了编修地方志的任务。‘1 958年又制订了《新修方志体例草案》，并在中央宣

传部的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国家档案馆组成了中国地方志

小组，具体领导全国编修地方志的工作。但是，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

忧破坏而中断。在拨乱反正!百废俱兴以后，1 980年党中央第1 6号文件又

再次号召全国编志修史，并先后成立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

硕成果，1 986年全国逐渐形成了。盛世修志”的热潮。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对修

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近年来也十分重视修志工

作，江总书记指示说：。编纂新方志，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

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

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 ·



· 2 · 一胶厂志

《一胶厂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和要求下，在河北省保定市的具体领导

下，于1 986年开始了编修新方志工作。在工作中我们按照中央的号召和上级

指示，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始组织编修了《一胶厂志》第一

卷。 ：，．

为了展示第一胶片厂自建厂以来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一

胶厂志》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南，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翔实准确的原则，力求全

面系统地反映出第一胶片厂三十年来各个方面的成就，写出厂的志气、厂的发

展、厂的水平、厂的贡献，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起到存史、

资政的作用。’

现在出版的《一胶厂志》第一卷的上限为1 95．6年，下限为1 986年，有．

些重要问题，上限延伸到1 953年，下限延伸到1 988年。全书共有1 1篇、

63章，篇前有概述、大事记，篇后有附录，全书共40万字。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编好一胶厂志，1 986年成立了厂志编纂领导小组，

并聘请历任已离职的厂级领导为厂志编纂顾问。1 987年市政府任命厂志主

编，1 989年组成厂志审定委员会。《一胶厂志》第一稿的总纂于1 989年初完

成，经征集全厂各部门的意见后1 989年底完成了第二稿的总纂，经印制成

册，，1 990年再次发给全厂各单位和审定委员会各委员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

和审定过程中，厂志编纂顾问很关心厂志的编纂，提供了一些重要材料，提出

不少指导性的意见，全厂各单位都能及时认真地反馈对审定稿的意见，致使

《一胶厂志》得以按时完成总纂并印刷成书。在此，我们对参与《一胶厂志》

著述性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一胶厂志》真实地记述了一胶的发展和现状，它的出版，给_．胶提供了

一部历史性的文献和工具书，有益现在，有益后代。但是，由于编纂厂志是一

项新的工作，缺乏编纂经验，：水平有限，且时间短促，遗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批评指正，以便为今后编纂年鉴和若干年后编纂

《一胶厂志》第二卷引为借鉴。‘

编 者一

1 990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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