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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 当翮 舌

山西省临汾纺织厂筹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1958年)，是根据国

家振兴民族工业的号召应运而生的。由于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企业曾

一度下马、缓建、续建，直至1970年方才建成投产。经历了38年的生产经

营，最终因政策、资金、市场、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企业于2008年12月

被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 、

五十春秋，四十余载，弹指一挥间。一万五千多个日日夜夜，万余名勇

于拼搏奉献的干部职工，昼夜兼程，周，而复始，把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在

计划经济时期，打造为临汾地区最大的国有企业、“三纺一纸”的龙头老

大、地区的财政支柱。市场经济时期，纺织行业跌宕起伏，坎坷不断，国有

纺织企业经历了从未有的艰辛与磨难，但不屈不挠的临纺人，敢于迎难而

上，围绕着“自强自立、严细务实、团结奉献、争效创先"的经营理念，提升

企业文化底蕴，着力铸造企业诚信之魂，通过不懈的努力，企业升格为国家

大型二类企业。建厂五十年，上交利税相当于建厂投资的十余倍，为国家

和地方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期间，涌现出多名国家、省市

级劳动模范和操作能手，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光辉业绩永载史册。

“月有阴晴圆缺”。随着国家纺织行业退出国有序列产业政策的调整

和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临纺由于负债过高资金链断裂等诸多因素，

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涤荡，难避停产、破产的厄运。实施政策性破产

是党和政府对企业的关怀，是对职工利益最大的维护，是临纺职工最佳和

无奈的选择。在整个破产过程中，临纺职工识大体、顾大局，充分体现了工

人阶级舍小家、顾大家的高贵品质。相信临纺职工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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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选择好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各行各业再立新功，体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临纺破产管理人为真实全面准确

地反映临纺的发展历史，为临纺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留下可供历史和后

人了解临纺的宝贵资料，在破产期间，抽调和组织专门人员，历时一载有

余，完成了临纺厂志的编纂工作。临纺厂志共分八篇，三十五章，七十节，

再现了临纺的兴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编纂过程中，临纺党委、临纺工会、临纺托管处给予了大力支持，老

领导、老工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特表深深的感谢。编纂人员

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借鉴了兄弟厂家编写的形式和内容，七易其稿，相

信读后一定会大受裨益。但由于水平有限，其中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和错

误，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和指正，以便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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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 述

第一章地理环境

山西省临汾纺织厂(以下简称临纺)位于山西省临汾市东郊，距市区

约4公里，距太原市274公里，距候(马)月(山)铁路起点的候马市60公

里。南同蒲铁路由北向南从市区通过。汾河流经市区西边，厂区北有2．5

公里铁路专用线与临汾车站相贯通。南距临(汾)浮(山)公路约2公里，

交通极为便利。

厂区南为生活区，西边农田1．5公里处与电子设备厂、造纸厂接壤，东

和北与尧都区段店乡西王村相邻。

临纺厂区南北长1010米，东西宽790米，整个厂区占地面积34．5万

平方米，合517．5亩，其中生产区占地为17。8万平方米，生活区占地16．7

万平方米。

临纺位于东经111032 7、北纬3605 7，厂区地形平坦，自然坡度为2％一
4％0之间。厂区工程地质分类为Ⅱ级湿陷性黄土，地震基本烈度为8级。

临纺地处临汾盆地中部，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12．2。C。

年平均降雨量：516．8mm。

年最大降雨量：799．9mm。

最大积雪厚度：13mm。

最大冻土深度：一0．62ram。

年平均相对湿度：62％。

年平均风速：2．3m／秒。

一1一



主导风向：东北、西南。

最大风速：24m／秒。

年静风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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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名称沿革及设计规模

1958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临纺名称为“山西省晋南专区地方国营

临汾纺织厂"。

1959年，接省轻工厅(59)轻基代字第122号公函《转发临汾纺织厂任

务书》，并经省计委(59)计基田字32号文批准，临纺设计能力为62400枚

纱锭、10640枚线锭、2024台织布机。总投资控制在1500万元，当年投资

为950万元。生产棉纱、棉平布、哔叽、华达呢系列织物，要求在1960年上

半年纺纱部分投产，年底全部投入生产。本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呈下滑趋

势。6月份，根据中央提出的“急中有急、稳中有重和全国一盘棋”指示精

神，确定临纺为缓建单位，并控制投资规模在40万元。

1960年上半年，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在原设计规模不变的前提

下，省轻工厅基建计划会议确定了临纺为上马单位。当年投资计划在864
．_一．一

力兀o

1961年，国民经济遇到更大困难，根据晋南专署5月份工业书记会议

“紧缩建设战线、压缩人员"的精神及省计委、轻工厅(60)计基程字第185

号文和轻针字(60)第450号文联合通知，“将临纺改为临汾针织厂，年处

理棉纱能力为3000件，原有的设计规模全部作废。"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复苏，临纺续建工作也随即加快了步

伐。临纺向省轻工厅递交了《关于续建准备工作增加技术人员编制的报

告》[(64)临纺6号文]。

1965年，按省厅(65)轻化劳字第77号《通知》，临纺更名为“临汾纺

织印染厂"。5月份，中纺部、省轻工厅赴厂落实续建条件，在介休召开了

“关于山西省纺织企业续建和新建会议”。会上，对临纺续建问题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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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并迅速报国家计委，于8月31日正式通过。此时临纺的设计规模

为：纱锭53440枚、织机1924台，总投资为1850万元，占地34万平方米，

全部由山西省轻工业厅设计院担任设计。12月13日，晋南专区工业企业

综合公司下达了《关于临汾纺织印染厂建立筹建机构的通知》[(65)专工

企人字第625号]。，

1980年10月8日，经临汾地区行政公署研究同意，从即日起启用“山

西省临汾纺织厂"印章，原有“印染”字样的旧章同时作废。此时，企业更

名为“山西省临汾纺织厂"。

1997年12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模式，企业

进行改制，成立并更名为“山西临汾博大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98年1 1月，博大公司停止运营，企业名称又恢复为“山西省临汾纺

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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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筹建时期

第一节 筹建期机构设置

临纺是在1958年开始筹建的。

1958年12月，根据山西省轻工厅棉纺织工业建设项目安排及晋南地

区专员公署轻化公司的指示，组建并成立了“山西省晋南专区地方国营临

汾纺织厂筹备处”。筹备处由左五福任副主任并兼任支部副书记，办公地

点设在租借的西王村三间民房内。翌年4月，李盈仓副主任到任工作。此

时，筹备处干部19人(正式干部18人、实习生1人)、技术员2人(布场1

人、锅炉1人)、技术员实习生(待任命)4人、学徒工25人。随着人员的不

断增多和工作的开展，成立了临时机构，有筹备处办公室、人劳组、基建组、

财务计划组、采购保管组、技术组、总务组，筹建工作逐步进入正规。

第二节厂址选择

临纺选址工作自1958年9月开始，在山西省委和晋南地委的直接领

导下，由山西省轻工业厅、省计委、省建委、山西省勘探公司及临纺筹备处

配合进行，初步考虑在临汾城东4公里处建纺织厂一座。经过反复论证，’二

较，认为确定的位置比较合理。当时，临汾城东初步规划为工业区，南有钢

铁厂，西有造纸厂。从地域资料各方面调查表明，在此建纺织厂，不受风、

雨、冰、冻影响。北部西王村沟壑利于三废排放。供水、供电与自来水公

司、供电部门联系，得到了妥善解决。厂址地处晋南产棉区，原棉供应充

足，运输路途短，生产成本低。又靠近城市，各种协作工作也极为方便，可

以大大减少生活福利方面投资。综合以上方方面面技术、交通和经济的因

素，临纺选址合理。

厂址确定后，山西省轻工业厅设计院组织人员对厂址进行地形测量，

并完成了初步的平面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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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建设与发展

(1958年12月_2007年4月)

第一节初建时期(1958--1964年)

1958年12月24日，临纺筹备处成立。筹备处副主任为左五福；1959

年4月，李盈仓副主任到位并主持工作。当时党组织建制定为支部委员

会，由左五福担任支部副书记。1960--1961年8月，苏裕民任支部书记。

1959年，纺织部以(59)纺计筹字第2082号文正式批准临纺筹建。经

过三个月的调查，对地域、地质进行勘探，查清了气象资料和地质结构情

况，划定了厂址具体方位和界限，完成了主厂房、仓库和生活设施的主要图

纸设计、用料预算以及铁路专用线和水、电、暖全部设计资料。

筹备处初期办公地点设在厂址东边西王村，租用三间民房，配有2辆

马车和4匹马、3头骡子作为交通工具。筹备处由办公室、人劳组、基建

组、财务计划组、采购保管组、技术组和总务组7个组室共30人组成。

筹建．刃期，人员少、材料奇缺、运输困难。筹备处建立了砖瓦生产场，

包括4个烧砖窑、3孔住宅窑和1套土法制砖工具。从8月份起，生产青

红砖45万块；开辟了沙场，取沙9000立方米，用于本厂基本建设。经过半

年时间建设，新建集体宿舍50间，建筑面积795平方米；家属宿舍1 17间，

计2394平方米；其他建筑48平方米，尚在施工的家属宿舍117间。同时，

通过义务劳动，修建了临时职工食堂和仓库，挖了3眼水井，安装解放式水

车1辆，柴油机2台，土法提水设备1套，解决了职工生活饮水和吃饭难

题。此时，本厂职工人数也由当初30人增加至312人(干部62入，工人

250人)。办公地点也由租用的民房搬至厂生活区新建的平房内。并根据

工作需要，成立了办公室、人劳组、财务组、总务组、技术组、采运组、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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