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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平火柴厂二十年记略

郑亨升高均郑豆健

甫平国营火柴厂的前身一一甫平私营建生合

片厂于 1946年农历 8月建厂， 1952年5 月公私合

营， 1059年转为地方国营。是生产自用安全火柴的

轻工企业。现有固定职工442人，站时合同工124

人。固定资产252万元。年生产能力 30万件。合

营以来， 00 家技资 115万元，企业上交利税超1千

万元。

抗战胜利后雪山45年9月，福州建华广老板林

弥任(长乐人)结束其在涌溪、光泽等地分广的

生产，将自寇侵占福州时迁到甫平的总厂，以及

涌溪、光泽等地分厂的所有机器和300余工人，全

部迁回福州湖头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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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原建华火柴厂的划路工人李耀金

(浙江人〉出青年军复员，回厂要求工作。林弥

组建议李，手且用部分扎在和在寺平的\E1厂房，在

南平自行组织生产火柴半皮品一一合琦，卖给建

华厂。每月 750万套，余下自售 o 李得到百裁印

务局老极黄百城资助，与林弥铝签订了合约。并邀

建华厂技工姚松盛(新江人)合肢。但建华厂划

路?平傅俞桂生(新江人)得悉此情后，力促在南

平臣民党军裁库任库员的兄长命奇生插手，出面

向林租借。俞奇生趁军我库调往台湾路过福州之

便，经浙江同乡葫学步?介绍与林弥 E商谈。经协

窝，双方同意以合片产量的十分之一为程金，租

借合片设备两套(即旋片机两台，划路机离台，

手切刀一台，十二匹马力木:安机一台) ，甫平西

门处(南平第一年刷厂现址)的单层，\E1厂房两

座。产品全部卖给建华火柴厂。

俞奇生兄弟国甫平后，送李耀金、姚松盛及

创片瘁 j尊洪子良入股。同意他们出"干股" (即

技术入肢，不需资金) 0 接着命奇生变卖了首饰

一一黄金二两作为资金。雇佣40余名工人，办起

了"甫平建生合片厂"O 于 1946年农历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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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

开工始，资金不足。合片价格又受建华厂的

节制，利润微薄。生产维持盯住。食奇生便遂颜

学卿投资入股。以颜的资金购一台八匹马力的木

炭机及一些合片生产设备。开了三部创车，月生

产合片800万套。销路也打吹了建华厂独家包搅，

开始部分销往外地，得到较丰厚的利润 B 终因价

格问题，与建华厂终止了合约。以较好的份格与

福州建大商行建立特约包销 Q 从而站稳了脚躁。

搓着生产发展，利润不断首长，厂内两个主

要股东一一颜学刑、食奇生矛盾加居110 因为颜学

周投资占大部分，掌搓了经济实权，担任经理，

俞奇生虽屈居其下，但主要技工俱是其亲友口在

生产技术与人事 L 俞奇生颜占优势。两人都想

独揽建生厂。颜以实掌经济权，对俞施加压力 z

俞则倚技术力量，步步进逗。双方各不忍让，愈

演愈烈。到47年 9 月，颜学用因斗不过俞，终于

退出了建生厂，挡回了股金。俞奇生发不出工

资，只好叫工人回家休，患。建生厂暂时被迫停

产 c

嗣后，俞奇生邀昔吕同事乡军裁军肖岸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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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涓等人参加投资。筹得黄金20两为资金，恢复

了生产。因为销路千良好，告?片机增至5台，月产合

片 1200万套，工人增至70余人。

由于肖库员等股东均在台湾，只有陈涓从

业。但无法过问生产经营，以"干股"入肢的

李、姚、洪等股东，既未得分文红利，也未见过

舍奇生的账窑，建生厂实为食奇生所猿占。

1948年初，颜学卿在甫平创办"东南合片

广捍事与建生厂竞争e 以高工资挖建生厂"墙

脚n o 但建生厂技工多为食奇生的亲友，不为高

薪所动，东南厂终因技术力量薄弱，合片质量

差F 销路无着F 不得不停产，不久便并入"建生

厂" 。颜学卿再度成为建生厂的股东。建生厂也

就发展为近吉名工人的小厂。

由于通货影胀， 1947年下半年，片价下跌，

福到建夫商行无利可圈，至年底合同期满，即废

约。 48年初，建生厂产品完全自销。以其优质合

片量除销往福州外，还远错'至台湾、马来豆、新

加坡。但因经营方法不善，作风不王，买空卖

空，及俞奇生个人占用大量资金，企业又频 1I吉攻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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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在福州并设稽华舍片
厂。 1948年8月 p 大中华代表、福华广负责人豫惠

杰来甫平调查采购木材时，与食奇生结识。舍得

悉福华厂囱木材供应问题，使合片生产不能满足
上海大中华火柴生产需要。俞奇生正走技无路，

立即将建生厂盘给福华厂。议定主要职员由福华

厂派任，并拨给流动资金，合片全归大中华。啻

奇生受任厂长，月薪 10()元，另按全厂生产，管理

费用总额提取10场红利 o 10月，建生厂成为上海

大中华火柴公司生产合片的分厂。公司代表是陈

忠杰。

1949年 5月 14 自南平解放。

解放初，土匪活动猖獗，农村伐木业几乎停

顿。原木f共直不足步建生厂合片生产处于半停工

状态 o

49年7月，厂工会筹备会在甫平县第一区区长

陈郭锁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 o 崔家贤电张云鹅电

周梦武、蒋富奎等工友当选为委员 o 建生广工人

有了自己的组织。

生产不景气?资方无利可图，为了减轻失

担，决定大提解雇工人。 9月间，陈忠杰从福州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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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千美表祝诵先，企 rn遣散全体工人。祝涌先向工

人宣布了:陈忠杰的"四作一" (即四元工资只发

-元)发放安置费的苛刻办法。工人当即大哗。

祝诵先蛮横说..不要就算! "工人们十分愤

怒。工会即组织工友与资方进行斗争，提出"坚

决不要解雇费，尽速恢复生产 D N 工人的正当要

求，总代表陈忠杰不予理睬，俞奇生有着自己的

打算，他假装好意，出百进行劳资协商。提出工

人暂行疏散，取消"四作一"，发给三个月工

资。鉴于海路封锁，陆路交通不便9 产品无法运

往上海。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同意工人短

期疏散。资方又以无现金为借口，以合片作价抵

作工资，当工人离厂后 p 俞奇生企图将机器卖掉。

工人们察觉后，在工会领导下，开展护厂斗争。

在区委、县府的支持下乡斗争取得了胜利 o 十月

份，陈忠杰来到甫平，工人恢复了合片生产 o 并

在解放军的帮助下，用军运卡车萄将合片运往上

海，使工厂维持了生产 D

但是海运不通，陆路运输成本极高，资方无

利可得。欠发了工人数月的工资，生产一直勉强

维持到目年3月间 o 陈忠杰意欲停工，为自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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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半夜命结取道建睬，准备选自福州 Q 在建

E瓦房村 U 常运为土匪捞作人质，索才开取保。这对

厂内产品难以运出，资金已尽。大中华厂置之不

理，终无法维持生产。为了维持工友生活，工会

一方百组织护厂，保护设备:一方面组织工人参

加修建马路，进行自敦。

上海大中华于1950年 5月终止了与建生厂的

特纺关系 c

陈忠杰不久逃离重案，至j达福州 D 对建生厂

劳资、生产等一概不管。此时南平县总工会成

立。工会主席宋文正，区长陈郭锁十分关心建生

厂工人，给以直接支持。经南平县人民政府、福

州市人民政府干颈下雪陈忠杰于5月底返挨南

平。

陈忠杰吕南平后，提出建生厂要生产，就要

自己生产火柴，并要求自上海购买火柴生产设备

和蒋清技术人员 o

1950年 6月，在政府支持下，宋文正、陈郭锁

的努力下，经过劳资协离，决定由颜学 j~r 出面，

重旨是合投末，计'七月支。颜学刑三千元，翁文清

一千元，陈忠杰三千元，李财板一千元，赵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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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曹先，陈舜乐五百元，俞奇生以原'有设备耕份

投资一千元。自陈忠杰去上海购排板就-舍，卸

模事t.-. 台:聘吕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退休技婷赵

汝俊。

50年7月，建生合片厂改组为"建中火柴

厂"。颜学卿担任经理。生产合片、梗枝、火

柴、以合片、梗枝生产为主。火柴注册商标为

"飞马牌"，年生产火柴能力不足五千件〈每件

为一千小合) 0 

"飞马牌"火柴质量很差，产品销不出，造

成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积欠工人工资三个多

月 o 百股东们又不愿增加投资。到51年 11月，生

产已无法维持。经理颜学卿多次求助政府，请求

政府合营。为了贯彻扶植发展生产的政策，甫平

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 12月 18 E 同意建中厂的请

求~ i反出雷文初为代表，筹备成立 a公私合营甫

平火柴厂"，进行合营前的准备。

经公私f在裔，合营的甫平火柴厂由公殷商放

〈即甫平专署一股、甫平县政府一波) ，私股一

般组成。每股投资旧币一亿五千万元〈即现人民

币-万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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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1951年 11月至52年2月进行了"清产

核资"o 由于缺乏经验，核资机构不健全，未发

动群众。只由公方代表一人，资方代表二人，工

会代表一人经成核资小组。单凭资方自报，估价

偏离。把实际只有二亿五千四百余万元的资产估

为三亿五千七百余万元。甫平专署未予批复a

1952年5月 8 目，建中厂经理颜学掰以提告形

式，正式向南平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将"南平

建中火柴厂"改为"公私合营甫平火柴厂"。5月

10 日，甫平县人员政蔚批复~，同意变更手

续。 n 建中火柴厂，正式转为 a公私合营甫平火

柴厂" o 成为南平地区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甫

平专员公署也于52年 12 日 20 E 予以批准。

合营后，政府对资方是尊重、信任的。县、

地两级均做到放手使用?有职有权。

合营初期，甫平专署，南平县人民政府两

公股单位，忙于 u土改"及"三反"工作。派往

甫平火柴厂的干部，满目参加运动。资方趁公方

干部离开之机，从公殷投资的三亿元资金中拉走

二亿一千万元。企业生产资金被抽走，原材料供

应脱节，生产进入停顿。经营不善整产品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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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劣 5 因雨成品压库。除积欠银行债款六千万元

外。还欠工人工资近三令月，在三个月中，工人

每月只发生活费十万元〈即现市十元) 0 为此，

经理颜学牌多次辞职。但政府均未同意 o "三

反"运动一结束，政府NP 改派和肥泽为公方代

表。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不久，并在县工会

工作组配合下进行民主改革。

9月，在专署核资委的搓导下，企业进行了第

二次清资核查。这次核查工作，深入群众，重新

组织了清估核资委员会9 委员会由群众大会选出

代表十一人(即公方代表一人步资方代表一人，

工人代表九人〉组成。代表们作了大量调查，坚

持"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资方资产

重新估价，核实资产实际为二亿五千四百余万

7G o 

搞清了资方的实际资产，再减去资方已拮走

的资金二亿一千万元，资方实际投资股金只有四

千四百余万元。据合营协议，每股一亿五千万

元。为此公股要求资方补足股金。资方对强调外

债来还，无法补足。而且还多次要求全部退出技

金。此时，资方实际技资资金还不足子公在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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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的 13 伪 o 为此股权一直难以确定。

53年 2月 p 公股在股东会上提出三条建议 c

1 在股补足一亿五千万元 2 以现有资金投资计

算殷份 3 私段若坚持退股，可正式向上级政府

提出申请。资方遂自省财委提出申请退肢。省财

委不予挝准。资方乃以现有资金作为股金技资。

股权终以公私股比例占有。髓着生产的需要，公

股投资不断增加，到 1953年底，公没已占 94.46骂

雨私没仅占 5.54佑。上级仍要任陈忠杰为重才厂长

兼生技股长，颜学卿为副厂长兼供销股长。

53年 1 月，党组织在甫平火柴厂发展了党员六

名 p 建立了党小组(与电厂、石灰厂合组一支

部) 0 1954年 9月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南平火

柴厂支部委员会"，发是党员 27人。占职工总攻

的 13.43骂。企业的坚强核心形成，职工的恶想教

育得到加强。

运过忠想教育，老工程师赵汝俊将保密50年

的火柴配方公开了，还进行了?辛茹箱的技术革

新，提高了药末的密度，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

技工钱松盛进行多项技术革新乡如改进了切捷毛rL

压板，提高了生产率20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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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提高产品质量 9 加强了技术管理。在

总结操作方法的基础上，制定技术操作规程;开

展学技术、用技术活动，以制度保证每星期一上

技术课一小时。逐步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企业

还推广了李华理片操作法、延边火柴先进装合

法、测定药浆比重、赤磷如细等先进经验。

为了进一步增强职工主人翁思想，企业建立

了民主检查制度量通过拉评和自我批评，端正了

领导作风，改善、密切了干群关系 o 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各种生产管理制度。

在财务管理上， 52年下半年建立了原材料领、

发、送制度， 53年春企业开始编制计划，实施计

划管理，建立了车闰原始记录。

到 1954年， "双塔牌"甫平火柴，已成为闽

西、北市场的名优产品。时职工为 140人，年产量

为一万二千件。

1955年 9 全国财政统一，公股全归甫平专

署，统一归口管理。颜学卿仍任副厂长，还专职

担任甫平县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o 企业在劳务

管理上，推行了苏联的怅务制度凭单日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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