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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第八O五疑镱
(1 9 53÷l 9 85)

第一卷

国营第八O五厂史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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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第八O五厂志
(1953—19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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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创业历程 继续开拓奋进

(代序)

19 88年新春到来之际，《八。五厂志))(第一卷)正式出版了。
《八。五厂志》 (第一卷)，详尽地记述了自19 53年建厂至

1985年底32年间，工厂各级组织和广大职工，在党的路线指引下，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扎根西北高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的光辉业绩。它的出版问世，是八O五

厂两个文明建设取得的又一成果，也是全体职工生活中的一件大喜
事。

八。五厂，位于祖国西北高原上的新兴工业城一甘肃省白银市
区东南。她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也是

我国兵器工业火炸药行业的大型骨干企业之一。从1953年勘察厂址、
1964年第一条生产线建成投产至今，经过了30多年的历程。如今的

八。五厂，拥有正式职工6000余人，固定资产1．9亿元，产品品种

和产量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投产以来，工厂年年完成、

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累计生产出28个品种、77万吨高能优质炸药；

总产值达N18．8亿元，创造利税2．3亿元；炸药综合生产能力约占

全国军品炸药生产能力的50％，军品炸药品种的60％为全国独家所
有。不仅为兵器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我国核工业和航

天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工厂的部分产品还打入了国际市

场，远销亚、非、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为国家赢得了声誉，创
造了外汇。与此同时，工厂还发挥工艺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

优势，积极支援兄弟企业的建设，支援地方工业、农业生产，促进
了国民经济的发展o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新形势下，

工厂认真贯彻“保军转民"的方针，坚持走“军民结合，以民养军∥

的道路，企业进行转轨变型，民品开发初见成效。支柱民品，年产
2000吨的聚氨酯泡沫塑料生产线已经建成投产；年产2万吨的甲苯

二异氰酸酯(TDI)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全厂职工正在发扬艰苦

创业，严细勤奋，开拓进取，献身“银光"的精神，向更高的目标



迈进。。力争在本世纪末，不仅保持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还将使工

厂成为世界最大的泡沫塑料原料基地之一。

回顾所经过的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八O五厂的历史，是“银 一

光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30多年前，当第一批创业者踏上大西北这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时，这里遍地是黄沙，草木稀疏，人迹罕止，气候条件十分恶劣，

满目荒凉景象。这些有志于献身国防工业建设的优秀儿女们，在困

难面前不畏缩，不动摇。他们住帐篷，啃干粮，不惧风雪严寒，不

怕苦和累，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厂址选择和建厂筹备工作。
工厂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后，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发扬

自我牺牲精神，忘我劳动，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建设工地上，保质保

量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建设项目。1964年第一条生产线建成投产后，

工厂进入了一个边生产边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时期。在全厂职

工的共同努力下，生产规模由原设计的2条生产线发展到7条，产

品品种由原来的3种增加到28种。工厂的环境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十里厂区绿树成荫，花草繁茂，赢得了“塞上小江南"的美称。

“银光人"用辛勤劳动的汗水，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现代

化的军工企业。

八O五厂职工队伍是一支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的队伍。来自祖

国四面八方，他们有的来自东北老厂，有的来自江南水乡，有的来

自西北高原；他们中有的是多年从事军工生产的“老军工"，有的

是刚刚脱下军装的战士，有的则是刚刚跨出校门的学生。大家怀着

献身国防建设的美好愿望，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这里，他们热

爱八O五，扎根八O五，建设八O五，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和青

春年华，无私地奉献在这里。
八O五的职工队伍，是一支思想觉悟高、作风好、技术硬的队

伍。他们既有远大理想，又有严细认真、科学求实的精神。他们热

爱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在生

产过程中，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严格遵守工艺纪律，重视安全生产，

坚持质量第一。在多品种、大批量、连续化的炸药生产中，创造了

生产线上从未发生过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优异成绩。

八O五厂的职工队伍，富于创造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建厂

投产以来，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科技攻关，取得了一批批重要科技

成果。许多科研项目为国家填补了空白。在国民经济调整，计划任

务大幅度削减，企业面临亏损的情况下，工厂及时研究对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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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品开发，使企业的生产和建设继续向前发展。30多年的岁月过去

了，八。五厂第一代创业者大都两鬓斑白了，他们中有的人已离开
～ 工作岗位，有的已长眠地下。但是他们所创建的“银光精神”正在

发扬光大。八O五厂后来者们正踏着他们的足迹在前进，在进行第
二次创业和更顽强的拼搏。

八。五厂艰苦创业的历史，值得工厂的每一个同志为之自豪，

为之骄傲；也值得我们编史修志，昭示后人，使他们牢记前人创业

的艰难，不忘自己肩负的重任，为八O五厂的壮大发展贡献自己的
一 力量。

“以古为鉴知兴废，以人为鉴知得失"。编纂《八0五厂志》，
研究八O五厂艰苦创业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厂以来的经验教

训，这对于我们了解掌握八O五厂的过去和现状，预测工厂的未来，

科学地制定发展战略和方针目标，减少和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增
强自觉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编修厂志对于我们向全体

职工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勤俭创业，改革创新，
．一 开拓进取的传统教育，无疑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修好厂

志，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事业。

《八0五厂志》(第一卷)的编纂，是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的，

共分四个阶段进行。19 85年10月一19 86年1月为第一阶段，即筹备

阶段。1985年10月工厂根据兵器工业部和甘肃省国防科工办的指示

精神，开始筹备工作，派人前往兄弟单位学习修志经验。19 86年1

月正式组成厂志编纂委员会和厂志办公室，从机关处室和基层单位
抽调了21名具有较高思想理论水平，较高文化素养、熟悉生产建设

及有关业务技术的人员，参加专门修志工作。与此同时，还在39个

处室、分厂建立了基层修志领导小组。1986年2月一1986年9月为

第二阶段，既编写篇目、资料收集、整理、核实阶段。在这期间查

阅了浩繁的文书档案，走访调查了人数众多的当事人和知情人，搜

一 集整理了近400万字的历史资料o 19 86年10月一19 87年5月为第三

阶段，即正式撰写阶段。全厂先后有67人直接参加文稿撰写，后经

统一编纂于1987年5月写出第一稿。1987年6月至10月为第四阶段，
即修改、审定阶段。初稿经集体审议，全面修改，四易其稿，于

．1987年10月最后审查定稿。

广 《八0五厂志))(第一卷)的顺利出版，首先应当归功于各级

领导的关怀重视和全厂广大职工的热情支持。在修志过程中，甘肃

省国防科工办领导多次来厂检查指导；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的学者

1 2 J



专家也亲I临工厂，一边指导工作，一边向修志人员讲授专业知识；

工厂党政领导对修志也十分重视。党政主要领导经常过问了解修志
进展情况，研究解决修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的领导还直接参加

修志，亲自动手撰文写稿；广大职工特别是参加过八O五厂早期建

设的老工人、老干部十分关心修志工作，他们怀着对工厂的一往情

深，主动为修志做贡献。有的人献出了珍藏多年的日记、照片、文

献资料；有的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动手撰写回忆录，出现了许多感

人的情景。因此， 《八0五厂志》(第一卷)的出版，凝聚着全厂

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的心血，是全厂职工智慧的结晶。

其次， 《八O五厂志》(第一卷)的顺利出版，是与全体编纂

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在修志过程中，他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为准绳，发扬优良史德，

秉笔直书，对八O五厂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认真的分析，实事

求是地予以估价，恰如其分地作出结论，使厂志基本上达到了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的统一。两年多来，全体修志人员为修好

厂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八0五厂志)) (第一卷)，凝聚着他们

辛勤劳动的汗水。

两年多的修志过程，既是一次回顾创业历史的过程，又是对职

工进行传统教育的过程。修志两年，留给八O五厂的不仅仅是一部

志书。

当然，编纂厂志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工作。对于一个从未做过

这项工作，没有专门人才的企业来讲，所遇到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全体修志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疏漏和谬舛仍是在所难免的。

历史在不断延续，八O五厂在不断前进。今后我们还要为八O五修

编第二卷、第三卷厂志。相信有这次修志积累的宝贵经验，我们今
后的修志工作将会更上一层楼。

愿八O五厂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创造新的业绩。愿“银光精神’’

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侈翊参 朋耀武
19 8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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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兵工作⋯⋯⋯⋯⋯⋯⋯⋯⋯⋯⋯⋯⋯⋯：⋯⋯⋯⋯⋯⋯“(332)

第三节一人防工程⋯⋯⋯⋯⋯⋯⋯⋯⋯⋯⋯⋯⋯⋯⋯⋯⋯⋯⋯⋯⋯(3 33)

第六篇教育卫生
J’

第一章 教育机构与管理⋯⋯⋯⋯⋯⋯⋯⋯⋯⋯⋯⋯⋯⋯⋯⋯⋯⋯⋯(335)

第一节 教育机构⋯⋯⋯⋯⋯⋯⋯⋯⋯⋯⋯⋯⋯．．．⋯⋯⋯⋯⋯⋯(3 35)

r．第二节 教育管理⋯⋯⋯⋯⋯⋯⋯⋯⋯⋯⋯⋯⋯⋯⋯⋯⋯⋯⋯⋯(336)

第二章 职工教育⋯．．．⋯．．．．．．⋯⋯⋯⋯⋯，⋯⋯⋯⋯．．．⋯⋯⋯⋯⋯⋯(3 38)

第一节 职工高等教育⋯⋯⋯⋯⋯⋯⋯_⋯⋯⋯⋯⋯⋯⋯⋯⋯⋯(3 38)

t，第二节 职工基础教育⋯⋯⋯⋯⋯⋯⋯⋯⋯⋯⋯．．．⋯⋯⋯⋯⋯⋯(341)

第三章 普通教育⋯⋯⋯⋯⋯⋯⋯⋯⋯⋯⋯⋯⋯⋯⋯⋯⋯⋯⋯⋯⋯⋯(346)

第一节 子弟中学⋯⋯⋯⋯⋯⋯⋯⋯⋯⋯⋯⋯⋯⋯⋯⋯⋯⋯⋯⋯(346)

第二节 子弟小学⋯⋯⋯⋯⋯⋯一⋯⋯⋯⋯⋯⋯⋯⋯⋯⋯⋯⋯⋯(349)

第四章 医疗卫生⋯⋯⋯⋯⋯⋯⋯．．．⋯⋯⋯⋯⋯⋯⋯⋯⋯⋯⋯⋯⋯⋯(354)

-．第一节 职工医院⋯⋯⋯⋯⋯⋯⋯⋯⋯⋯⋯⋯⋯⋯⋯⋯⋯⋯⋯⋯⋯(354)

第二节 计划生育⋯⋯⋯⋯⋯⋯⋯⋯⋯⋯⋯⋯⋯⋯⋯⋯⋯⋯⋯⋯⋯(358)

第三节 爱国卫生委员会⋯⋯⋯⋯⋯⋯⋯⋯⋯⋯⋯⋯⋯⋯⋯⋯⋯⋯(359)
／

，

第七篇援外工作
‘一

第一章 援建罗马尼亚R 7009项目⋯．．．．．．．．，．．，一⋯．．．-．，．．．．．．．．，⋯⋯(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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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R7009项目的依据⋯⋯⋯⋯⋯⋯⋯⋯⋯⋯⋯⋯⋯⋯⋯⋯⋯(361)

第二节‘建设纲领与分工⋯⋯⋯⋯⋯⋯⋯⋯⋯⋯⋯⋯．．．⋯L⋯⋯⋯·(361)

第三节‘建设概况⋯“⋯⋯⋯⋯⋯⋯⋯⋯·：⋯⋯⋯⋯⋯⋯：⋯⋯⋯⋯·(362)

第二章‘‘援建巴基斯坦C P82 1项目⋯⋯⋯⋯⋯⋯⋯⋯⋯⋯⋯⋯⋯⋯(363)

第一节 C P821项目依据⋯⋯⋯⋯⋯⋯⋯⋯⋯⋯⋯⋯⋯⋯⋯⋯⋯(363)

、 第二节 建设纲领与技术指标⋯⋯⋯⋯⋯⋯⋯⋯⋯⋯⋯⋯：⋯⋯⋯··(363)

，一第三节 项目的组成与分工⋯⋯⋯⋯⋯⋯⋯⋯⋯⋯⋯⋯⋯⋯⋯⋯⋯(364)

-、 第四节 建设概况⋯⋯⋯⋯⋯⋯⋯⋯⋯⋯⋯⋯⋯⋯⋯⋯⋯⋯⋯⋯⋯(364)

第三章 援建埃及E 80l项目⋯⋯⋯⋯．．．⋯⋯⋯⋯⋯⋯⋯⋯一“⋯”⋯(366)

、 第一节 E 80 1项目的依据⋯⋯⋯⋯．．．⋯⋯⋯⋯⋯⋯⋯⋯⋯⋯⋯⋯(366)

第二节 E 801项目的概况⋯⋯⋯⋯⋯⋯⋯⋯⋯⋯⋯⋯⋯⋯⋯：⋯⋯(366)

．．第三节 生产纲领与分工⋯⋯⋯⋯⋯⋯⋯⋯⋯⋯⋯⋯⋯⋯⋯⋯⋯⋯(366)

第四节-E 801项目的建设过程⋯⋯⋯⋯⋯⋯⋯⋯⋯⋯⋯⋯⋯．⋯⋯(367)

第四章 援外物资管理⋯⋯··j⋯⋯”．．⋯⋯⋯⋯⋯⋯⋯⋯⋯⋯⋯⋯⋯··(368)

第一节 管理范围⋯⋯⋯⋯⋯⋯⋯⋯⋯⋯⋯⋯⋯⋯⋯⋯⋯⋯⋯⋯⋯(368)

第二节 援外物资的特点⋯“⋯⋯⋯⋯·⋯⋯⋯⋯⋯⋯⋯⋯⋯⋯⋯．．(368)

第三节 计划汇编⋯⋯⋯⋯⋯⋯⋯⋯⋯⋯⋯⋯⋯⋯⋯⋯⋯⋯⋯⋯⋯(369)

第四节 组织定货⋯⋯⋯⋯⋯⋯⋯⋯⋯⋯⋯⋯⋯⋯⋯⋯⋯⋯⋯⋯⋯(370)

第五节 催交物资⋯⋯⋯⋯⋯⋯⋯⋯⋯⋯⋯⋯⋯⋯⋯⋯南⋯⋯⋯⋯·(370)

第六节 援外仓储⋯⋯⋯“⋯⋯⋯⋯⋯⋯⋯⋯⋯⋯⋯⋯⋯⋯⋯⋯⋯·(371)

第五章 培训留学生⋯⋯⋯⋯⋯⋯⋯⋯⋯⋯⋯⋯⋯⋯_⋯⋯⋯．．．⋯⋯(372)
，．

·

’

√-．

第八篇生活福千IJ．_+

第一章 职工住宅⋯⋯⋯⋯⋯⋯⋯⋯⋯⋯⋯⋯⋯⋯⋯⋯⋯⋯⋯⋯⋯⋯(37 3)

第一节 职工住宅的建设⋯⋯⋯⋯⋯⋯⋯⋯⋯⋯⋯”⋯⋯⋯⋯⋯⋯·(373)

第二节 住宅的分配与管理⋯⋯⋯⋯⋯⋯⋯⋯⋯⋯⋯⋯⋯：⋯⋯⋯-·(374)

第三节 住宅的维修⋯⋯⋯⋯⋯⋯⋯⋯⋯⋯⋯⋯⋯⋯⋯⋯⋯⋯⋯⋯(377)

第四节 临时探亲宿舍的分配与管理⋯⋯⋯⋯⋯⋯⋯⋯⋯⋯⋯⋯⋯(377)

第二章 职工食堂⋯⋯⋯⋯⋯⋯⋯⋯．．．⋯⋯⋯⋯⋯⋯⋯⋯⋯⋯⋯⋯⋯(378)

第一节 食堂的建设⋯⋯⋯：⋯⋯⋯⋯⋯⋯⋯⋯⋯⋯⋯⋯⋯⋯⋯⋯··(378)

第二节 食堂的经营⋯⋯．．，⋯⋯⋯⋯⋯⋯⋯m⋯．．．．．．⋯．t．⋯⋯⋯⋯(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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