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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国地方志历史悠久，长

盛不衰。工厂志是地方志中的一朵鲜花。厂志将是通过对以往事实

的记载，展现规律，为我所用，发挥。鉴古知今”的借鉴作用，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借鉴作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

文职建设服务。 ．

根据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和地方志工作会议的精神，为了总

结经验，扬长避短。在厂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始编纂青岛钢丝绳

厂厂志。从1982年104开始进行厂志资料的收集，1通过翻阅历年档

案资料，。邀请本厂元老干部、元老工人座谈会，走访有关人员等渠

道汇集原始资料，然后研究，去粗存精进行整理，分章编写，于

1983年完成1958一一1981年部分．后因上级要求断限在1985年，并

对厂志内容编排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厂决定根据上级要求编排章

目，延续断限，重新修志，为了加强志书的编写。于1987年4月14

日成立了厂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进行工作，经过半年的时

间，‘于1987年8月完成第一稿，共9篇42章137节。

在资料的征集过程中，承蒙各部门领导，职工大力支持，特别

是元老干部、元老工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为厂志编写作出了

贡献。使厂志得以完整的重要因素。在此深表谢意。

在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群



前言

众路线的方法，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统一．本着

“详近略远”的精神，力求准确，起到现实教益作用。

编写厂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在资料的收集上未能

达到尽全尽美，编写入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能力所限，纵观建厂27

年来的峄嵘岁月恐有遗漏之处，错误与不妥之地在所难免，恳请各

位领导及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厂志编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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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现 状

青岛钢丝绳厂，位于青岛市沧口区娄山后安顺路10号。在青岛

市区的北端，与刘家宋戈、庄毗邻，她的北面有青岛电站阀门厂；西

面是青岛耐火材料厂、青岛皮毛厂；南面有青岛红旗化工厂；东边

约半公里处，是胶济铁路的娄山火车站，隔站-9青岛钢厂相望。

．．济青公路支线从厂门前通过，路东侧是占地约300亩的娄．山车

站货场，东北面约四公里处为青岛流亭飞机场所在地，交通很方

便。厂址距市中心约二十五公里，属娄山后工业区j由青岛市管

辖。
‘

，

青岛钢丝绳厂始建于1958年。自创建以来，在各级党组织的正

确领导下∥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发扬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顽强拚博，锐意进取，以不到

长城非好汉的战斗姿态，为祖国金属制品工业的振兴和发展，写出

’了一部值得讴歌的创业史。 ·，

：

’。‘二十七年来，(1958—1985)职工队伍，从280人发展到l，501人；

工业总产值从286万元，发展到2，719·9万元；翻了3．4番；-年产量

从1，173吨，增加到16，500吨，是建厂初期的14：1倍：全员劳动生产率

从5，149元从，提高到18，453元从，生产效率平均提高3．58倍；_年
创利税，从43万元发展到942。8万元，平均每年以12·1％的速度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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