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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纺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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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拈嚷．
新兴的郑州纺织-I-业基地，位于伟大祖国的中原腹地。郑州是京

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处，交通便利，气候温和，周围盛产

棉花，是发展纺织工业十分理想的地方。

这个纺织工业基地，是五十年代国家投资建设起来的。经过

3．0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拥有133个纺织企业(包括区县纺织企业)，I，
7万余名职工，50万枚纱锭，1．5万台布机，l4条印染线，以棉纺织为

主，印染、色织、针织复制、毛纺织、麻纺织、丝织、纺织机械、纺织器材等

门类比较齐全的纺织工业体系。回顾过去，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

挫折和教训．为了今后的发展和振兴，了解郑州纺织工业发展的过去和

现状是必要的：有鉴于此，郑州市纺织公司，在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

会和省纺织工业厅的指导下，得到公司所属企业编志部门的热情帮助：’

经过一年的努力，编纂出版了《郑州市纺织志》。本志书遵循一切从

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调查研究，用文字‘

记载了郑州纺织工业发展的历程，总结了历史经验，分析了现实情况。

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郑州的纺织工业，从中找到一些带方向性，‘

规律性的东西，树立正确的发展纺织工业的战略思想，今后不走或少

走弯路；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和认识郑州纺织工业的特点和优势，激’
发大家热爱郑州纺织工业的思想感情，从而自觉地为发展郑州纺织工‘

业发奋工作，贡献力量。 ：．

整理大量资料，编纂《郑州市纺织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基础性
工作。希望《郑州市纺织志》的编印出版，‘能够引起同志们对调查研

究这一基础工作的重视，下功夫进一步弄清楚本部门、本单位的基本情

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把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落到实处，
为把我们郑州建成一个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纺织工业基地而奋斗!

，(序言作者是郑州市纺织公司经理)’



编辑说明

为了继承我国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兴

的郑州纺织工业基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根据郑

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要求，我们编纂出版了《郑州市纺织志》。

编写本志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比较系统地反映郑州纺织工

业的建设和发展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发展规律，为四个现代化

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尽量使之达

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达到资治、教育、存史的目的。

本志书上限始于1 9 I 1年，下限一般止于I 985年，个别部分稍有延

伸．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严谨、朴实、简明、通俗。本志

书分十四章、六十四节，共30万字，有图表1 02张。其中概述、行业、

管理、大事记四章是全书的重点。

本志书编纂方法，是分为拟定篇目、收集资料、编写志书三步进

行的。开始，按篇目要求，组织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各专业章节的资料

收集和编写，参加编写者50多人；在此基础上，编辑室再进行编纂工

作，从1 985年7月开始编写，至I986年7月完成初稿，1 0月定稿，历

时一年零三个月。本志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

果。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纺织志》

编纂委员会及所属各企业的热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编写专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

错误或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方面的同志批评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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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郑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兴的纺织工业基地。1985年有纺织工业企业133个(包

括区县纺织企业)，职2：7．5万人，棉纺纱锭50万枚，布机1．5万台，印染生产线14条。全市

纺织工业以槔纺织为主，印染、色织、针织复制、毛纺织、麻纺织、丝织、化纤、纺织机

械，纺织器材制造等门类比较齐全。 ·

3 o多年来，郑州纺织工业为不断满足人民衣着需要和祖国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共生

产棉纱182万吨，布100亿米，印染布29亿米。纺织产品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出口棉

纱19，002吨，出口棉布44，105万米，出口印染布10，935万米。1985年外贸产品收购总值1．39亿、

元，占全市的66．23％，占全省纺织工业的44．26％。仅“六五”计划期间，就刨外汇2亿美元。

建国以来，共创造财富166．3亿元，为国家积累资金48亿元。

1979年至1985年，全系统有5个产品荣获国家银质奖：即郑棉二厂生产的6 s纯槔起绒

纱、32s精梳弹力衫裤，郑棉三厂生产的20s×20S56∥大鹏棉平布、涤棉半线提花卡普呢和郑州

印染厂生产的纯棉花布。还有10个产品被评为纺织工业部优质产品，57个产品被评为省优质

产品．

1958年以来，全系统荣获各级科技奖243项，其中国家发明奖4项、国家技术进步奖2

项．全国科学大会奖5项、纺织工业部科技成果奖22项、省级科技成果奖49项、省纺织厅奖

95项，市级奖66项。

第一节 解放前的郑州纺织业

郑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三千五百年前，这里就是商王朝的都邑。商城遗址中

发掘出来的大量具有多种用途的陶、铜，骨、玉制的日用器物和各种类型的酒器及装饰品，

反映出商代已有较为发达的纺织、编织、酿酒等行业。

郑州地处中原，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附近的灵宝、陕螂，新乡等地盛产棉花，而且梅

质较优，纤维较长，是全国有名的产棉区。

郑州交通便利，位居东、西、南、北交通枢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积极发展

生产，开发贸易，国内沿海城市如上海，青岛、天津、济南等地，对棉花的需要很迫切。国

内外商人纷纷到郑州采购，然后运往沿海各大城市。

郑州的棉花商业区以饮马池(福寿街附近)为中心，有关棉花交易都在此成交。花行、仓

库、货栈主要集中在二马路、兴隆街、苑陵街西段、福寿街北段到西陈庄这一地区．每日从

早到晚，送棉花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大都是独轮手推车，人们川流不息，象赶庙会一样。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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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新乡远至陕西泾阳、河北邯郸等地的棉花都以郑州为集散地。到1923年，郑州市场上的

棉花交易量直线上升，l 928年达到顶峰，年成交量达30余万包(每包重250公斤)，交易额

3，000万元．

棉花业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整个郑州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棉花打包业。棉花外运，为了安全和运输方便必须将散棉轧成机包。因此，郑州棉花打

包厂应运而生。在1925年以前正兴街有一家德生人力打包厂。此后有豫中、大中、协和三家机

器打包厂。

豫中打包厂建于1925年，座落在西陈庄，田镜波任经理，资本为100万元。该厂有200匹

马力的打包机l台，每目可1丁400包。

大中打包厂建于1933年lo)I，厂址在福寿街，经理董芳岑，有资本30余万元，打包机为

8 0匹马力，每日可打30 0余包。

协和打包厂建于L934年2月，厂址在二道街，经理潘薇屏，资本20余万元，该厂确40匹

马力打包机1台，日夜打包200包。

1935年，因郑州棉花市场衰退，无利可图，大中、协和两家打包厂歇业西迁。

洗染业。在我市创立于清末，俗称染房，又称大红店。专漂染各种布匹，如粗布、条子

布．1911年有6家，全年洗染衣服及各色布料约6千余件，利润高达50％。1936年有染房16

家，资本567元，职工40人，1941年15家，资本2，800元，职工60人，1948年16家，资本

13，085元，职工115人，均属手工作坊。

麻绳业。1914年有恒祥公等8家，生产优质麻绳，主要供应打包及缝包使用。1923年至

1929年期间，由于棉业兴旺，需大量花包绳，麻绳业发展较快。当时有玉兴成等16家，年产量

达30余万斤，1936年有36家，资金16，000元，职工180人，1941年32家，资金12，000元，职

工90人，1948年42家，资金4，000元，职工1，i00人．

郑州近代纺织工业的诞生，是由于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

义国家集中人力、物力从事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倾销产品和原料掠夺，为中

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因此，我国纺织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全国纺织工

厂，由1911年的32家，1922年增加到76家，纱锭由83万枚，增加到327万枚。郑州市第一个

近代纺织工业企业一一郑州豫丰纱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办起来的。

郑州豫丰纱厂是中国经营棉纱业较早的民族资本家穆藕初刨办的。1920年5月建成投

产。厂址在郑县豆腐寨，占地96亩，从美国购进全套纺织设备。有纱锭56，448枚，布机234

台，有国产捻线机5，600锭。全厂有职工4，170入。日产10至32支的棉纱130包，生产粗斜纹

和平纹细布．1923年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又到我国倾销产品，“洋纱"，“洋布”充斥市场，

造成该厂产品销路不畅，亏损严重。为摆脱困境，当时任豫丰纱厂董事兼总经理的穆藕初曾

一度将工厂租给美商“慎昌洋行"。1934年由天津中国银行接管，厂名改为“豫丰和记纱

厂一，严庆祥任经理。1938年5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豫丰纱厂几遭轰炸，内迁重庆，

改名为“豫丰和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厂”(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改名为国营重庆第

一棉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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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纺织业除豫丰纱厂外，还有几家小织布厂。

博爱工厂，1927年在菜市街成立，冯连三任经理，资本700元，有7台脚踏织布机，有工

人17人，生产帆布、鞋面布、帆布床等。1930年迁至东大街，抗战时歇业，外迁他处。

振华帆布厂，于1938年在裴昌庙街开业，经理王兆卿，资金1，500元，有7台织布机，

工人15X，产品与博爱工厂同，1941年歇业。

帆合棉织厂，1946年在铭功路开业，经理王兆卿，资金l，200元，有7台人力织布机，工

人14A．，生产帆合条子布。

此外．还有一家从1921年起，仅在门口挂了一个织布厂牌子的小厂(布厂街因此而得

名)·
．

1946年后，还有10多个家庭织布厂，共有织布铁机24台l织毛巾厂2家，有毛巾机5部。

这些厂一般不雇用工人，产品自产自销，质量较差，但价格低廉，适合当时广大农民的需要。

至1948年解放前夕，棉织业包括织布、针织共97家，从业人员370人。

第二节 郑州解放初期的纺织业

1948年10月22只郑州解放。1949年，我军南下，需要加工大量的蚊帐布、药纱布、面袋

布等，且加工单位所付工缴费较多。因此，有些商店如金店、盐号、行商等，也纷纷转入棉

织业。由于人民政府大力扶持，银行及贸易公司贷款，供应原料，除原有工厂陆续复工外，

新开办6l家织布厂，9家织毛巾厂．至1949年6月，棉织业已发展到186户，其中织布、织

毛巾的125家，有工人535名，织布机167台、毛巾机47台、纺纱机2台、合线机2台，针织

业61家，有工人169名，织袜JdL89台，织背心机2台。贸易公司贷给棉织业的棉纱共80，677

市斤，棉织业共生产自细布、条子布l，700匹，纱布1，800匹，毛巾3，255打，袜子4，459打，

背心100打。1949年底，织布、针织已发展到300户，共有职：El，444人。

郑州棉织业在1951年支前任务完成后，转入正常生产，为国营百货公司加工条子布、格

子布等。此时，徐州庆祥、新生、鲁新，谦益等棉织户迁入郑州。后来，有几名绸布业、时

货皮毛商也投资建立了裕民等棉织厂。

1954年棉布列为计划物资，该业全部转向加工。据郑州市人民政府手工业管理局，1955

年8月21日对市棉织业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l 1954年棉织业有生产合作社4个(其中毛巾社

1个)，生产合作组2个，共有社、组员411人，其中直接生产人员$64人。有织布机161台(其

中用电机带动的织布机52台，人力织布木机109台)，电机带动的合线机8台等。年产布48，537

匹，毛巾、围巾31，460打。分散的棉织个体手工业j77户，从业人员61 7r人。其中织布的67|户，

3】9人，有布机142台，织毛巾的35户，99人，有毛巾机54台，打花线的57户，从业人员14。

人，有机子70台，织鞋带的8户，从业人负28人，有机子19台，织布袋的4户，从业人员17

人，有机予10台。这些个体手工业户共生产棉布27，413匹，毛巾26，944打、花绳90余万根。

以上总计，棉织业从业人员共l，028人1954年总产值达2，291，513元。1955年棉织社向联社发

展，1956年春，郑州棉织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如裕民，庆祥棉织厂及大同、联丰合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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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1个小厂并入郑州帆合棉织厂。其他棉织户也逐步向合作工厂或公私合营企业转化。

另外，1949年至1950年，从无锡、上海先后迁来了新毅、豫新、利民，信和四个纱厂，

共有纱锭13，OOO多枚。1961年11月，新毅纱厂奉命撤销，职工调到郑棉六厂和郑州棉毯厂，

设备调给开封及中原纱厂。信和纱厂子1955年初合并到开封纱厂．利民纱厂因无资金于1950

年7月停工。豫新纱厂中途停止内迁。

第三节 纺织工业基地的建设

解放后，党和国家为了尽快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改变纺织工业不台理的布局，把郑州

作为发展纺织工业的重点城市之一，从而使我市现代棉纺织行业迅速发展起来。

首先，在1949年n月动工兴建郑州纺织机械厂，1951年5月投入生产，当时叫河南省机

械厂，1953年正式划归纺织工业部领导，定名为“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生产多种纺织机

械，为纺织企业提供配套设备。1951年在豫丰纱厂原址，建成了拥有3万枚纱锭的郑州棉纺

织厂(现郑州第二棉纺织厂)。

接着，从1953年到1958年，在郑州西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在一片荒原上，连续

建成第一、三、四、五、六5个大中型棉纺织企业，它们象五姐妹一样一字排列在棉纺路的

北侧，锯齿形厂房连成一片。工厂区的对面是职工住宅区，几百幢宿舍大楼绵延数里。在工

厂的北边，有一条从陇海铁路引铺的专用线，把棉纺织厂与全国各地连接起来。5个厂总投

资1．76亿元，建筑面积70万平方米。i958年在棉纺织厂的西侧，国家又投资2，301万元，建

起了印染能力为11，OOO万米的大型郑州印染厂，解决部分棉布深加工问题。

为适应郑州纺织工业的发展，1958年在郑州印染厂的西边，国家投资2，500万元，建设规

模为70万枚纱锭配套所需要的部分纺织机械的河南省纺织机械厂和规模为年产梭子60万只、

纱管500万只的河南第一纺织器材厂。

同时，河南省纺织工业学校、河南省纺织技工学校、河南省纺织干部学校、郑州纺织机

电学校以及河南省纺织管理局医院(现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河南省工人文化宫等主要为

纺织工业配套或服务的机构、设施，也在棉纺织厂的对面相继建成。至此，在郑州西郊形成

了一个方圆600万平方米的纺织工业区，总面积比旧郑州市区还要大，被誉为“纺织城"。

1959年郑州市纺织工业总产值达到44，733万元，比1949年增长四百六十倍。成为全国重要的

纺织工业基地之一。

郑州纺织工业基地是广大人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一片沟壑荒岭上建立起来

的。解放初的郑州西郊，到处是乱坟土岗，风起黄沙滚，下雨满地泥，交通极不方便。1953

年各路建设大军陆续开往这里。主力军是河南省纺织建筑工程公司的建筑和安装队。建设

人员中还有参加过转战南北的老红军，地委书记、县长和许多农村干部。从上海、武汉、青

岛、江苏等地纺织战线调来大批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以支援内地建设为荣，从

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千里迢迢来到郑州。当时，没有房子住，搭席棚、睡地铺’吃饭没有桌

凳，蹲在地上就餐，条件比较艰苦。驻郑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以及部分学生，也从四面八方

· t ·



涌向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工地上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建筑工人日以继夜地工作，工程进展

很陕。 、

当时纺建公司的施工机械很少，只有6部汽车、2台搅拌机、2部吊车。但是，同志们

想尽办法加快工程进度，没有挖土机，他们用铁锹挖，镢头刨，缺少搅拌机，青年工人用铁

锨和灰，运输车辆不足，搬运公司上千辆架子车和上百辆汽马车昼夜不停，把几十万吨钢材、

水泥、木料等运往工地，保证了施工进度。

在施工中，首次使用混凝土预制构件技术。没有吊车，他们就用手摇绞车进行吊装，缩

短了工期，节约了大批资金。经过一段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建设5万枚纱锭，

1，500台布机的国棉一厂，从1953年5月1日破土动工，到1954年8月初开始试车，只用了一

年时间。接着，建设比一厂大一倍的国棉三厂，以同样的时间，只用了十分之一的人力，很

快就建成了。在建设国棉四厂、五厂、六厂时，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又有明显提高。短短的

五年时间，建成5座棉纺织厂，共有纱锭40万枚，布机1．5万台，相当于解放前河南省纺织工

业生产能力的二十倍。这些棉纺织厂当时一年生产的棉布可供一亿人口每人做一套衣服。这

样高质量、高速度的建设，在郑州市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六十年代以后，郑州纺织工业基地逐步向多门类发展，因地制宦地建起了毛、麻、丝、

针织复制、色织等各种类型的纺织工业企业，为增加花色品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生活需要做出了一定贡献。这期间，郑州市纺织工业的企业数虽基本上没有增加，但经过挖

潜、革新、改造，生产能力有了进一步发展。196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57，022万元，比1959年

增长27．5％，实现利润12，370万元，比1959年增长42．3％。

“文化大革命’’期间，郑州市纺织工业的生产秩序受到破坏，生产大幅度下降。1976年

工业总产值仅有37，003万元，比1966年降低35．1％，实现利润1，560万元，比1966年降低

87．4％。在此期间出现了亏损现象，1976年郑棉一厂亏损224万元，郑棉四厂亏损114万元，郑

棉五厂亏损113万元。

第四节 郑州纺织工业的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广大纺织职工，在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

字方针的指导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狠抓企业整顿和经济体制改革，纺织工业有了新

的发展。

1981年是纺织行业的“黄金时代"。全系统实现利润17，769万元，刨历史最好水平。从

1982年起由于市场变化、纺织产品调价、能源和原材料涨价，致使郑州纺织工业的经济效益

三年连续下降，1984年降到了“谷底’’，全系统实现利润4，7047／元，比1983年下降49％。

1985年是纺织工业在改革中开拓前进的一年。这一年，在改革中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经济

效益开始回升。工业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税利分别1|：1984年增长7．6％、34．88％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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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纺织工业30多年来，虽曾遭受过各种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其发展有过起伏，但在总

体上还保持了稳步发展的局面。“五五"计划期间，技术改造总投资21，075万元，增加产值

12，917万元，增加利润1，678．7万元。“六五”计划期问，技术改造投资20，218万元，增加

产值9，819万元，增加利润1，276．47万元，固定资产投资11，823万元，增加效益47，237万元，

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四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的棉纺织厂，一般都是44”窄幅布

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布机远远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因此，在1975年至1985年

这10年间，各厂对老机进行部分更新改造。到1985年底，56”．75”宽幅布机已发展到4，771台。

随之，产品也逐步升级换代。五十年代是以生产平纹布为主，六十年代以生产斜纹织物为主，

七十年代发展到涤棉，维棉化纤混纺布，八十年代高档化纤织物，成为打开市场销路的主要

产品。1985年涤棉混纺及纯化纤布占棉布总产量的36．56％。1982年郑棉二厂投资220万元，

引进东德经编机18台，到1985年发展到46台。全系统精梳机也有较大发展，1985年达到130台，

比1979年增加一点七倍。1985年末细纱新机，占细纱机总数的8．5 4％。因此，细高支纱的产

量迅速增加。1979年高支纱占棉纱总产量的23．6％，1985年提高到30％，比重增加6．4％，平

均纱号达到22．29号(26．158)。1981年郑棉五厂从日本引进气流纺1，600头。1984年郑棉六

厂投资600万元，新增国产气流纺2，800头。1985年全系统气流纺发展到4，400头，年生产纱

4，475．5吨，创产值1，841．1万元，创利润379万元，产僵利润率达29．6％。

微型计算机应用新技术，1979年以后在郑州纺织行业有了新的发展。截d=t9ss年底，全

系统有11个厂家用上了电子计算机，共有34台(含单板机)。从事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

有40多人。应用领域开始主要集中在科研、生产过程的控制、数据处理上，现在已运用到生

产计划、质量、统计等各项管理工作中，应用项目达38项，取得了一定效果。

郑州纺织工业截止1985年的基本情况是t

全壶共有纺织工业企业74个(不包括区县纺织企业)，其中棉纺织企业28个，印染企业

～璺个，针织复制§个，．毛麻丝3玲，纺织机械和器材1 Q个，服装12个，其它5个。按经济

所有制性质划分，全民所有制企业21个，集体所有制企业53个。按隶属关系划分，郑州市纺织

’公司直属企业23个。其中大型企业6个：郑棉三厂、郑棉四厂、郑棉六厂、郑州印染厂，河

南省纺织机械厂、郑州纺织机械厂(部属)，中型企业5个。郑棉一厂、郑棉二厂、郑棉五

下、郑州市色织一厂、河南第一纺织器材厂。
全市纺织工业共有职工7．5万人，占郑州市职工总数的12％。郑州市纺织公司直属企业

职工总数74，393人(含郑纺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932人。198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16，283

元，比郑州市平均水平高20％。
‘

郑州市纺织工、1[,_1985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共5．18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5．13亿元，

占99％，集体所有制企业0．05亿元，占1％。

全市纺织工业主要专用设备生产能力。棉纺纱锭50万枚。气流纺4，400头；织布机15，704

台，其中喷气织机160台，印染及后整理生产线14条；经编机46台，纬编机125台，大园纬编

机15台，棉针织台车50台，棉毛车76台，床单织机76台，毛巾织机98台，毛巾被织机15台，电动

袜机185台，丝织机144台；毛纺锭2，720枚，毛织春dL66台，提花毛毯机36台I麻纺锭1，40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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