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露蠹塞
j：’·。^：蚕j主≥

蜘
一—一—』20#式



¨
：j
婺

鬻
爹
目

；
?j

乒
：

“ ，1

武汉电扇厂厂志

(1956年～1984年)

武汉电扇厂编志委员会

1985年lO月



武汉电扇厂编志委员会

主任李子祥

副主任余加恒

顾问陈开武熊远启罗良应

委员李玉江熊小平江志文

马业明胡丽华

本志第一、二、四章由刘建华，第三章由张启旭，第五、

六、七章由孙健执笔，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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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_=原厂房大门

图一我厂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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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三 我厂产品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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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我厂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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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落地扇

图六我厂生产的F C--105_型吊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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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我厂获得的轻工部优质产品证书

图八我厂获得的湖北省优质严品证书



图九部分4Ⅸ．-F，I对我厂及产品的报道

图十 我厂产品销售盛况



图十一 武汉市市长关官正(左二)在厂视察

时，厂长余加恒(右一)向他介绍产品。

图十二1983年7月我厂遭受水灾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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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经过大量的

调查研究，编写了这本厂志。
。

编写工作始于1984年11月，止于1985年10月。

本志所用的数据和资料均截至1984年12月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特别是时间仓促，加之所存的历史资

料有限，有些数据和事件无法进一步考证和核实，难免存在遗

漏和不妥之处，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此，我们对热情支持和帮助以及提供资料、数据的部门

和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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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我厂位于武汉市西南城郊结合部的新兴工业区内，有近20

年的生产历史，是轻工部定点生产电扇的重点企业，亦是武

汉、华中、中原地区生产规模最大的电扇厂。

我厂占地面积25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拥

有职T1300人，各类管理，工程技术人员近百人，设备260台，

固定资产570万元，流动资金110万元。全厂设金工，冲压、综

合、油漆、嵌线、台扇总装，成品，落地扇装配，汽车扇，工

模维修等十个生产车间，还有检测设备齐全的电扇测试室，理

化室，计量室。

我厂生产“红山花"Ji!{!各种型号的台扇、吊扇、落地扇，

汽车扇，共10余个规格，20多个花色品种，畅销全国27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并远销国外。

“红山花"400毫米台式电扇，继1979年评为中南，西南

地区同类产品第五名、1980年评为全国同类产品第四名，1983

年评为轻工部和湖北省优质产品后，1984年被机械工业部、电

子工业部和轻工业部共同推荐为国家金银质奖预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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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沿 革

第一节 起 源

拉练产品的生产

1955年，我国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全国人民

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快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指示，全面展开了走合作化道路的运动。

年底，全国走合作化道路的运动进入了高潮。

在合作化高潮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以王金海、纽彩凤、王

蒿山为首的个体劳动者和手工业工人，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

走合作化道路。当时湖北省和武汉市尚无生产拉练的单位，他

们了解了这一市场行情，加上有部份熟悉拉练技术的人员的有

利条件，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决定自愿组合，筹建生产拉练的

企业。筹建初期，存在着许多困难，特别是还缺少熟练技术的

工人和专用设备。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他们经过协商，决定由

王金海，纽彩风从上海组织引进部份闲散、技术熟练的工人和

专用设备，由王蒿山负责在汉办理营业执照及寻找厂房和集资

入股等工作。1956年3月，筹建工作就绪。最后以原个体户郑敷

英、郑连堂的营业执照为基础，通过集资入股，上报批准定名

为新中拉练社。集体所有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时由上

海组织的人员和引进的设备相继抵汉，社员32人，集资6200元

。 1



(每人股金50一200元不等)。当时因资金不足，设备简陋陈旧，

仅有6吨冲床4台、5吨冲床l台、3吨冲床l台及其它部份

专用设备。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社址设在武汉市友益街4号，

歹号两间面积共有120平方米的房间里。

开业后，产品畅销，供不应求，受到武汉市手工业联社和

商业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56年7月1日被上级机关正式批准

为武汉市第一拉练生产合作社，由王蒿山任首届理事会主任，

李文清任监事主任，王根宝任生产主任，罗良应任组织委员。

全社总人数增加到72人，隶属江岸区手工业管理局。拉练合作

社的诞生，填补了湖北省及武汉市拉练行业的空白点。

1957年7月，经主管单位批准与武汉光明拉练社合并。9

月，武汉第一装订社解散又调进30人。这年年底，人员扩充到

240人。由于生产人员增多，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社址搬迁到

花楼街一个约200平方米的平房里。1958年初，社名改为英雄

拉练合作社，隶属江汉区手工业联社。1959年，社址又搬迁至

汉正街，面积共约1500平方米。这一时期，手工业联社派驻工

作组领导抓生产和政治工作，拉练产量大幅度上升。

1959年底，我社开始出现不景气的局面。当时，武汉市还有

几家厂社生产拉练，其中较大的只有我社和民族拉练厂两家。

在早期生产拉练过程中，两厂有过分工，民族拉练厂生产铝质

拉练、我社生产铜质拉练。由于工业的发展，铜材供应越来越

紧张，价格也越来越高，而铝材的供应渠道多，所以民族拉练

厂所需铝材成本低、供应有保证。而我社的原材料在供应上得

不到保证，且成本高，特别是我社的技术改造太慢，生产效率

比民族拉练低，市里鉴于这种情况，决定只扶植一个拉练厂，

所以我社只好被迫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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