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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甘蔗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县志记载：早在明0

嘉靖七年(1528年)就有种蔗，榨糖的历史，同时，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适宜种植甘蔗。 、 一77

，。’历史和条件形成了兴国发展制糖生产的缘源。解放后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因地制宜，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发展了甜蜜的事

业，于1958年3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兴建兴国制糖厂。．这是

强国富民之壮举，．是振兴兴国经济的先导。建厂开始，正值三年经

济困难时期，致使建厂经历了三上两下的曲折历程，1969年第三次

上马续建，同年1 2月正式投产，大功告成，开始几年，日榨量徘徊

在400吨左右，经济、技术指标不尽人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生产能力不断扩大，经过四次扩建和不断革新，挖潜，改造，

到1978年日榨量达到550吨，经过扩建，1981年日榨量达到800吨以

上，1982年新建千吨车fq。1985年日榨量达到2000吨，1988年实现

日平均榨量2100吨以上，年产值实现2300万元，税利达到1014万元，

1990年榨季实现日平均榨量2300吨，税利达到1060万元，成了地方

财政的主要支柱，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从此，兴国制糖厂进入

了“幸运”的时代，抚今思昔，不可忘记党的领导，不可忘记糖厂

广大职工及各界仁人志士的沥血辛勤。兴国制糖厂，几经波折，

几度风霜，光辉历程，史册留芳，盛世修志，理所当然，

1



·2· 序言

《兴国制糖厂志》的纂编，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原则，记述了兴国制糖厂的生产技术、发展历程、经营管理、

综合利用，体制机构、人物、教育、甘蔗生产、科研成果等方面的

演进，并有图照、大事记、附录等篇章。编纂之材料，数据都实事

求是，科学选载，以存史、资治、教化，而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之效能。
。

_r《兴国制糖厂志》的编纂工作，自1987年2月地区糖业公司召

开编纂工作会议后，在厂党、政的领导下，成立了编纂工作领导小

组，抽调人员，参观兄弟厂的修志经验，组织收集资料，汇总编

写，才以成册。但由于资料收集不全，编纂水平有限，缺点和误漏

在所难免，敬请各方关心志士赐教订正。对参加本志编纂工作人员

和各科j室作出辛劳的同志以及上级给予指导支持的同志，顺表谢

意。
’⋯，、

。

t。 ．一

陈和傻
一九九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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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按实事求是的精神，记述兴国制糖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上限1958年，下限1990年底，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

记述1969年～1990年的机械化制糖生产。．．

三、全志共1l万余字，首有企业精神．．序言、凡例、概述、大

事记，末有附录．．编纂机构人员和编后记。 -

四，以志为主，采用了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

五、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惯称。 “大事记”用公元纪年，

并注明历史年号；其它章节采用历史纪年时，用括号注明公元；古

地理名称注明今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一时间断限卜一律简

称为“建国前一或“建国后”； “文化大革命一简称。文革’’．；单

位名称首用全称、后用简称。

f．．六，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记述编写。
’

，．

七，本志资料来自兴国档案馆、《兴国县志》、《兴国糖厂历

史资料汇编》，兴国制糖厂历年档案文件资料和各科室车间以及考

职工的口述资料等，_

．j： ．

．+r j {r．． 一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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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兴国制糖业始于明·嘉靖年间，时有农民种蔗，’采用古老手工

的土制糖。历经清代、民国，甘蔗生产渐有发展，土法榨糖的作坊

也逐渐增多，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仍沿此法制糖。1949

年全县有制蔗糖的土榨坊50余家，年产红糖2万余市斤。建国后，，

为了适应蔗糖业的发展，革新制糖技术，用机器代替手工生产势在

必行，兴国制糖厂就应运而生。

江西兴国制糖厂(简称兴国制糖厂)动工兴建于1958年3月。

因资金，物资等方面的原因，中间两次下马停建。经过艰苦奋斗，勇

于拚搏，多方支援，终于在1 969年1 2月建成投产，从而结束了兴国

手工制糖的历史，开创了兴国机械化制糖的新纪元。

兴国制糖厂位于东径1 1 5。 ·2 1 7，北纬26。．2 1 7。地处县城南

外，地辖五里亭乡，行政管辖潋江镇南门居委会。东临平固江，西

依同福路，南接新安和，北靠李屋塘头。1969年占地面积125000平

方米，1986午占地面积147697平方米，建筑面积47636．14平方米，

1990年占地面积147697平方米，建筑面积49808平方米。7建厂地

址，原为“回澜阁”(现称“文澜阁”)的旧址处。

兴国制糖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从1983年起为大型企业。初期

隶属赣南行政公署轻工业处管辖，1969年～1970年6月隶属赣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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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革命委员会工交组管辖。’为’加速地方工业的发展，-于1970军6．月29

日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宣布下放给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管辖，由兴国

。县工业局直接管理，原待遇不变：现由兴国县经济委员会管理。i983

年10月赣州地区成立糖业公可，松散管理兴国制糖厂∥i989年糖业

公司合并成立赣州地区食品土业局；松散管理兴国制糖厂：1989年

3月经赣州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兴国制糖厂享受县级企业待遇。。：。I．’

“，：兴国地处亚热带区；+季节湿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

足，四季鲜明，夏长炎热，冬短不寒，～无霜期长；i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有利于甘蔗生产。故兴国甘蔗生产，’早在明代有之；‘种植历史

悠久。之后，甘蔗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有发展，’特别是在建国

后蔗区扩大甘蔗生产发展迅猛；到1990年全县的甘蔗生产发展到长

冈、高兴、五里亭，埠头、”龙口、永丰、，东村等1 8个乡镇，’1 87个村，．

1 810／J,组，’蔗户达3．9万多户，’蔗户人口1 9万余人。；种植面积5万多

亩，原料蔗1 7万多吨。从1 969年-',-'1 990年共生产交售工业蔗1 786833

多吨。I j．， !，-一．_。，j o’⋯ ”j： ’、：．：_一，’～J·
， “‘ 一●，

兴国制糖厂自1969年建成投产，由500吨到800吨，’到扩建1800

吨的大型制糖厂。平均实际日处理甘蔗，1999年为34'i吨，1 980年

为580吨，经过挖潜、技术革新∥1 990年实际日处理甘蔗为

2308吨。1 969年～1 990年的22年中共处理甘蔗1 786833．673吨；生

产机制糖165970．319吨；+完成工业总产值19715．5101万元；‘实现利

润2030．5763万元；上交税利5106．470815万元。+1969年末固定资产

原值384万元，固定资产净产值349万元，1980年年末固定资产原值

523万元，固定资产净产值377万元，1990年年末固定资产原值

2771．1618万元，固定资产净产值2132．23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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