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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株洲市制革厂开办于一九七一年，厂址座落在南区株董路

径枝塘，原为株洲市皮件厂的一个车间，七四年分开独立核

算．系集体企业．隶属株洲二轻工业局管辖。

株洲市制革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干部职工经过十年

艰苦奋斗，十年锐意改革．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厂，发展成为

省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制革厂家之一。

建厂二十周年来，在各级领导及主管部门和银行、税务、

电力、物资等部门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工厂从无到有，从落后

封发展壮大，产量由1．7万张发展至lJ90万张，品种由单一的手

套革增加到鞣面革、凡里革、底带革、各色高档服装革、牛

革、羊革等二十多个品种、七十多个花色。主要销往香港、美

国、意大利、西德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八七年被列为省出

口服装革重点厂家之一。作为皮革原材料生产基地，为株洲工

业新城填补了空白。

工厂现有正式职：r．207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三十二人，

其中i中级职称6人。工厂占地面积23855平方米，固定资产

665．71万元，主要生产设备185台套(其中引进西德、英国制

革专业设备各l台套)。近几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工

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国家财政．取消对牲



皮制革的价格补贴款后，工厂立足内部改革消化，仍然取得较

好的经济效益。经济技术指标大幅度上升，1990年完成工业总

产值2022．3Q万元。猪革产量72．69万张；销售收入2616．32万

元；税利69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入平103179元，居全国同行

业之首。工厂1989年被评为株洲市“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外贸出口创汇先进单位，90年省财务管理先进单位，市供销工

作先进单位，91年5月晋升中型二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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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在中央轻工部发展轻工业生产的“三就，，方

针、(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指引下，办起了现在的株

洲市制革厂。当时属于皮件厂的一个制革车间．有职工二十二

人，资金由南区政府投资8万元，由于资金有限．故交市皮件

厂以老带新，以老促新。厂址选在南区株董路桠枝塘，主要是

因为当时在梗枝塘的社会福利工厂机械生产下马要缩小范围，

有1000平方米厂房，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一个50千瓦的变压器

和60吨水塔及全套送电、水设备斟换。双方达成协议；制革厂盖

1000平方米的房子给福利工厂、水电设施及山地征购费都不

付工本费，由制革厂负责维修保养，所有权归社会福利工厂，

使用权归制革厂。所以将厂址定在这里。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以皮件厂革委会副主任袁文章同

志为首带领张雪明、殷法科、易爱莲、郭连兴、刘风兰、刘寿

珍、夏小平、李德玲、胡炳光、晏美华等十一位同志，去益阳

制革厂学习制革生产技术，也是桠枝塘破土动工搞基建的日

子，因而应定四月二十日为建厂奠基纪念日。六月二日，由市八

中分配首届高中毕业生肖剑、刘建华、唐锦云、唐晓芳、严超

域、文俊德、邓积兰等28名同学从事制革的前期准备工作。六

月中旬又加送了肖剑、唐锦云、陈希平、朱放、李秋良、龙东



海等六人去益阳制革厂培训。九月底两批培训人员同时接回，

加上从市府路皮件厂那边调来刘嵩高、张季常、肖铴光等机修

人员，共计二十二入进行设备安装工作。在四季度的三个月时

间里，安装了六台转古，去肉机一台，削匀机一台，磨革机一

台，轻革打光机广台，并且自己动手挖土方配合泥工砌石灰池

和栲胶池，为开工生产做好了准备工作。

当时的生产车间共计950平方米。其中，准备车间200平方

米， (包括堆放鲜皮)轻革鞣制车间150平方米，削匀车间

80平方米，重革栲池200平方米，轻重整理车间200平方米，磨

革机房40平方米，烘房80平方米。没有房子，生活条件十分艰

苦，职工和基建民工都在福利工厂食堂吃搭伙。年底，给福利

工厂盖的房子交付，才腾出400平方米的两层楼宿舍，利用两

间宿舍做伙房(一间做厨房、一问作炊事员寝室和储藏室)，

总算有了吃饭的地方。

宴銮竺垩[墨主垫全垄王缝：!!生垂旦五殓越蛀，没有--____--，——_———_-——-_——’__’__—-●—__-_____———一’ 。’

片皮机就用手工刨皮，当时有殷法科、1唐晓芳、文俊德、张建

华、胡铴文、杨松等同志负责刨皮，进度快的每天可刨10多张，慢

的则只有凡张，没有锅炉就采用烧土围锅灶，把水烧热后用橡

皮水管牵到转古内，沿袭古老的灰碱脱毛法，利用简陋生产设

备，请来益阳制革厂的曹汉林师傅作技术指导，生产出来的淡

黄手套革勉强达至U合格。

72年6月南区区委派来陈国用同志任支部书记，王治仁同

志负责生产调．度。

在试生产的第一年中，产量1．7万张，占省市安排计划的

68％，品种有手套革、反绒鞋革，利润与皮件厂统一核算，使

皮件厂第一次出现亏损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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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厂虽然建成投产了．但是生产出来的皮革质量不好．

厂子出现亏损，引起市轻工业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派来以张振

发副局长为首的三人工作组来厂指导工作。工作组认为t 72年

的工作没有达至U预期目标主要是青年学徒太多．老工人太少．

其中少数青年学徒调皮，不遵守劳动纪律，不安心工作，影响

了全盘，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用“掺沙子”的办法，调出8

名学徒分散到系统内各兄弟单位，同时经轻工业局批准，从皮

鞋、布鞋等兄弟单位调来易汉初，黄祖贤、谭莆生、罗凤阳、

刘仁泉等老工人充实生产力量，这些老工人虽然不是制革的行

家里手，但是他们都是旧社会的受苦人，对新社会有着深厚的

阶级感情，工作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在各生产岗位上起着骨

干带头作用。

调整人员后，马上着手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的工作，工作组

决定派一支生产骨干队伍去省内同行业厂家学习。三月初，由

张振发副局长带队，唐锦云、李明梅、肖铴光等十多人去岳

阳、长沙等制革厂参观学习。到达常德后，又增派肖剑、刘风

兰俩同志在常德制革厂，由该厂技术人员亲临指导，我广人员

实地单独操作，经过个多星期流水作业．连轴生产了两批手套

革，理化指标测定达到了当时省内一流水平，增强了同志们克

服困难、取得胜利的信心。

参观学习队伍回厂后，为了巩固成果，在生产组织形式上

采用“一杆子插到底”的方法，分为几个自愿组合班，从去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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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包括准备、鞣制(片皮削匀除外)，到出成品，实

行质量包干。各小组对质量高度负责．日夜守在车间里，甚至

吃饭都带进车间。皮革入库以后，各组互相评论观摩，一个比

质量，比产量的竞赛高潮自发掀起。但是，由于自愿结合的小

组没有制度措施保证，单凭一时的政治热情是难以持久的，不

过半年就因“不合符大生产的要求”而告终。可以肯定：通过

这段时间实践，证明了株洲市制革厂只要虚心学习，认真操

作，是能够做出好皮革的。

由于连续亏损，皮件厂背负不了这沉重的包袱，七四年元

月分家，株州市制革厂正式建厂．实行单独经济核算。当时有

职工91人．资金37．23万元．其中t固定资产10．62万元，流动

资金26．61万元，厂房建筑面积2024平方米。由厂长方华重、

书记符合英主持全盘工作，工厂在有限的资金力量中，购置了

温州削匀机一台，天津熨皮机一台，年底新建的1524平方米窳

字形制革车间主体工程峻工。

四

1974—1978年，同时因为工厂技术力量簿弱，浪费现象严

重，内部管理不善，产品质量时好时坏，库存积压逐渐增加，

工厂连年亏损，五年换了四届领导，75年下半年从黔阳制革厂

调来周海清、刘松庭两位制革师傅，一个擅长整理，一个擅长

鞣制，为推动生产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79年，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给企业带来了生机，上级派来

部队转业干部钟武周任厂长，尹万林任书记。在认真总结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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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增产节约运动。掀起了“人人有目标，班组有规划”的增

产节约运动高潮，工厂及时制订了全厂性的增产节约规划，厂

领导决心乘这股东风，甩脱亏损帽子。

为了落实节约规划，增加手套革的得革率，采取强硬措施

控制生产车间不出烂皮事故，规定了割边修理的标准，还采用手

t业余铲皮的办法。在职工自愿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去成品

库铲皮，以皮革出尺寸多少定劳动报酬(定为二分、三分、五

分不等)。经过手工铲的皮革，存放仓库数天定性以后，再进

行复尺，有增加几平方寸的，也有增加壹平方尺以上的。以一

个月试铲的结果看，平均每张增尺0．5平方尺以上。从五月底开

始铲皮到十二月底止，共铲皮五万多张，合计增加2．5万平方尺

左右，价值3万余元。

盐皮仓库以吴泗海同志为首，从水沟里捞油煎工业油，六

至十二月份共捞油6500斤，价值5850元。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

来，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把过去运往常德明胶厂的边脚料．浸

泡在两个石灰池中，改变了失秤现象严重状况，又保证了卫生

环境使双方工厂都满意。由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措施有力，为

工厂扭亏增盈奠定了基础。1—4月份亏损57000元，5—8月

份扭转了亏损，到年底竟盈利6026元，工厂终于扭亏增盈，摘

掉了“亏损”帽子。

五

1980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遵照党中央大力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指示精神，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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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产技术股长肖铴光同志任副厂长，负责行政、生产方面

工作。企业在内部管理上改章建制。特别是在生产管理方

面，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制订了严格的奖罚制度。当时

的厂办副主任肖剑同志在湿工段关键工序，准备、鞣制、削匀

开展TQc管理工作，收到较好的效果，产品质量逐渐趋于

平稳。82年在全省TQC发布成果会上获得“第三名’’。

8月初。320千瓦的变压器安装完毕，为扩大再生产创造

了物质条件，同时加上960平方米的自筹资金住宅开始动土兴

建。在党中央改革开放搞活政策指引下，外贸任务逐渐增加。

工厂规划向省外贸贷款，引进片皮机一台，削匀机一台，盖一

栋四层楼房27(：0平方米的厂房配套也确定下来，工厂发展的美

好前景鼓舞了职工干劲。这一年按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给百分之

四十的职工晋升工资，全年每月人平奖金6元，第一次年终分

红，除工资以外平均每人得奖金104．99元。全年生产皮革18．64

万张，实现税利7．72万元，年平均职工人数146人。

’这一年是大打经济翻身仗的一年。。

八一年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深入人心，国家经济政

策调整，工厂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出了“立足内部挖潜

改革，强化企业内部管理，调整产品结构”方针，力求上新产

品，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占领市场。一方面加快落实了申

请外贷四十万美元，分三年偿还项目，加上少量自有资金，扩

建一栋整理车间3653．3平方米，安装了电梯，购置熨皮机、转

古等设备，引进西德537—11型液压片皮机一台，英国通尔公

司642型削匀机一台，仅引进两台设备耗资64万元。

82年下半年，尹万林同志因工作需要调走。83年8月，二

轻局重新组建厂领导班子，肖铴光同志任厂长兼书记，肖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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