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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是

时代赋于我们的光荣责任。

为了让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了解与认识工厂的建设和发展历

史，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我们于1987年3月接受了编象《徐州灯泡

厂志》的任务。经过一年多紧张的采编，厂志终得脱稿付梓o《徐州

灯泡厂志》如实记载了工厂生产，管理，产品等各项事物的发展演变

过程和现状。她的问世，对于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增强职工主人翁责

任感，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在厂志编箬过程中，承蒙厂前任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许

多同志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此谨表示感谢。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有限，

加之资料缺乏，书中疏漏、讹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厂志编纂委员会

1 98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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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徐州灯泡厂志》(第一卷)上限始自1960年7月，下限断

至1 985年12月(个别整体性较强的工程基建项目延续至定稿之日止)．

全书共分十二章，包括《基本建设》、《生产》、《行政机构》、《企

业管理》，《技术改造》、《产品开发》、《党的工作》、．《群团

组织》、《职工教育》、《计划生育与医疗保健》，《职工福利》、

《荣誉》等，共计lo万余字。

二、《徐州灯泡厂志》本着-详近略远一的原则，重点记述粉碎

膏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以后工厂的发展，变化：建厂初期及_文化大革

命一期间，只作一般性记载。

三、《徐州灯泡厂志》采用新方志的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

记，图、表、录等表达形式，以时间为经，横排各专业门类，力求反

映工厂生产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

四、《徐州灯泡厂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

看待工厂能’过去和现状，使新编志书真正起到膏资政、教育、存史一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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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灯泡厂(简称徐灯)位于徐州市西郊矿山路，占地面积55982，9

平方米，现有职工1256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9人，固定资产692万

元，工业总产值949万元，年生产各种灯泡灯管1700万只，为轻工部

重点灯泡企业和江苏省最大的普灯生产基地。

徐灯的前身系徐州玻璃厂的一个灯泡车间，建于1959年底。1960

年6月22日经徐州市委工业部批准，在灯泡车间的基础上成立徐州灯

泡厂，同年7月1日正式投产。l962年7月，由环城路朴凤巷旧址迁

往西郊矿山路。

徐灯建厂初期生产规模较小，仅有职工345人，一座9甏位坩锅

炉，两条普灯生产线，多是手工或半机械化设备。主要产品为220伏15

至40瓦普通灯泡和矿用灯泡，年产量50万只左右。

l 963年，江苏省电光源行业进行调整，徐灯在与其它灯泡厂家的

激烈竞争中，得到生存和发展。灯泡一等品率从1 962年的50％提高至

90％，寿命达l 000小时以上，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并在全国质量评比中

名列前茅。从而确立了徐灯在省电光源行业中的地位。

此后，随着设备的增加，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到1966年，灯泡产

量已达370万只，工业总产值“5万元，实现利润20万元o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灯生产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各种规章

制度被废除，企业管理陷入混乱。1969年金年产量仅26．5万只，尚不

及1960年的二分之一。工厂累计亏损达174万元之多o 1970年以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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