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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宋鹤龄

厂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工厂生产、管理、产品等各项事
物发展演变过程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是工厂各时期建设与发
展的志书。编写厂志是一项浩繁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目的
是记录史实、展现成就、总结经验、教育当代、流传后世。

六一八厂是国家兵器行业中一个老厂，是新中国成立后组

建的第一个坦克修理厂。几十年来，工厂从一个修理厂逐步发
展，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经历了团结奋进、艰苦创业的
光辉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厂在不断深化改革中

得到迅速发展，到1990年，工厂生产的履带装甲输送车已成
为世界第三大轻型履带装甲车族，并开发、生产了以北方牌大
客车为“龙头"的多项民品，成为国家大型的军民结合型企业，

为国防现代化和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厂志编写始于1 99 0年8月，1992年1 0月中断，1 9 9 5年

1 1月又继续编写，经过两年多的认真编纂，基本完成了编写
任务。1 997年1 2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
到厂视察并题词，给全厂职工以极大鼓舞，也极大地推动了厂

志编写工作。今天，厂志正式出版了，这是工厂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值得庆幸的。

工厂在厂志编写过程中，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众手修志”原则，全厂先后有一百

多人参加了志稿撰写，很多职工参与了史料收集等工作。上级
有关部门给予了指导。已经离退休和曾在工厂工作过的老领

导、老同志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鼓励，有的还积极提供有关史
料或珍贵的历史照片，为本书的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
谨向上级有关部门，工厂的老领导、老同志及参加本书编纂工

作的全体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

《国营第六一八厂厂志》记述了工厂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
下所取得的成绩与进步。全书共分15篇、82章，总计70多



万字。志书中的“概述”篇阐述了工厂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
发展阶段、企业现况及为国家和国防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工

厂的简要史；“坦克大修”、“产品研制与开发”是工厂产品的
发展史；“工艺进步与技术改造’’记述了工厂工艺进步与技术
改造的历史；“企业管理”记述了各项管理工作的发展；“党群

工作”、“基本建设"、“生活福利事业"、“职工教育与普通教
育”、“驻厂单位"、“国内外往来’’、“人物"、“集体经济”等，
都记述了工厂方方面面的历史；“大事记"记载了工厂历史上
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活动；志书最后设有“附录"。

厂志的编纂出版，不仅记载了工厂建设者为工厂发展所作

出的贡献与业绩，也为工厂领导提供了基础资料，便于了解历
史、借鉴历史、为现实工作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同时，也是
对全厂职工(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爱厂和进行优良传统
教育的好教材，是留给后代的珍贵财富。

为编写好这本书，从事修志的全体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查
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走访了许多当事人、知情人，召开了多次

座谈会，对一些拿不准的史料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调查研究
工作。全书志稿完成后，又多方征求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力
求使志书内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但由于大

家都是初次从事这项工作，缺乏经验，又加以水平所限，难免
在写作与史实上存在不足或差错，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向在工厂建设与发展中做出贡献的老领导、老职工们诚致
敬意!

向正在为工厂振兴和发展而努力工作的职工们表示亲切慰
问!

祝愿工厂在江泽民总书记“发扬老兵工传统，开创北方车

未来"题词的鼓舞下，继往开来、深化改革、团结奋进、再创
辉煌1

1 998年4月7日



凡 例

一、本志书采用以志为主，志史结合的体例。 一

二、本志书以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为主线。文字断限日

期至1 99 0年底，大事记及照片、题词延至1 99 7年。

三、志书体例结构，一般采用篇、章、节的形式。

．四、志书史料主要依据文书、技术档案材料。对各单位提

供的资料以及老领导、老职工书写的资料或口碑材料，凡采用

的，均经鉴别与核实。

五、志书使用普通语体文。

六、志书中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均采用阿

拉伯数字。

七、志书中的年、月、日，除年代及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

均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人物入志，坚持以事系人、生不立传等原则。

九、大事记编写采用编年体，逐年逐月逐日记述。如遇某

事件的准确时间难于考证，月内日期不明者放该月最后，写是

月；年内月份不明者，放该年最后，写是年。

十、志书中撰稿人员名单，按初稿、二稿等顺序排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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