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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省金

属材料公司编写的第一部志书。它以真实的历史材料为依据，按照

时间顺序，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自1963年成

立到1 987年的发展过程。对1963年前的有关情况也略有记述。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的工作遭到了很大

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通过拨乱反正，积极改革，迅速进行思想、作风的转

变，逐步地牢固地树立了为。四化一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指

导思想，从而使公司的全面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职工队伍

不断壮大，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明显提高，业务经营活动日益活

跃，辐射面越来越广，随着企业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发展、完善

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积极做好指令性计划供应工作的同时，

千方百计地组织计划外金属材料资源，参与市场调节，尽量满足日

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发挥国营物资供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逐年提高，1 978年甩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各项工作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

经过多入努力编写的这部志书，虽因时间垮度较长，历史资料

欠全，其间难免有不妥之处，但它对于了解和研究河南省金属材料

公司二十多年的历史．．近况、经验、教训无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于我公司今后的发展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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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

确指引下，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河南省金属

材料公司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将会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

的面前。因此，这部志书的续篇也一定会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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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台 吉
刖 百

《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志》，是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成立后，首

次组织编纂的第一部企业志书，也是河南省金属材料行业的首部志

书。 j

为了继存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我们遵照国

务院国办发(1985)33号文和省政府豫政办(1985)64号文的精神

和要求，在省物资局领导的支持下，经编志人员的共同努力，1 986

年底编写了初稿。经广泛征求意见后，1989年又经反复修正，并补

充了1 986年至1 987年间的有关资料。现在《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志》

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志书的编纂，从组织准备，到收集资料，从内容分类，到编写

章节，都做了细致的，扎实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多次召开离退

体人员座谈会，走访了国家物资局、省计经委、省冶金建材厅、省

统计局、省物价局等有关部门。在编写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依据，力求在思

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体现了力求翔实，众手成志的特

点。它是省金属材料公司全体职工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体编写人员

共同努力的结果。

志书的内容，全书共十二章二十八节，约11万字。记载了河南

省金属材料公司1963年至1987年共二十五年的历史，对1963年以

前，河南省金属材料流通方面的情况也略有记载。它真实地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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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金属材料流通领域和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在省委、省政府、

省物资局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志书力求以记实为纲，以志为

体，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经纬交替，纵横结合，详近略远，记述

完整，纲目清楚(述、记、传、志、录五体结构)，文表并用，容

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为一体，概述了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的发

展历史与现状，记载了公司大事记，传写了公司的机构沿革和干部

任免变化情况。采用纵横结合的方法着重记述了金属材料资源、计

划分配、供应管理、‘财务物价、仓储管理、劳资福利和科技教育等

方面的整顿、改革与发展。这对了解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的过去和

现状，以及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我省金属材料市场，做好金属材料供

应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记述年限较长，公司创建至今隶属关系多次交化，机构人

员变动较大，其间又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造成历史资

料零乱残缺，加之编志人员经验不足，人手少，时间短，因此，志

书难免会有缺点和遗漏之处，诚请大家斧正，愿以补充完善。

最后，向关心和支持志书编写工作的各个单位，各位领导和同

志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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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志》 是河南省金属材料流通活动史的缩

影，记述了1987年以前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的发展历史。

金属材料是指金属或合金经过熔炼、锻造、压延、冷拔而制成

的材料的统称。分黑色和有色金属两大类，通常把生铁、铁合金、

钢和钢材等称为黑色金属材料，把铜、铝、铅、锌、锡、锑、钼、铂

和铜材、铝材等称为有色金属材料。金属材料种类繁多，在国民经

济各部门应用广泛，金属材料的产量和消费量反映国家的经济发展

水平。因此，金属材料的流通工作在物资流通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河南省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冶金技术开

发很早，远在夏商时期，就由青铜器代替了石器，春秋战国时期，

又由铁器取代了青铜器，汉朝在古荥(现荥阳县)就有相当规模的

冶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下简称为建国前)，由于历代

战乱，水旱天灾，民生凋蔽，经济落后，河南经济处于瘫痪境地。

全省167000平方公里土地，4174万人口，国民经济总产值仅386200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020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2％。由此

可见，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除商城、济源等地残存几家小型铸锅，

犁铧作坊外，无钢铁和有色金属材料资源，金属材料消费量甚微。

河南省矿产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品种较全。铝土矿储量居全

国第二，钼的储量居全国第三，铁、铝、锌矿也有一定储量，煤和

石油储量丰富，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河南交通十分便利，南北有京广、焦枝，东西有陇海、焦荷四

大铁路干线。地方铁路十分发达，有漯阜、漯午、汤濮、许太等支

线。南来北往，东行西去都四通八达。省会郑州是全国陆路交通运

输的枢纽，公路运输形成网络可通达全省各个城镇，这对搞活物资

流通，具有优越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金属材料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不断地增长。1953年钢

材消费量7694吨，到1963年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成立时，钢材消费

量已达到74784吨，十年间增长9．7倍。河南的钢铁工业从1957年开

始起步，到1961年已达到生铁23．4万吨，钢材4．5万吨。 但由于三

年自然灾害，工业进行调整，安阳钢铁公司交国家之后，1963年仅

生产生铁24000吨，钢材7000吨， 我省生产建设所需要的金属材料

靠国家分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金属材料产量才开

始逐年稳步上升，品种质量有所发展。1986年生铁产量达到112．4

万吨，钢材产量达到79．4万吨，分别比1 976年的47万吨和25．1万吨

增长一点四倍和二点二倍，年平均增长23．9％和31．6％。以铝为骨

干的有色金属工业迅速发展，产量大幅度增长。1 986年铝锭产量达

5．3万吨。由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全省金属材料消费量大幅度

增加，1987年钢材消费量突破100万吨， 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翻

了一番。由于河南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处于承东启西的地理

位置，今后我省金属材料的生产与消费都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是1 963年元月成立的物资公司。是专门从

事金属材料流通的社会主义物资供销企业。是自主经营，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担负着媒介河南省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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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交换和指令性计划金属材料的供应任务，并兼有经营和行业管

理的双重职能。同时还肩负中央非工业生产部门在河南省的部属

企、事业单位的金属材料供应任务。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是一套

人马，两块牌子。即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和中国金属材料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它不但负责指令性计划金属材料的申请、订货和调拨供

应，而且还负责组织金属材料的市场购销，广泛开展调剂余缺、协

作串换、资源开发、代理进I=／、联购联销、代购代销、代储代运、

加工改制、节约代用等业务。调节市场，搞活流通，最大限度地满

足河南省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金属材料的需

求，真诚的全心全意的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是河南省金属材

料公司的宗旨。

河南省金属材料流通工作，起始于省计划委员会物资供应局业

务科金属组。1958年金属组改为冶金科。1960年成立省物资厅，下设

金属材料局。1 963年成立省金属材料公司，编制五十人，年末实有

四十八人，设五科一室(计划统计科、钢材科、有色科、原料科、

财务科和办公室)。这个时期贯彻执行国家对物资实行“集中统

一，全面管理”的方针，实行物资、资金、人员系统垂直管理。各

地、市设立金属材料分公司，按经济区划组织就地就近供应。省金

属材料公司从事物资申请、订货、调度等业务。各地、市金属材料

分公司从事经营， 使金属材料流通工作得到了持续发展，稳步提

高。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原有的建制被

撤销，人员精减下乡插队。1969年仅留8人，金属材料的供应工作

处于瘫痪状态。1 972年虽然恢复了河南省金属材料公司，隶属省“革

委会"冶金局领导，但金属材料的供应工作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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