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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一厂志(189卜1985)
编纂：国营八六一厂编纂领导小组
印刷：湖南省益阻市人民印刷厂
印刷时间：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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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政治安定团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欣欣向荣，
’’。．1

我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硕果满枝头。在这政通人和、 ～j．

百业俱兴的大好形势下，撰史修志，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撰史修志

的优良传统，为了让全厂职工了解工厂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为了记录

史实、展现成绩、鉴往知来：总结经验、启迪当今、教育后代，使职

工更加坚定“热爱工厂、建设工厂、献身工厂”的志向，促进两个文

明建设的向前发展。在建厂97周年之际，我们编纂出版了《八六一厂

志》，可谓盛世盛事，具有深远的意义。

《八六一厂志》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采用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三统一，编纂出反映工厂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新型志书，+以适应

工厂发展的需要。 ．

’

‘为了编纂《八六一厂志》，在厂党委和厂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厂

志编纂领导小组和厂志征编办公室。全厂52个单位亦相应成立了编纂，

领导小组。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写史与编志相结合；查阅历史

档案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群众编写与专业编写相结合的方法。全厂组

织197人查阅了2，501卷文书档案，摘抄、汇集了287万余字的基础资



料，走访了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130砻；人次，在比较充分占有资

料的基础上， 由厂志办集中编志人员对所有重要资料都做了严密考

证， 力求翔实，力求系统完整，然后分工编纂。文章为语体文。以

“详近略远”的原则，采用新方志的体裁结构，以志，记，图、表、

录、照片为表现形式，史志结合，以志为主；纵横结合，以纵为主。

全书以纵观全局，以横看今朝，纵横并举。编写时，重记述，不重议

论；重事实，不重修饰；重客观，不重主观；重精炼，不重繁冗；重

逻辑，力避颠三倒四。全书以记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为

重点，以生产科研和经营管理为主线，’用概述反映八六一厂的全貌。

以大事记为经，各专业编为纬，由经及纬，经纬结合，力求再现工厂

生产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映客观规律

性，使读者对八六一厂有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

《八六一厂志》的第一卷，上限始于--／＼九O年，下限止于一九

八五年底。金书分《概述》、《大事记》、《生产技术》、《科研技革》、

《经营管理》、《党群工作》、《教育工作》、 《生活福利》、 《分厂·公

司》、《外事工作》共十编，另加《附录》，共45万字。这部志书可称之

为一个浓缩的资料库、数据库和信息库，它对于工厂的技术改造、生

产发展和长远规划将起到历史借鉴的作用；对于工厂的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信息和咨询的作用；对建设一支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将起到教化的作用；对继承和发

扬工厂艰苦奋斗、勤俭建厂的优良传统将起到激励的作用；对广大干

部调查研究、改进作风、科学决策将起到明目达聪的启迪作用。它

还可以作为向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传统、 爱厂教育

的材料。它是工厂的“百科全书”，是工厂职工的良师益友，是工厂

的“传家宝”，是工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组成部分。‘

《八六一厂志》的编纂出版，是原兵器工业部、湖南省国防科技

工业办公室和厂党委、厂部直接领导的结果，是全厂各级领导和有关。

单位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参加搜集资料、撰写文稿和编辑人员艰苦工．

作，辛勤劳动的结果。许多同志为了尽快完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废寝

忘食，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在编纂厂志的过程

中，得到了八六一厂前任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得到全厂职工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纂厂志是·项新的工作，又是工厂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项重要工作，由于编纂需要追溯到国民党政府、北洋政府、清朝末

年三个历史时期，涉及面很广，资料又很不完善，调查取证相当困

难，又加之我们缺乏经验，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纂时间仓

促，虽然编纂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对志稿进行了反复核实和修改，

但错误和纰漏之处仍属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六月

3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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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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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环境⋯⋯⋯⋯⋯一⋯⋯⋯⋯⋯⋯⋯⋯⋯⋯⋯⋯⋯⋯⋯⋯·(3)

工厂沿革··⋯⋯⋯⋯⋯⋯⋯⋯⋯⋯⋯⋯⋯⋯⋯⋯⋯⋯⋯⋯吖 (7)

基本建设⋯⋯⋯⋯⋯⋯⋯⋯⋯⋯⋯⋯⋯⋯⋯⋯⋯⋯⋯⋯、·j⋯· (13)

。生产发展⋯⋯⋯⋯⋯⋯⋯⋯⋯⋯⋯⋯⋯一⋯⋯⋯⋯⋯⋯⋯⋯·(1 9】

科技创新⋯⋯⋯⋯⋯⋯⋯⋯⋯⋯⋯⋯⋯⋯⋯?⋯⋯⋯⋯⋯⋯·· (25)

管理进步⋯⋯⋯⋯⋯⋯⋯⋯⋯⋯·?⋯⋯⋯⋯⋯⋯··：⋯⋯⋯⋯· (30)

工厂贡献·j⋯⋯⋯⋯⋯⋯⋯⋯⋯⋯⋯⋯⋯⋯⋯⋯⋯⋯⋯⋯⋯·(36)

工厂现貌⋯⋯⋯⋯⋯⋯⋯⋯⋯⋯⋯⋯⋯⋯⋯⋯⋯⋯⋯⋯⋯⋯(40)
‘

-七五一规划⋯⋯⋯⋯⋯⋯⋯⋯．：⋯⋯⋯⋯⋯⋯⋯⋯⋯⋯⋯、 (44)

八六一厂隶属关系和厂名变化表⋯⋯⋯⋯⋯⋯⋯⋯⋯⋯⋯⋯7(49)

’历任厂党委书记、副书记一览表⋯⋯⋯“．．⋯⋯⋯⋯⋯⋯⋯·· (52)

’

历任厂长、副厂长级人员一览表⋯⋯⋯⋯⋯⋯⋯⋯⋯⋯⋯⋯ (53)

●

，

第二篇 大事记 ．

‘

＼

’新中国建立前部分
”



(一八九O年——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59)

新中国建立后部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九八五年)⋯⋯⋯⋯(68)

第三篇 生产技术

第一章军、民品生产⋯⋯⋯⋯⋯·‘⋯⋯⋯⋯⋯⋯⋯⋯⋯⋯··(105)

第一节军品生产⋯⋯⋯⋯⋯⋯⋯⋯⋯⋯⋯⋯⋯⋯⋯⋯(105)

·第二节 民品生产⋯⋯⋯⋯⋯“⋯⋯⋯⋯⋯··i⋯⋯⋯⋯(121)

第二章生产管理⋯⋯⋯⋯一⋯⋯⋯⋯⋯⋯⋯⋯⋯⋯⋯⋯⋯·(132)

第一节生产管理概述·一⋯⋯⋯⋯⋯⋯⋯⋯⋯⋯⋯⋯··(132)

第二节生产管理分述⋯一··：⋯⋯⋯⋯⋯⋯⋯⋯⋯⋯⋯(133)

第三章技术管理⋯⋯i o Q O O D o o o O QO⋯⋯⋯⋯⋯⋯⋯⋯⋯⋯⋯⋯(1 38)

第一节技术管理概述⋯⋯⋯⋯⋯⋯⋯⋯⋯⋯⋯⋯⋯⋯(138)

，第二节技术管理分述⋯⋯⋯⋯⋯⋯·、⋯⋯⋯⋯⋯⋯⋯·-(140)

第三节科技情报管理⋯⋯⋯⋯⋯⋯⋯⋯⋯⋯⋯⋯⋯·(145)

第四章 质量管理⋯⋯⋯⋯⋯⋯⋯⋯⋯⋯⋯⋯⋯⋯⋯⋯⋯⋯(1 49)

第一节产品质量检验管理⋯．．．⋯⋯⋯⋯⋯⋯⋯⋯⋯⋯·(149)

第二节全面质量管理⋯⋯⋯⋯⋯⋯⋯⋯⋯⋯二⋯⋯⋯··(163)

笫三节产品质量军检管理⋯⋯⋯⋯⋯⋯“⋯⋯⋯⋯⋯(1 66)

第五章理化计量管理⋯⋯⋯⋯⋯⋯⋯⋯⋯⋯⋯⋯⋯⋯⋯⋯(168)

第’一节机构与职责⋯⋯：⋯⋯⋯⋯⋯一⋯⋯⋯⋯⋯⋯⋯(168)

第二节理化管理⋯⋯⋯⋯⋯⋯⋯⋯⋯w⋯．．一．“．·j⋯··(169)

第三节计量管理⋯⋯¨⋯⋯⋯⋯⋯⋯⋯⋯⋯⋯⋯⋯：··(171)

第六章 工具生产与管理⋯⋯⋯⋯⋯·：⋯⋯⋯⋯⋯⋯⋯⋯⋯·(176)

第一节机构沿革⋯⋯⋯⋯⋯⋯⋯⋯⋯⋯⋯⋯⋯．．．⋯⋯(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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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产发展概况e oo@o o@@o o e QI o一：⋯⋯⋯⋯⋯⋯⋯⋯”(177)

第三节新工艺 新技术⋯⋯⋯⋯⋯⋯⋯⋯⋯⋯⋯⋯⋯(179)

第四节工具管理⋯⋯⋯⋯⋯⋯⋯⋯⋯⋯⋯⋯⋯⋯⋯⋯(181)!

第七章．设备能源管理⋯⋯⋯⋯⋯⋯⋯⋯⋯⋯⋯⋯⋯⋯⋯⋯(185)

’第一节机构与职责⋯⋯⋯⋯⋯⋯⋯⋯．．．．⋯⋯⋯⋯⋯⋯(185)

第二节设备管理⋯⋯⋯⋯⋯⋯⋯⋯⋯⋯⋯⋯⋯⋯⋯⋯(187)

第三节．设备制造维修车间⋯⋯⋯⋯⋯⋯⋯⋯⋯⋯⋯⋯(190)

、 第四节能源管理⋯⋯⋯⋯⋯⋯⋯⋯⋯⋯⋯⋯⋯⋯⋯··(191)

第五节动力供应车间⋯⋯⋯⋯⋯⋯’⋯，⋯⋯⋯⋯⋯⋯⋯(199)

第六节动力维修车间⋯⋯⋯⋯⋯⋯⋯⋯⋯⋯⋯⋯⋯⋯(201)

第八章技安环保⋯⋯”⋯⋯⋯⋯⋯⋯⋯⋯⋯⋯⋯⋯⋯⋯··(203)

第一节机构与职责⋯⋯⋯⋯⋯⋯⋯⋯⋯⋯⋯⋯⋯⋯⋯(203)

第二节安全管理⋯⋯⋯⋯⋯⋯⋯⋯⋯⋯⋯⋯⋯⋯⋯⋯(205)

第三节环境保护⋯⋯⋯⋯⋯⋯⋯；．．⋯⋯⋯⋯⋯⋯⋯⋯(210)
， ，

’

一第四篇科研技革

第一章军民品科研⋯⋯⋯⋯⋯⋯⋯⋯⋯⋯⋯I Q O Q O Q Q O O 6 O o⋯⋯(215)’

第一节机构组建与演变⋯⋯⋯⋯⋯⋯⋯⋯⋯⋯⋯⋯··(215)

第二节 主要军品科研项目⋯⋯⋯⋯⋯⋯⋯⋯⋯⋯⋯··(217)

第三节。’主要民品科研项目⋯⋯⋯⋯⋯⋯⋯⋯⋯⋯⋯⋯(228)

第二章技术改造与技术革新⋯⋯⋯⋯⋯⋯⋯⋯⋯⋯⋯⋯⋯(228)
’ 第一节 机构组建及演变⋯⋯⋯⋯⋯⋯⋯⋯⋯⋯⋯⋯⋯(228)

第二节 技术改造与革新概略⋯⋯⋯⋯⋯⋯⋯⋯⋯⋯⋯(230)。

第三节重大技革成果⋯⋯⋯⋯⋯⋯⋯⋯⋯⋯⋯⋯⋯⋯(234)

《，

，

·

。

／ 3



第五篇 经营管理

第一章厂部行政管理⋯⋯．．．⋯⋯⋯⋯⋯⋯⋯⋯⋯⋯⋯⋯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主要业务工作⋯⋯⋯⋯⋯⋯⋯⋯⋯⋯⋯⋯⋯⋯

第三节文书档案．．．⋯o o o o o b o o o⋯,o o o⋯⋯⋯⋯⋯⋯⋯⋯⋯

第四节 秘书工作和其他⋯⋯⋯⋯⋯⋯⋯⋯⋯⋯⋯⋯⋯

第二章计划管理⋯⋯⋯⋯⋯⋯⋯⋯⋯⋯．．．⋯一．·6⋯⋯．．⋯⋯．

第一节机构沿革和任务⋯⋯⋯⋯⋯⋯：⋯⋯⋯⋯⋯⋯··

第二节计划编制的组织与分工⋯⋯⋯⋯⋯⋯⋯⋯⋯⋯．

第三节经济活动分析⋯⋯⋯⋯⋯⋯⋯⋯⋯⋯⋯⋯．j⋯．

第四节。统计工作⋯⋯⋯·：⋯··Q 0 0 0 O o a⋯⋯⋯⋯⋯⋯⋯⋯

第五节经济责任制⋯⋯⋯⋯⋯⋯⋯⋯⋯⋯⋯⋯⋯⋯⋯

第三章财务管理⋯⋯¨⋯⋯⋯⋯⋯⋯⋯⋯．．．．⋯⋯⋯⋯⋯⋯

第一节机构沿革和任务⋯⋯⋯⋯⋯⋯⋯⋯⋯⋯⋯⋯⋯

第二节财务成本管理⋯⋯⋯⋯⋯⋯⋯⋯⋯⋯⋯⋯⋯⋯

第三节 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和专用基金的管理⋯：⋯．．

第四节财会人员的培训．．⋯⋯⋯⋯⋯⋯⋯⋯⋯⋯⋯⋯．

第四章 劳动、人事管理⋯⋯⋯⋯⋯⋯⋯⋯⋯⋯⋯⋯⋯⋯⋯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 劳动组织和劳动指标⋯⋯⋯⋯⋯⋯⋯⋯⋯⋯⋯

第三节定额管理⋯⋯⋯⋯⋯⋯⋯⋯·：⋯⋯⋯⋯⋯⋯⋯．

第四节工资管理⋯⋯⋯⋯⋯⋯⋯⋯⋯⋯⋯⋯⋯⋯⋯⋯

第五节人事管理⋯⋯⋯⋯⋯⋯：．j⋯⋯⋯⋯⋯⋯：⋯⋯．．

第五章供应销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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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物资供应⋯⋯⋯⋯⋯⋯⋯⋯⋯⋯⋯⋯⋯⋯⋯⋯(301)．

第．二节产品销售⋯⋯⋯⋯⋯⋯⋯⋯⋯⋯⋯··?⋯．．．⋯·。j(310)

第三节售后服务⋯⋯⋯⋯⋯⋯⋯．．．．⋯⋯⋯⋯⋯⋯⋯、⋯，(311)

第六章交通运输⋯⋯⋯⋯⋯⋯⋯⋯．．．⋯⋯⋯⋯⋯，．．⋯⋯⋯·(312)‘

第一节机构沿革⋯⋯⋯⋯⋯⋯⋯⋯⋯⋯⋯⋯··?⋯⋯⋯·(312)

第二节陆路运输··：⋯⋯⋯⋯¨⋯⋯⋯⋯⋯⋯⋯⋯⋯⋯(312)

第三节水路运输⋯⋯⋯⋯⋯⋯⋯⋯⋯⋯⋯⋯⋯⋯⋯⋯(316)

第四节．车辆保修⋯⋯⋯⋯⋯”，·：_⋯··：⋯⋯”．⋯?⋯一⋯(316)：。
，。

’

。?·，，

一一
’

。

第六篇 党群工作’。 ，一，
⋯⋯‘

，
●，5

，^，’
‘．

^

l
’‘

’5 一 一，

第一章党委主要工作⋯⋯⋯一，⋯⋯⋯⋯⋯⋯⋯⋯⋯．．．⋯⋯·．(321)：

第一节 恢复和扩建时期 。

，。．|．

+·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_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五年)⋯．．．⋯⋯(322)
●

●

发展和调整时期 ⋯⋯
，．；．

‘。⋯。
，1，

．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四月)··⋯⋯⋯t(323)

“文化大革命一时期 ‘、

·，、
，

1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326)

新的调整和发展时期． ，-
●

(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八五年)⋯⋯⋯⋯

第二章党的组织工作⋯⋯．⋯⋯⋯⋯⋯⋯⋯⋯⋯⋯⋯⋯⋯⋯

第_节机构设置和沿革⋯⋯⋯⋯⋯⋯⋯⋯⋯⋯．．⋯⋯·
、

第二节历次党代表大会⋯⋯⋯⋯⋯⋯⋯⋯⋯⋯⋯⋯⋯

第三节党的组织建设⋯⋯⋯⋯⋯⋯⋯⋯⋯⋯⋯⋯⋯⋯

． 第四节干部工作⋯⋯⋯⋯⋯⋯⋯⋯⋯⋯?；⋯⋯⋯⋯⋯·

第三章党的宣传工作_⋯⋯⋯⋯⋯⋯⋯⋯⋯⋯⋯⋯⋯⋯．．． 、一、、一、、_、、-、、-、、_、、一、

7

2

2

2

；7

3

7

2

3

3

3，3

4

4

5

．

3

3

3

3

3

3

3，_，，～，●、，●一，，一，，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机构设置和沿革⋯⋯⋯⋯⋯⋯⋯⋯⋯⋯⋯⋯⋯(347)

第二节 宣传教育工作⋯⋯⋯⋯⋯⋯⋯⋯⋯⋯⋯⋯⋯⋯(348)

。第三节理论教育工作⋯⋯⋯⋯⋯⋯⋯⋯⋯⋯⋯⋯⋯⋯(351)
～

第四节侨氟统战工作⋯⋯⋯·：⋯⋯⋯⋯⋯⋯⋯⋯⋯·(353)’

一第五节 主要宣传形式⋯⋯⋯⋯⋯⋯⋯⋯⋯⋯⋯⋯⋯⋯(354) ．

第四章‘党的纪律检查工作⋯⋯⋯⋯⋯⋯⋯⋯⋯⋯⋯⋯⋯⋯(356)

，“第一节机构设置和沿革⋯⋯⋯⋯⋯⋯⋯．．．⋯⋯⋯⋯⋯(356)

r、第二节主要任务及其活动⋯⋯⋯⋯⋯⋯⋯⋯⋯⋯⋯⋯(357)

．笫五章工会工作⋯⋯⋯⋯⋯⋯⋯⋯⋯⋯⋯⋯⋯⋯⋯⋯⋯⋯(361)

第一节概况⋯⋯⋯⋯⋯⋯⋯⋯⋯⋯⋯⋯g o O 0 0t o O O O,m OI Q 0⋯(361)。

。。第二节历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365)’

第三节劳动竞赛⋯⋯⋯⋯⋯⋯⋯⋯．．．⋯⋯⋯⋯⋯⋯⋯(369)

第四节劳保福利及财务⋯⋯⋯⋯⋯⋯⋯⋯⋯⋯⋯⋯⋯(374)

·第五节女工工作⋯⋯⋯⋯⋯⋯⋯⋯⋯⋯⋯⋯⋯⋯⋯⋯(376)

第六节退休职工的管理⋯⋯⋯⋯⋯⋯⋯⋯⋯⋯⋯⋯⋯’(377)

第七节文娱体育⋯⋯⋯⋯⋯⋯⋯⋯⋯⋯⋯⋯⋯⋯⋯⋯(378)

第六章共青团⋯⋯⋯⋯⋯⋯⋯⋯⋯⋯⋯⋯··：⋯⋯⋯⋯⋯⋯(384)

第一节机构沿革⋯⋯⋯二⋯⋯⋯⋯⋯⋯⋯⋯⋯⋯⋯⋯··(384)

第二节历次团代会⋯⋯⋯⋯⋯⋯⋯⋯⋯⋯⋯⋯⋯⋯⋯(385)

√ 第三节 团的主要工作及活动¨⋯⋯⋯⋯⋯⋯⋯⋯⋯⋯(387) ’c

第七章人民武装⋯⋯⋯⋯⋯⋯⋯⋯⋯⋯⋯⋯⋯⋯⋯⋯⋯⋯C391)

。第一节机构沿革及主要任务⋯⋯⋯⋯⋯⋯··：⋯⋯⋯⋯(391)

第二节 民兵工作⋯⋯⋯⋯⋯⋯⋯⋯⋯⋯⋯⋯⋯⋯⋯⋯(392)

‘。 第三节征兵和退伍工作⋯⋯⋯⋯⋯⋯⋯⋯⋯小⋯⋯⋯(396)
。

第四节人民防空工作⋯⋯⋯⋯⋯⋯⋯⋯⋯⋯⋯⋯⋯⋯(397) ．

6



第八章 治安保卫人民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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