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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钢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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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根据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的指示与要求，经莱钢党政领导研

究决定，在编纂《莱钢志》的同时，主要生产厂矿单位也编辑出版

分厂志。

莱芜钢铁厂第二钢厂，是莱钢炼钢轧钢的主要生产厂。对编写

《莱钢第二钢厂志》二钢厂领导很重视，1984年6月曾以二钢党字

(1984)第29号文成立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于德法，副主任方文

兴，委员1 1人，下设厂志办公室，徐文昌任主任，宋占祥任副主任。

1984年84又以Z-钢党字(1984)第41号文增补程俊卿为厂志编纂委

员会委员，兼厂志办公室副主任、主编，厂志办公室专职工作人员3

人、联络人员28人。至1990年3月，炼钢便字(1990)第18号文调整充实

厂志编写委员会，设顾问2人，主任1人，副主任2人，。：委员14人，设

主编1人，副主编3人。在厂志编写委员会领导下，在原厂志办公室

形成初稿的基础上，反复审查、讨论、修改、补充，将断限下限由

1984年统一延长到1985年，并经党政主要领导阅改，最后定稿。本

志以生产建设为主线，重点突出企业管理，采取史志结合，以志为

主的方法，力求史料翔实，文字简炼，寓理事实，努力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务求真实、准确、可靠，具有资政，教育，‘存

史之功用。

《莱钢第二钢厂志》(第一卷)，上自1970年筹建开始，下到

1985年124为止。采用记述体，图文并茂。全书共分概况、基本建

设，生产、管理，生活福利与文教卫生、党群．大事记等7篇，共

23章，69节，另有附录，总计1 12r字。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得到了莱钢总厂

厂志办公室的指导，本厂有关单位以及曾在本厂任职的老同志给予

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写厂志是一项新兴的文化事业，编志人员水平所限，又

不熟悉编志工作业务，加之当时管理机构不健全，资料欠缺，数据

佚失，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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