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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沙市棉纺织印染厂，t，直属湖北省

、印染专业分为两个厂。“一九A．--年

全民所有制企业，位于沙市东区北京

路东段，占地面积三十七万多平方米，现有七千多名职工。．．九六五

年筹建至今已有二十年历史，虽然经历了各个曲折时期，但在党的领

导下，全体职工的努力，生产不断发展，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曾

多次被评为沙市市先进企业，+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企业整顿验收合格。‘I

’从÷九七O年正式投产至一九八五年，已为国家积累资金达四亿

二千多万元，相当于建厂初期总投资的十二倍。近年来，我厂利润总

额占沙市纺织行业创利的四分之一以上。+．
～ ”

■

总结前人的经验，探索生产发展规律，扬长避短，鉴往知来。我们

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以略古详今的手法，客观地分析和真实地记载

了我厂二十年的发展史实，写成了这本厂志。
。j

‘

厂志编写的断限时间从一九六五年筹建蓟一九八五年底止，侧重

于近年情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作较细的记述。‘雌

，厂志由生产建设、企业管理、教育2r．作、党群建设、职_72福利，

工厂荣誉和模范人物等六章三十二节组成。

生产建设反映了我厂在艰苦创业中迅速发展，从建厂投产到走上

正轨，以致成为产质量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现代化纺织厂，记载了

设备及技术改造，工艺及产品的发展、最后写出了．72厂发展的方向

——科研和技术革新现代化管理及节能等新技术的应用。

企业管理中，首先记述了以改革为中心的管理机构的沿革，接着

详细记述了计划管理、原料及产品销售管理、技术和质量管理，设备

管理，劳动管理，物资管理，财务成本管理，安全保卫等八个方面管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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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现状和经验教{；}11，为今后科学管理提供了基础．

教育工作篇主要记述了职工教育的状况和对人才的培养，同时

介绍了技工学校和子弟学校的发展．

党群建设反映了党委领导、各群团组织的建设及其活动，思想

治工作对完成生产任务所起的保证作用，也简单地记录了历年主要

治运动和对生产的影响。

生活管理和职工福利以生活区的住宅建设为重点，反映了职工

利的变化。还记述了职工食堂、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等生活福利设施

和电影院、图书室等文化娱乐设施的变化。

第六章记录了我厂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和获

得的荣誉。业记载了模范人物和先进标兵的主要事迹．

最舌，以大事年丧的形式再次系统地记述了我厂的重大历史事

沣， ’．『霪使人对我厂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

下面是我厂二t年变化始末的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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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生1产建设

“：，_’‘第一节j’沙棉的诞生和发展

，

。o’o”、‘，7 r：7’

我厂于-九六五年开始筹备兴建的。原名为湖北省沙市棉纺织印

染厂，‘规模为八-万三千枚纱锭，二千五百台布机和整套印染设备。设
计年产棉纱16595．5吨、棉布7027万米和二百万匹印染布的大型棉纺

织印染联合企业，主要生产棉纺织大路产品，‘满足荆州地区广大城乡

．人民的衣着之需． ．-，：“、’
·

“

： ．一

_“
'’

～ ’T

’，

41
，，

． ，7 ，
11

’

j‘一、建厂的原由和选址。 t ： ：． -·

j』|’、。‘。：．‘： 一。¨’ 。一、j‘，．i ．

，．

～
”

‘

。

沙市地处产棉区-湖北省荆州地区地处江汉平原，‘是湖北省主要

产棉区，一．九六四年，荆州专区棉花总产量达286万担，占全省棉花总产

。量一半以上，沙市周围的松滋、公安，‘江陵、石首、荆门、潜江、t监‘

利等又是荆州地区的产棉地：其中每年经沙市集运的原棉‘就有50万

担之多，原棉供应充足．
。

。

。

。

t1：。荆州地区还是粮油产地；境内多湖泊沼泽，是鱼米之乡，’发展工

业有良好的农业基础．
：+一

．、_ ．t“
’1

沙市位于荆州地区中部0与地区境内十几个县和襄阳地区及湖南

省有公路相通之外，其位置滨临长江，上可通宜昌、‘恩施，万县、·重

庆、下通武汉和上海，交通可谓四通八达。很早以来，沙市是江汉平
’

原粮棉油的集散地．是荆州地区的经济中心． ，·

拉一 ．+

，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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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不发达 解放初期，沙市只有8400纱锭和几家小手工业，

作坊，没有一台自动织机．一九五二年增加到24808个锭子，一九五八

年大跃进时，又发展了25000个锭子，便增加49400锭。尽管这样，

纺织工业仍不适应荆州地区棉花生产的发展．
’’

第一次筹建 一九五四年，原湖北省工业厅向上级建议在沙市建

个五万锭的纱厂，经中南纺织局批准后，于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

日，任命原沙市市长王景川和油厂党委书记秦忠负责筹建。六月份成

立了筹建．处，厂址预选在玉和平和太师渊两处，从市内各单位抽调了

300名干部和工人开展筹建工作．

天不逢时，一九五四年的七，八、九三个月问，连续下了69天的

连绵阴雨，长江水位高达44．67米，砂市受到严重的洪水威胁，因此，

中央和省决定停建，当年十二月撤消了筹建处。

第二次筹建 此后，省里曾几次向中央申请建厂，但都以沙市不

安全、湿度大为由，未予批准。

六十年代，国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也急需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纺

织工业，满足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衣着的需要，当时中南六省有

个分X-，其中湖北分工搞轻纺，省内也分工沙市搞纺织，：、因此，一九

六五年，湖北省轻化工业厅再次向中央申请，在荆州与沙市之间建

厂。纺织工业部也派员来沙调查，韭与荆州地委交换意见，对建厂后

扩大城市人口、增加粮食供应负担等问题统一了认识，认为沙市有建
厂的条件．

纺织工业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根据国家计委(65)．计经字57 5

号文件委托，以(65)纺计字第3503号文件批复了，湖北省计委关于建设

沙市棉纺织印染厂的设计任务书．芷确定这个厂要面向农村，-』多吃原

棉，搞纯棉中低档产品． ． ．--。，。。’ ．

．厂址选择 一九六五年八月，纺织工业部设计院会同湖北省轻化

工业厅组成选厂工作组来沙市选择厂址，．拟建地有三个：一是甫湖，．
2



二是新电厂下面近五七码头的堤外空地，‘三是东区沙钢旧址．．三处比

较，‘南湖虽靠江边，但菜地多，居民多，搬迁工作量大，还要建二座

投资40万元的7次变电站，缺乏排除印染污水的条件等而落选。．新电“

厂下首堤外，_则受洪水威胁，且比较潮湿，因防洪防潮问题难解决又

告落选．沙钢旧址良田少，水塘多，，拆迁房子费用不大，排污条件，

好，附近有几栋仓库和民房可资临时筹建使用，加之地处近郊，交通

便利，．以及能与规划的市政建设结合，；方便职工生活等，有得天独厚

的有利条件而中选．‘，一‘’．，．：。 7i．，：一．，I．?
‘

’i j：’!．：。·一

厂房设计⋯，最后确定厂址的绝对位置为东径1 12。1 67，北纬30。18，

其座落方位北临北京路，南靠荆江大堤下的跃进路，，东与橡胶厂．+相

邻，．西连丝织厂和粮食仓库(现与沙市印染厂相邻)。西距市政府约3．4

公里(见地理位置图)．’由于城市建设规划的影响，．场地条．件受限

制，厂区用地较窄，1’主厂房的方位偏甫达40余度，一：不能南北向，．布置。

锯齿形厂房有困难j加之气候湿热，部设计组建议搞无窗厂：房j’：但

本市持不同意见，jj后经双方协商，按中央纺织工业部意见，’纺织生产

车间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无窗厂房，日光灯照明和机械送排
风。印染车间采用气楼式厂房． +‘】_ ．{．；j■

?

、。：7． ．’

’

·：～-=}。：，’o， ：：’j； ‘j⋯ 一√、f一。 一
’

’．， ‘ ： 7． ；

㈠一：二i筹建处成’立和基建 i
。

‘7．；’|。，。．、j，i 0：?；：：，j

t．‘‘．揭开筹建序幕．¨厂址选定以后∥纺织工业部设计院院长俞鲤庭和

省纺织局负责入与沙市正副市长及有关．k员，。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九

日举行了有关现场施工问题座谈会。对征用土地。拆迂民房。‘-回填土

方、供给电源j≯铺设道路(市里拿出四万元修北京路便道，为建厂运输

提供方便)以及设计分工达成了协议，揭开筹建i作序幕。”。。≯：．'

⋯成立筹建处、，沙市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于-．九六五年十月=’十二

日，以(65)沙会_T-字20号文通知，。组建了“沙市棉纺织印染厂筹建

处一，由市经委主任张立政任筹建处主任，郝嘉彬、r程殿平任副主任．
3



办公室暂设财政局，开始启用筹建处印章．同年十月二十七日成立

搿沙市棉纺织印染厂建设指挥部”，兰田任指挥长，张立政、郝嘉彬、

程殿平任副指挥长。一九六六年初，．又成立了工地党委及现场指挥

部，市长钟浩兼任工地党委书记、指挥长、纺建二处和我厂的负责同

志分别任副书记和副指挥长。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正式启用．搿湖北

省沙市棉纺织印染厂一印章。筹建初期，全市抽调了46人来厂组成了

基建、材料、财务、总务、人事等五个小组开展工作，t钟浩市长还亲

自到宜昌去解决货源，市民船队组织了几十只船运输三材和地方材

料，交通局也组织了二百多部板车加强短途运输力量，把源源不断的

到港物资运往工地现场． ·．
。．+．

征用土地、平整地基 经省人民政府(65)鄂政字325号文批准，建

厂征用土地480亩，(以(66)鄂政民字第946号文批准二期征用土地

50．81亩)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份开始办理手续，被征用土地的生产队有

郊区胜利公社五星大队，杨林大队、柳林大队，胜利大队，前进大队、’胜

利渔场农业队等。所征用土地除有一部分耕地外，其余一片荒芜，有

很多东西狭长的大小水塘，水塘周围长年积水蓝长满芦苇等野生植物

的池沼泽地，需要填平夯实。为此，从一九六六年一月开始，‘在土建施

工队进场前后，松滋来了一千多民工支援平整土地，把附近800米长

的杨林堤共11万土方回填我厂约七万平方的厂房地基上，厂基上升80

--i00厘米。地基勘探工作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结束，荆江大堤内外共

钻了1 33个孔眼(孔深6—8米，个别深1 5米)，韭按规定进行了回

填，，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挖填，平整土地等各种施工准备工作．

设计和施工 根据纺织工业部与有关方面协商，生产区工程由纺

织工业部设计院设计，其土建和通用设备安装则由纺织工业部建筑安

装公寸第二工程处(简称纺建二处)和纺建机电六处分别担任。电厂

奎我厂的两个回路的高压输电线路，由沙市供电局负责施工．生活区

道路和下水管道工程则由市政工区担任．+， 一．’j ，
．：

．施工进度 纺建二处一千五百多人的，施工队伍于一九六五年十二
4



月开始从河南郑州陆续迁来沙市，进行施工准备．其他施工队伍也相

J’继于六六年初进入工地。在回填平整土地的基础上，开始了建厂的基

础工程，挖杯口柱基。几家施工队伍汇集一起，力量雄厚，吊装设备

齐全，建筑材料来源充裕，甲乙双方工作协调一致，施工进度很快，

至九月中旬主厂房结顶，十月一日进行了庆祝活动。六七年初，厂房

屋面工程全部完工，地坪等室内工程进度也快，均已提供组线和预埋

螺栓等条件。原棉仓库、临时锅炉房、办公室等已经竣工j后因搿文

革，：动乱，收尾工程和安装工作受到影响。到一九七O年正式，投产

前，厂区建筑有52614平方米的主厂房，一万多平方米的各类仓库和共

有1963平方米的两个食堂以及其他辅助生产设施． ．

-’‘一九七七年分厂，部分生产、生活和办公用建筑分给印染厂，往

后又几经改造和扩建，新增托儿所、办公大楼、整理车间、新‘机电车

间等j到一九八五年，生产区主要建筑面积分列如下： ．

， 。‘

建筑面积。 建筑费用
工 程 项 目 结算年份 备 ‘。

： ．注
(平方米) (万元)

主 厂’ 房 ， 69 526l●．24’ 801．33．
+- z，／?：j‘鼍 。|{

，一
扩建整理车间 80 5116 87．70

“；+ ：，
；一

。

新建机电车间 85 5559．89 约89’
·～

．

原棉成品仓库 69—70 9741．58 ．82．78 现改机物料库2490米2。．、
．r．X ．、。

’

? 。·

其他各类仓库 各年 1．371．52 9．58
f●

’
一’ ．! 一

办 公 室 69，80 3373．41 42．60 分厂后加新建的实际面积
‘

回花小车问 72 300 1．98

一
L·～r1

，

皮一辊 ‘间 72 46S．78 ‘．T4
。

：
。， j．

，2

机电机修老车间 69—77 ,2650‘1 17．99 分广后实际数； ：√

厂区食堂锅炉房。 ：69—79 2101．8 II．52 分厂后实际数。_¨
。

’

清花自动出地洞：． 79 135j5 2．17
‘

．‘ 1．

’’

‘j·
‘

“

托儿所大楼 78
’

2280 25．17．

5



续 表

工 程 项． 日 结算年份
建筑面积 建筑费用

注 备
● (平方米) (万元)

＼

蒙纱调浆，楼 80 248．8 3．39

小 汽 车 库 80 1026 ．10．64

供销汽车库 80 1000 10．39

自 行 车 库 81，84 900 4．67

厂 新 大 门 83 450 9．00

细纱筒管间 85 1310 约12．20

原 棉 货 棚 85 823

溴化锂制冷工程 85 735

露 天 仓 库 74 1120 1．44

其他各类建筑+ ‘69—80 3530．09 29．24

厂 区 道 路 69—80 11120 19．08

深 井 泵 房 250 52．00

印染部分动工 在纺织部分的生产、生活设施大型工程顺利施工

的时候，纺织工业部根据国家计委(65)计轻字第575号文的委托，于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以(66)‘纺计字3 50号文批准印染部分的建设计

划。一九六六年九月，印染基建工程动工，一九六七年六月主厂结

顶，附属工程陆续完工，后因动‘乱加剧，土建工程一直到一九六八年

七月才提供安装条件。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日设计和制造设备的单位来

我厂对国产新型棉印染设备进行鉴定．六九年三季度试车投产，年底

形成了印染工序一条龙的作业线。

电汽工程和临时锅炉房 在建筑主厂房的同时，从热电厂到我厂

长2．4公里的两个回路的高压(10千伏)输电线也开始架设，分别于一

九六七年和一九七O年送电，耗资7．83万元。

根据省计委关于沙市有关工厂集中由沙市热电厂供汽的通知精

6 ·



神j‘供汽工程由热电厂负责施工，全部投资80万元，拟从我厂投资中

拨给，该厂于r九七。年七月正式对我厂供汽． ’’：，

。．为了临时给纺织浆纱供热供汽，建设主厂房的同时，在厂房的北

端建设了临时锅炉房，耗资25万元，选用’300马力兰开夏锅炉四台，配

用直径1．3米高30米的烟囱。。九七。年起改烧原油。同年五月三日晚

上油池失火后，安全受到威胁，一九七三年三月，，油池改建于生活区，建

筑了一座容积100吨的地下油池，通过管道输送至锅炉房：一九七二年

以后，热电厂通过供汽管道给印染供汽后，纺织也使用一部分蒸汽，

临时锅炉房就逐老仃烧，只开部分以补充供汽之不足．一九七六年下

半年全部拆除，锅炉由省纺织局调给兄弟厂使用．。 一一

棉花码头 为水运棉花提供交通条件，中纺部与沙市市政府签订

合同，、．把石油站近处沿江一带划归我厂修建专用码头，．一九六六年建

成，’水域面积为3000平方米(长100米，宽430米)⋯河岸面积180平方

米，建有117平方米的警卫室．一九七O年，在靠近厂区附近的荆江

大堤北坡上，发动群众，利用码头投资节余资金修了一条长约100多

米的滑坡．整个码头及运输道路的总投资为18．41万元j现在沙市地

名志上称为“棉龙码头一．

三、技术力量的调进和招工 二

、，一，。·．- ’__『” 。t’|。，‘ j一

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调进·一九六六年二月，纺织部由河南新乡

化纤厂调来36名技术干部和4名行政干部，接着又陆续从上海、 天

津、．石家庄等地调来工程师和一批技术干部，共计一百多人，为筹建

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条件：：’4 ’．。，j 。oi i‘

一九六七年，先后从武汉、河南、西安、．右家庄等地调来的老工

人，进行设备安装和试车生产。 ’，j

’

。9 l^+

，’。．
．

招工培训’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在沙市招收保全保养工及试验工

近四百人，他们进厂后，分批送外地培训，其中保定有130多人t天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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