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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城丝绸厂

2厂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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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张玉珉

《海城丝绸厂志》已出版成书，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是

全厂职工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它的编写成功，是修志同志，在各级

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下，劳神疾笔，倾注滴滴心血

完成的．至此，我向所有为此志书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谢意和祝

贺．’

《海城丝绸厂志》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和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为准绳编写的。基本体现了社

会主义新志书的特点和要求．

《海城丝绸厂志》以现实为主，略古详今，谨慎持重剪裁取

舍，有详有略，横排纵述了工厂百年历史演变过程．它迄始于-八

五一年海城蚕业的兴起，终止于一九八五年海城丝绸厂蓬勃发展的

今天，反映了解放前后的巨变．它记述了海城缫丝业在清末封建王

朝，东北军阀统治下缓慢地发展状况；记述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国

民党统治下的衰败景象·它也记述了解放后海城丝绸工人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以主人翁姿态投入到开发海城丝绸事业的建设社会主

义的精神风貌，使经营分散、生产落后单一的作坊生产方式，发展

成具有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品种繁多、花色多样，中外享有盛誉

的东北最大丝绸联合企业的过程．

《海城丝绸厂志》是一面镜子，它真实地，详尽地再现了海城丝



绸厂历史．目的在于使我们及后来人从中体会到海城丝绸厂发展到

今天，走过的艰难而漫长的道路，是经过风风雨雨的，是来之不易

的，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受到启迪和鼓舞，从而激励全厂职工在

新的历史时期中，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勇于开拓，

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激发起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海

绸、建海绸的热情，让海城丝绸厂这簇鲜花盛开在欣欣向荣的中国

社会主义土地上。

让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决议》指导下，以

改革创新的精神，奋发向上，用聪明才智，勤劳双手，再创丰功伟

绩，续写《海城丝绸厂志》．

在《海城丝绸厂志》同广大职工见面之际，略陈数语，不足为

序，权当开篇之话．。· ．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



凡 例

l、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略古详今真实地记载了工厂历

史发展状况．

2、本志记事上限起子l 850年，下限止于1985年未·
· 3、本志体别基本采用述、记、志、传、 图、 表等体裁，按

篇、章、节层次结构。内容上横排竖写，史志结合．

4、由于工厂历史较久，为便于凄者对工厂全面了解，概述部

分适当增加一些内容，编者力求做到文字简炼。‘

5、海城茧站、外部加工点，现虽不隶属本厂，但因历史渊源

无法害6断，故列入本志第七篇中．

6，时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不采用旧历纪年法．

7、数字书写，力求规范，文内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8．本志资料，出自省档案馆，本厂档案室和其它一些历史文

献及车间部门、工人干部口述．选用时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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