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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李菊香

在庆祝彩印厂诞辰40周年的时候，大家盼望已久的《彩印厂志》编辑出出

了，它是全厂新老职工40年来艰苦创业的结晶。对《彩印厂志》的编辑出版．我孝

示热烈的祝贺。

株洲市彩色印刷厂，是株洲市建市时仅有的四家地方国营企业之一，它酗

前身为株洲公营印刷厂。1991年10月是它建厂40周年纪念。

四十年来．株洲市彩色印刷厂(以下简称彩印厂)，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磐

历艰难里程．发展成为本省比较现代化的彩色印刷骨干厂家之一。

四十年来彩印厂全体职工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胸怀祖国，

以厂为家．无论是在建厂初期的艰苦岁月，还是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六

革命”的动乱年代，都始终坚守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匿

难，完成国家任务。始终坚持发扬了艰苦创业、勤俭办厂、文明守纪、开拓创新酡

企业精神，不断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技术水平。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全厂职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不断改善企业管理，加速技术进步．使各方面工

作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工厂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而跨进了省先进企

业行列。我们虽取得很大成绩，但与全国先进印刷行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特

别是产品质量阿题，“产品质量是工厂的生命’’，今后将作为首要问题，下狠心改

进，希望得到全厂职工予以支持。

彩印厂是在上级各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关怀下，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全厂职工、干部、技术人员的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对他

们为完成各个时期的任务所作出的光辉业绩，我们永志不忘。值此建厂40周年

之际，为适应工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回顾历史，总

结经验，展望未来．深化改革．振兴彩印厂，我们编纂出版了《株洲市彩色印刷厂

厂志》(简称《彩印厂志》)。

《彩印厂志》将作为一部真实的历史记录和一本浓缩的数据资料手册，奉献

给全厂职工，使大家了解工厂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进一步促进工厂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彩印厂志》的编纂出版．是在工厂党支部领导下．全厂各部门与厂志编纂

办公室的共同努力，辛勤劳动的结果。为了编好厂志，工厂成立了厂志编纂领导

小组，下设厂志编纂办公室。全厂13人参加撰写，查阅了建厂40年来的19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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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走访了与厂有关的人员30人次。通过上下结合．经过反复讨论后，确定厂

志的撰写工作计划和章、节、目分类撰写，集体审查，修改后定稿。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原株洲镇、株洲市政府有关领导和株洲市地方志办

公室指导科及志办资料室、株洲市档案馆、湘潭县档案馆、市轻工局修志办的帮

助支持。工厂前任领导、离退休干部和调出的职工及在厂的职工。为我们提供了

许多宝贵的意见和资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纂厂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加之思想水平不高，人员

少．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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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株洲市彩色印刷厂，座落在株洲市建设南路市中心广场左侧．西临湘江，

桥．南靠株洲火车站，与电信大楼、湘江百货商店、湘江饭店四角鼎立。是全市矗

大的国营印刷厂，也是全省具有较先进设备的彩色骨干印刷厂家之一，1990匀

跨入省先进企业行列。四十年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创建和发展的六年(1952年——1957年)
1951年11月筹建，租用大胜岭一栋面积约110平方米的民房．市政府拨考

3000元．购买一台4开印刷机、一台元盘机和一些原材料物资，招收5名印刷剂

术工人，于1952年2月开业。名为“公营株洲印刷厂”．属市财经委员会领导

1954年迁解放西街93号，更名为“地方国营株洲印刷厂”。改属株洲市政府工蝴

科领导。1956年元月，市政府决定井入市印刷合作社，职工人数，由1956年底酆

71人增到136人。随着市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印刷生产能力远不能适应谛

场发展的需求．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全厂职工克服厂房狭小．宿舍拥挤的困难

将市政府投资基建项目款1 1500元用于购买设备。根据市场急需．成立纸盒车

间。

这段时期的产品，主要是一些工艺比较简单的小型号零杂件．学生作业谒

本．账册等产品。印刷设备落后．输纸用手摆．制动靠手摇脚踩．生产出来的半威

品全靠手工刀裁切，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职工能任劳任怨．以主人翁的责任感．

积极完成任务。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出了差错．当事人于夜深人静之时．偷偏

地加以改正。爱护国家财产．发扬节约一张纸，一滴油的精神，对机器自觉地绷

护保养．出了故障自己动手抢修。始终保持艰苦创业、勤俭办厂的光荣传统。

以厂养报的+年(1958年——1967年)
1 957年10月．中共株洲市委决定创办《株洲日报》，由株洲印刷厂承担印襁

《株洲日报》的任务。为了保证报纸按时出版，做到编排校印一条龙，1958年_元

月，市人民政府决定印刷厂戈|】为株洲日报社领导．更名为《株洲日报印刷厂》，迁

址建设南路1 5号，职工20]人。设备有对开机2部．4开机4部，元盘机15部干[

其它辅助配套设备。株洲市政府决定工厂实行以厂养报方针。同时承印招生试

卷等保密业务。并承担社会上一部分印刷任务。

1963年开始筹建株洲日报印刷厂大楼，在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全厂职

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筹建设资金。1966年5月大楼建成，印刷

厂与报社编辑部全部搬迁新建大楼内(即现在的厂址)。

印刷厂交报社管理后，职工发展到320人．机构设供销业务、生产、行政三个

股和制报、排字、机印、装订、纸盒五个车间。



这段时期，厂的装备与技术，由简单的手工操作凸版印刷为主，逐步转化到

有凸彩、平印与自动印刷体系。】959年开始，各种设备先后装上电动机，结束了

手摇脚踩的历史．六十年代初，学习外地经验，首先将元盘机改为自动输纸、升

纸、齐纸、停车自动化。接着4开、对开机亦实现自动化。

1962年成立凸彩印制试验组，开始用普通元盘和三开机印制彩色商标。

1963年成功地用三开平台和元盘机印制出601厂的出日“碳化钨”和河南安阳

“金钟”牌电池商标，获得顾客好评。但由于装备落后，成本高，效率低，有些印数

大，时间紧的产品无法承担。1964年从上海购进一台手摆续纸01胶印机和几台

配套制版设备，开始发展平印技术。

“文化大革命’’的+年(1966年——1976年)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12月，株洲日报被迫停刊。1968年元

月，印刷厂与株洲日报分家，改名为东方红印刷厂，隶属市轻化工业局，同年下

半年改属市委宣传部领导。原印报车间划归株洲日报社，成立报社印刷厂；原纸

盒车间改为株洲市纸箱厂(现为省外贸纸箱厂)；原保密组划归市委印刷所。

文化大革命开始，株洲日报受到冲击，领导班子瘫痪，生产指挥失控，印刷

厂成了重灾区．工厂工人部份停产闹“革命”，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规章制度被

废除，劳动纪律遭破坏，1967年生产倒退到1958年的水平，1969年第一次出现

企业亏损1．6万元。1970年后，原领导班子逐步出来主持工作，各项工作逐暂转

向正常。这段时间，主要印制毛泽东主席画像和《老三篇》等著作，及市委宣传部

编的《学习资料》，此外还承印社会上的包装装潢、广告说明书、书刊杂件和一些

派性传单。

伟大转折后的十四年(1977年——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及外贸日益繁荣，对包

装印刷产品的需求也日益扩大。印刷市场竞争激烈。1980年初，厂领导集中力量

抓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培训，开发新产品。1 981年产值比1 979年翻了番，其中

包装印刷品占总产值的70％以上．经市计划委员会同意，更名为株洲市彩色印

刷厂。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要继续大力整顿现有企

业的指示精神。于1980年5月至9月，及1983年，工厂进行两次整顿，建立健全

各项规章制度．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落实经济责任制．狠抓各项管理基础工

作。整顿与改革相结合．通过整顿，工厂面貌明显改观．经济效益得到提高，各项

经济技术指标，全面地稳步发展，人平均利润、资金利润率、产值利润、定额流动

资金周转天数、全员劳动生产率均超过省同行业平均先进水平。1984年4月，经

市有关领导机关检查考核验收，获株洲市人民政府颁发“企业全面整顿合格

证”，并荣获省、市人民政府授予企业全面整顿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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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起，开始进行企业升级的准备工作，抓住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这个

主题，开展抓管理、上等级的活动。经历了近两年SLYL,实实的工作，于1989年9

月，向上级提出申请省预备企业(即市先进企业)的报告，经上级有关机关验收

合格后，继续按省先进企业的标准要求，进一步开展“打基础、抓管理、讲效益、

上省先”的活动，1 990年经省、市有关专业部门的领导检查考核，验收台格，荣获

“省先进企业”的称号。

这段时期．厂依靠技术进步，不断更新技术装备，增强企业的后劲，从1981

年至1985年，投资109万元，先以凸彩设备进行全面更新，用了三年的时闻，对

原有陈旧落后的设备．全部更新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TM401一回转4开全自

动凸印机12台，08和ol胶印机各一台。1985年从日本引进不干胶印刷机一台

(套)和部份平版照相制版设备。这期的设备改造．取得了良好的效益。1985年完

成工业总产值420万元，为1980年的205％，实现利润57万元，为1 980年的

203％，上缴利税60万元，为1980年的223％，以上几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实现了

提前翻番的目标；1986年至1990年期间．投资325万元，从西德、日本等国家引

进配套平版制版设备(包括电子分色机)，与此同时，还更新了12台电化铝烫金

机。为尽快实现发展平印的重点，1 987年至1 989年，先后购进国产双色胶印机

两台，1991年9月又投资344万元引进西德密勒四色胶印机一台，从而使我厂

印刷装备朝着全自动、高速、多色现代化迈出了新的步伐，为实现“九、五”规划

和再提前翻番，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彩印厂建厂四十年来．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由一厂变四厂，职工人数由建

厂初的9人，发展到1991年的315人；印刷设备由几台落后的手摇脚踩印刷机．

发展到具有国际八十年代先进的设备水平，从单一的零杂件印刷产品．发展到

有平、凸设计制版、印刷、不干胶、复膜、转移印花等高、中档产品；经营业务，从

本地区发展到全国十几个省、市地区，并为国家外贸出VI包装装潢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在产品质量，经济效益方面，十一次获得省优和省厅优秀印刷产品奖．

包装设计奖作品，连续几年在全国、省、市的专业评比中获得160余次金、银奖、

中南星奖及优秀奖，有七次全国设计评选夺标。上缴国家税利，从1952年的0．

25万元，到1991年的1 10万元，增长440倍，四十年来实现上缴国家税利16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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