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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张 之 业

烟台已被公认为中国钟表工业的发祥地。自一九一五年李东山

先生首创冲国第一家造钟厂起，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在旧中

国，造钟业这枝民族工业之花，虽能在烟台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

与繁衍，但终团国家政治腐败， 战事不断， 民不聊生， 而屡遭磨

难，几经衰败。及至全国解放前夕，李东山先生首创的“德顺兴”

钟厂及其后来相继而起的其他几家钟厂均已濒临倒闭的绝境。新中

国的诞生，使烟台的钟表工业犹如枯木逢春，久旱得雨。建l雪-J-

多年来，在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在地方各级政府的关怀和扶

持下，烟台的钟表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实行

专业化分工以后，烟台木钟厂已逐步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造钟企

业， “北极星”牌木钟的产量、质量和花色品种逐年增加，效益不

断提高，十五天报时木钟两次获得国家银质奖， “北极星”商标蜚

声中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给企

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4。近年来，烟台木钟厂通过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和设备，积极开发人才资源，推进技术革新，从而加快了技术

改造的步伐，并开始向石英化迈进。不久的将来，烟台木钟厂必将

以现代化造钟企业的全新姿态，屹立于中国大地，跻身于世界钟表

巨匠之林。

烟台造钟业从诞生到现在．倒了门。代人的不懈奋斗，其中既
有先驱者们披荆斩棘艰矽徽驯舅露逮洧后继者们继往开来不断



开拓创新的贡献，既有可贵的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也有经验教训值

得总结和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为了当今。当此

党中央的方针、路线、政策深得民心，国家安定团结、 “四化”大

业蓬勃发展的盛世之时，编修烟台木钟厂厂志，确是一件有益当

代，惠及后世的大事好事。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编写史志必须

遵循的原则。为了如实描绘出烟台造钟工业所走过的历程，编志办

公室的商志们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

作，翻阅了许多i历史资料，在文字上反复推敲提炼，力求准确详

实。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求实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也向

厂内外所有积极为编写本厂志提供资料和线索的同志表示衷心感

谢。
。

’七十年可算一段不短的历史，其间钟厂有分有合，机构人员更

迭繁复，厂房设备、工艺技术不断改造更新，大小事件多如繁星，

而且收集到的文字资料常常是残缺不全，口碑资料又往往众说不

一，这正是编撰厂志的困难所在。．现在虽经编志办全体同志的同心

协力，终于成稿付印：但其中遗漏谬误在所难免，因此希望厂内外

广大读者阅后予以批评指正。
“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日



凡 例

附《山东烟台木钟厂志》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本厂近七

十年发展史迹的综合性资料书。
f

一、编志指导思想：

本厂志P／,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思想上坚持与党的卡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j

二、编志的目的：

本厂志比较全面系统地把我厂自创建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发展状况记载下来为企业的进一_步建设和发展提供依

据，为省、市轻工志的编撰，提供参考，为对本厂职工进行历史和

优良传统教育提供真实的教材。

兰、体 例：

本心-,2--书的体例：由记、志、传、图、表、录六种体裁组成。志

为主体，设章、节、目三层结构。章与章并列为横，章、剪、，目上

下为纵，以时代为径，以事实为纬’，纵横径纬相结合，分述全厂面

貌。并有图、表、格各归其类，内容安排是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

政治；先建设后生产；先生产后管理。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据事直书、力求文字准确，力避假话，套话、空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篇 目：

本厂志以概述、建置沿革、基本建设与技术改造、生产经营、

企业管理、党群组织、科技与教育、职工队伍与生活福利、人物、

外事交往共十章。前有目录序言、凡例、大事记。附录莫各章之

后，篇尾有后记。 ．

五、资 料：

本厂志所用资料分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文字资料

多数取自档案和图书报刊；口碑资料主要是采访、调查、召开座谈

会所得，实物和数字向各科室车间索取，数字资料以业务主管科室

年报为准。

六、断 限：

本厂志上限自一九一五年，断限于·九八五年，重点放在七五

年以后。
、

．

七、人物记载：‘

本厂志对人物记载，坚持以正面人物为主和生不立传的原则，

分两种情况，一是对已去世的崔4始人给予立传，二是对省级以上劳

动模范写生平简介，三是对出席市以上先进代表会议的列人物表：

八、名 称：． 一

本厂名称原为“烟台第一钟表厂”，现为“烟台木钟厂”，故

本厂志定名为《烟台木钟厂志》，称呼按阶段。

附：厂区地理位置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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