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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根据湖南省冶金．厅和长沙市委的指示及厂党委的安排，我们编

纂了《长沙钢厂志》第一卷。 ．

’我厂编志工作是从一九八三年五月开始的，同年七月初完成初

稿。七月底，将初稿印发到各级领导和车间、部门，组织全厂干部

职工讨论，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各种专题会议，修改审定，九月，

经厂党委审阅批准出版。从开始编写到出版历时五个月。． ．

本志书编纂的历史时期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共二十

五年的建厂历史。厂志的结构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用《概况》反映

长沙钢厂历史简貌。全书章目依次为：《概况》，《机构设置》、

《生产建设》、《企业管理》、《党群工作》、《生活福利》，共

分六章四十一节，并附有图表、照片和历年大亭记等，共十七万余

字．
’

、

在编志过程中，我们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以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从调查研究入手，查阅了

近一千八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力求尽可能全面地记载长沙钢厂在生

产建设和各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便对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为后代保存史料，造福于子孙起到应有的作用。由于编者

水平有限，时间仓促，加之史料不全，如有差错和不当之处，敬希

读者指正．



编志工作在党委的领导下，得到了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有关

方面工作人员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长沙钢厂志编纂办公室、，：

二九八三年九月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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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

长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它保存着许多名胜古迹，有

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人们敬仰和向往的地方。过去，长沙的工业

基础很薄弱，是一个消费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人

民物资、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长沙地

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现代化大生产的工业企业拔地而起，

长沙钢厂(简称长钢)是随着这一发展形势应运而生的。

’长钢，位于湖南省会一一长沙市东区王公塘、杨家山地区，东

连京广铁路，西接窑岭地区，：南靠妹子山，北邻曙光电子管厂和朝，

阳新村，工厂依南朝北而建。厂区占地面积一十七万九千A．g-T：方

米。人民路从厂门前通过，铁路专线直达厂内，交通十分方便。
一 长沙钢厂原名搿长沙东风炼钢轧钢厂”，一九六O年改名?长

沙市东风钢厂”，一九六二年停产转向，成立“长沙东风五金机械

修配厂”，一九六四年改名“长沙钢厂”， “文化大革命”中又称

“长‘沙市东风钢厂”，一九八一年恢复“长沙钢厂”厂名。t

长沙钢厂从一九五八年筹建，到一九八二年，经历了二十五年。

在建厂过程中，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长钢的建设经

历了。个由小到大、停产转向、恢复发展、整顿提高的马鞍形发展

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创建阶段
’

一九五八年初，长沙市手工业局金属联社准备筹办一个金属

1



压延厂。同年三至四月，选派了几名同志去上海学习热轧带钢技

术，同时，成立了金属压延厂筹备处。同年六月市委指示金属联社

要大办钢铁，根据市委指示精神，金属联社开始了土法炼钢。因该

社所属铸造社的场地有限，不适应大办钢铁的要求，便以压延厂筹

备处为基础，选择厂址筹办钢铁企业。七月，该筹备处迁移至王公

塘金属四社附近，以金属联社所属的三、八、二十五社为基础，成

立了长沙市东风轧钢厂筹备处，由马群同志负责。七月六日选定厂

址，七月八日动工兴建，当晚调集民工四百余人，一夜建成简易马

路一百多米。七月十六日，建成了炼钢、轧钢两个木结构简易厂

房。七月二十一日，半吨侧吹转炉炼出第一炉钢；九月二十六日，轧

’钢车间试轧成功，十月五日正式投产，轧制成qb36m／m的园钢，填

补了长沙地区无钢材的空白。
“

与此同时，经长沙市委、市重工业局批准于一九五八年七月成

立了长沙钢铁厂筹备处。该筹备处由杨明同志负责，设金线街十九
5

号。主要任务是筹办长沙特殊钢厂。随后，从商业战线抽调了三百

余名职工，分别送鞍钢、大冶等地进行培训。筹备处为选择厂址，

调配干部，培训技术骨干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因兴办特殊钢厂条件

不成熟，市委决定集中力量办好东风炼钢轧钢厂，撤销长沙钢铁厂

筹备处，筹备处所属干部、职工和物资于一九五九年二月全部转给

东风炼钢轧钢厂。长钢在筹办和初建时期，就是由这两支主要力量

为基础兴建起来的。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发出了全党全民大办钢

． 铁的号召。长沙东风炼钢轧钢厂一经出现，就得到省、市的重视。
． ，拨给资金、征购土地、招收职工、调配干部、购买设备、供水、供

电等方面都摆在优先地位，出现了一个边建设、边生产、。高速度发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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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阶段。 一 t

一 这个阶段，一是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职工们头顶青天，

， 脚踏草地，住草棚，睡民房，艰苦奋斗；各路支援大军汇集工地昼

． 夜施工。三年多时间，国家投资一千三百五十一万二千八百元，完

成基建投资额一千二百六十万八千五百元；先后建成了两个炼钢车

间，两个轧钢车间和为其服务的机修、炉衬车间，同时建成了部分

职工宿舍及相应的生产辅助设施。具有年产钢五万吨，钢材六万吨

的生产能力；职工人数达到二千三百六十三人；三年多时间共炼钢

四万零五百六十吨，轧制钢材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吨。

(二)、，停产转向阶段

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国家出现了国民经济暂时团难。为了战胜团

， 难，一九六一年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的八字

· 方针．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大上的企业进行了调整，动员职工精简下

放，支援农业。．长沙东风钢厂列入了全市重点调整精简的企业之

一。从一九六一年二月开始至一九六二年底，全厂分期分批调整和
‘

1下放职工二千二百六十二人，下放职工大部分返回农村参加农业生

产，一部分家住城市的职工，，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一九六二年六月

．停止了炼钢轧钢生产，到一九六三年底只剩下了五十人看厂护厂。

为了安置人员，开辟新的生产门路，抽调了几十名职工赴晋家山开

采石英矿，到一九六四年止，共开采石英矿八千余吨。抽调了一部

分职工，利用厂区的机修车间成立了长沙东风五金机械修配厂，生

产锄头、耙子、火炉、铁桶等日用小五金二十二个品种共四十二万

八千三百六十一件。另外，还接收了长沙市公安一处和樟木坝等地 ，

部分土地，办起了农场，搞农付业生产，渡过了暂时困难时期。
． 3



(三)、恢复阶段

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同年六月根据长沙市计

工字第0593号、冶生字第88号通知精神，恢复长沙东风钢厂，生

产小型型钢。并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改名长沙钢厂。除原留守人员

外，陆续抽调了部分职工回厂生产，一九六四年末职工总数达三百

四十二人。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当年国家投资一十四万四千九百

元，由于全厂职工以厂为家，修旧利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

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一十三个改造项目。投产后，当年生产钢材一

千五百五十八吨，出现盈利一万四千八百元。复产后生产形势一年

比一年好，经济效益一年比一年高。一九六五年生产钢材一万四千+

七百零五吨，实现利润四十七万七千五百元。一九六六年新建了一

个型铸车间，一个铁合金车间，生产钢材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一吨，

盈利九十七万八千三百元。轧钢生产基本得到恢复以后，准备集中

人力、物力恢复炼钢生产，争取在短期内生产出更多的钢和钢材支

援国家建设。但此时开展了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党的组织和

行政领导在企业都不能正常开展工作，无法建立正常生产秩序，已

得到恢复的轧钢生产下降，也推迟了恢复炼钢生产的宝贵时间。直

到一九七。年，根据湖南迅速建成工业省的设想，在省、市的支持

下，在二炼钢车间安装了三吨氧气顶吹转炉一座，三吨侧吹转炉一

座，八吨化铁炉一座和十五吨化铁炉一座，恢复了转炉炼钢生产线。

成立了炼钢车间、炉衬车间，新建了制氧车间。同时从城乡招收了

大批青年职工，充实了这些车间的劳动力，到一九七一年末，职工

人数达一千七百零八人。一九七一年炼钢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五吨。

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一年整整花了七年多时间，长沙钢厂才全面
～



恢复生产。 ．

，

一 一 ～ ∑ 。 ～

(四)、 “四人帮一严重干扰破坏时期

在全面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我厂调进了一大批工程技术

人员，职工队伍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干部经受了较长时间生产实践

的锻炼和考验，提高了管理水平，增长了才干；厂房得到了扩建和

+ 修缮，设备进行了更新，生产工艺有了新的进步，具备了稳产高产

的优良条件，生产水平应该有一个大的提高。然而正在这时， 搿四

人帮一掀起了所谓“批林批孔一和“反右倾翻案风一的高潮，严重

地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更广泛地打击和残害了广大干部。生产无人指

挥，工厂烟囱经常不冒烟，。机器不转动，停停打打，生产能力一直

没有发挥，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九七四年未生产一吨钢，一

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五年时间只生产钢材·三万九千零三十四

吨，炼钢二万八千六百七十吨；连年出现亏损，五年共亏损八百五

十三万五千九百元，给国家带来了损失，企业增添了困难。
’

(五)、新调整时期 。

·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为建厂以来的第五个时期。这个时

期的特点是，通过整顿，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调整生产结构，落

实党的一系列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生产稳步上升，经济效果显著

提高。

． 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

干部和职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开展企业整顿：动员全厂职工，努力投入四化一

建设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生产开始恢复上升，一九七八年炼钢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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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二千一百三十六吨，轧制钢材一万六千零六十二吨。但由于当时

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的错误的影响，企业建设仍在徘徊中前

进。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

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在经济工作上实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在这一新的形势下，长钢党委认真清理了过’

去经济工作中的“左’’的思想的影响，贯彻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方

针，认识到长沙地区无矿产资源，转炉炼钢工艺不合理，成本高，

经济效益差。因此，提出了“下转炉炼钢，上钢窗，革新改造多轧

钢"的口号。经湖南省经委和长沙市委批准，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停

止了转炉炼钢生产。在经营思想上，开始放下“钢铁元帅"的架子，

树立重工业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思想。扩大规格品种，多生产市

场需要的产品，利用原来炼钢车间厂房，组建了一个钢窗生产车间

和冷弯焊管车间；在轧钢方面利用型钢车间厂房建成一个半连轧线

材车间，对老线材车间进行了较大的改造，由横列式工艺改为复二

重新工艺，提高了适应能力；与此同时，为安置待业青年，扩大生

产领域，于一九七九年一月组建了一个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废次钢材

改制车间；‘一九A--年新建成一个冷轧带钢车间。‘根据市场对地方

小钢铁的要求，调整了产品结构，加强了技术改造。一九七九年到

一九八二年，共投资技术改造费用四百多万元，更新了全厂主要生

产车问百分之八十的设备，改革了老工艺，采用了国内新技术，提高

了生产能力和适应多变的特点。由过去的单一生产小元钢，发展到

现在能生产书6．5—9的线材，书lo一80的元钢，30一200毫米宽的

冷轧带钢，四分到一时半的水煤气管，书23—60的薄壁管，各种实

腹钢窗、钢门、轧辊、锚杆、氧气、铸钢、铸铁件等多种产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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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初步调整，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共生产热轧钢材二十

万八千五百四十六吨，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共生产热轧钢材

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四六；生产钢窗十万八千二百一十九平方米；生

产各种冷弯型钢和高频焊管九千七百二十五吨；销售氧气二十八万

二千多瓶；工业总产值一亿二千六百六十九万元，为建厂以来二十五

年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一；创造利润一千一百六十三万八

千元，上交税金一千零三十三万八千元，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为小钢铁企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

建厂以来，经过几上几下，扩建和改造，到一九八二年共完成基

建投资额二千六百余万元，建成和投产的主要设备及生产能力有：

+400轧机两台，+350开口式轧机一台，+350闭口式轧机五台，

+300轧机十二台，+280轧机九台，+250轧机四台，具有年产热轧

小型元钢和线材十五万吨的生产能力。

自制100和200冷弯高频焊管机各一套，具有年产冷弯型钢和高

频焊管一万吨的生产能力。纵剪机组一套，具有年剪带钢一万吨的

生产能力。

丽+165×3，50四辊式冷轧钢机两各，+150×250二辊式冷轧钢机
两台，{等×250四轧式冷轧钢机两台，具有年产30一200毫米宽

冷轧带钢二千吨的生产能力。 。
．

加工钢窗、钢门设备六十七台，具有年产钢窗、钢门十万平方

米的生产能力。 ，

自备制氧站，配有l 50立方米／小时制氧机两台，130立方米／小时’

制氧机两台和相应的压氧设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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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备供水系统，建立水泵房一座，各种水泵六台，供水能力

(包括循环水)为每小时一千八百吨，铺设直径为四分到十六时的

各种输水管道二万八千米。

建立重油罐三个，能贮存重油一千六百吨，铺设各种输油管道

一千三百米。低压蒸汽锅炉两台，铺设送汽管道二千五百米。

自备配电系统，建立三万五千伏变电站一座。厂内架空线路一

千六百余米，敷设地下电缆三千零一十八米。

． 自备机修设备和相应的机电维修，土建、筑炉等专业技术力

量。有各种金属切削机床七十三台，机修年加工能力达七百吨。建立

三吨化铁炉一座，三吨电炉一座，二十吨退火炉一座，年铸造能力

一千二百吨。

自建专用标准轨铁路一千八百一十八米，与京广线相接，直通

长沙火车站，由长沙北站送车，接车，年吞吐量达三十多万吨。厂区

网形公路一千四百米，贯通各生产区和生活区。自备各种运输汽车

十九台。

到一九八二年止，长沙钢厂下设两个热轧钢车间，一个冷弯焊管

车间、一个钢窗车间、一个冷轧带钢车间、一个型铸车间、一个机

修车间、一个油水气车间、一个供坯车间、一个集体企业一废次钢材

改制车间、一个“五·七”家属工厂。厂部设立二十一个科室，一个

劳动服务公司和一个职工教育中心。年末共有职212_二千二百六十二

人，其中女职工四百六十五人，全民带集体企业职工二百九十九

人。在全体职工中有共产党员四百三十四人，共青团员二百人，工

会会员二千零三十五人，国家干部二百七十四人。在干部总数中，

有厂级干部十一人，中层干部九十四人，工程技术干部八十三人

(含工程师二十四人)，医务人员二十六人，职工子弟学校教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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