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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水箱厂，是第二汽车制造厂所属专业厂之一，自1 966年8月开始

筹建，至1 983年底，已有1 8#-的历史。

1 8V来，水箱厂的建设，尽管经历了≤文革力的十年动乱，受到

过极左路线的干扰，然而，水箱厂的广大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

在二汽党委和水箱厂党委的领导下，克服了一重又一重困难，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胜利。

曾记否，建厂初期，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论是干部或工

人，也不论是老师付或是青年徒工，都一样住的是芦席棚，吃的是白

菜、粉条加海带，也不论是领导或群众，都一样干的是开山、挖沟、

人拉肩扛的繁重体力劳动。经历了选厂、基建、安装、调式、攻关、

会战等艰苦的努力，硬是在小周家沟这条贫脊的山沟里，建起了一座

具备年产1 01；0-辆份汽车配件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工厂；培养出一批有理

想、有觉悟、能打硬战的职工队伍；走出了一条居国内科学技术之大

成、自力更生发展我国汽车工业附件生产的道路。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水箱厂党委，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努力拼搏、领导全厂职工，继1 978年l o月形成5．5万辆份五吨民

用车生产能力之后，又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教育工作，推行了全面质

量管理，整顿了领导班子，整顿了劳动组织，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

文明生产，文明办公，实行以金面质量管理为基础的、以产品创优为

目标的全面技术经济效益承包责任制。在发展“四新"的同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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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产品自销和外贸业务，从而从技术引进走向部分产品的对外合资经

营，开创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新局面。

这一段光辉的创业史，自是二汽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汗水所

书写的光荣的历史之一部分，今天，终于在编志人员的努力下，收集

编写成水箱厂志。

水箱厂志，全书共分篇29章、70节。以史为主，编写了水箱厂

从1966年到1983年以来十八年的建设过程。希望它能为进行爱厂教

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声明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借签。如能做到
这一点，将是莫的大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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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理位置

第一节地理概况

水箱厂，位于王湾小周家沟，地处二汽总厂西部，距总厂1 500米

左右。从总厂所在地张湾乘5路公共汽车，往红卫方向，仅有两站路

程。

王湾，东起秦家桥，西南至炉子沟沟口，建为王湾生产大队，有

l 2个生产小队。车城西路(原老白公路之一段)纵穿其境。公路两

侧，群山蜿蜓，形成众多山沟，山形较缓，不见陡峭险峻之山峰。其

标高多在海拔3 00米上下，属于低山区，山沟稍宽。红卫的吕家沟、

袁家沟和炉子沟等流出的山水，在王湾西南部汇集成红卫河，在车城

西路南侧，蜿蜒流经王湾，接纳周家沟等的山水，流过秦家桥后转东

往张湾方向流去。此河平时流水不多，只在每年立秋前后，多有大

雨，山水迅猛涌进河床，不能及时排泄，从而引起河水暴涨，淹没两

岸的田舍。

水箱厂建在王湾东面的小周家沟。该沟是一条由北向南、转偏

东、弯向偏西，在“陡坡"处转向东南，至小周家沟水库处往西到沟

底，全长步测约为2500米左右的小沟。沟口两侧有红薯湾，叫化子

湾。进沟数百米之东侧有张沟，不远处有小沟，在“陡坡，，处往西转

西南，有一支沟，名吴家沟。

建厂前，张沟以内的小周家沟段、吴家沟为第1 2生产队，有耕

地1 1 4亩，其中水田40亩。张沟以外的小周家沟段与公路对面秦家山下
叉



一带有土地l 25亩，其中水田3 9亩，为第二生产队所有。

第二节厂区布置与能源供应

水箱厂厂区是由工厂区和宿舍区两个部分组成。工厂区布置在吴

家沟沟口到小周家沟沟口一段。此段沟长，步测约为1 000米。其地面

是内高外低，高差为20米左右。最宽处为60多米，其窄处为40多米。

沟两侧的山上，多为松树植被，山坡上疏散着棵棵桐树。

从“陡坡"处往外，布置了机械加工、冲压、装配、水箱、电镀

和正在建筑中的节温器车间等六个主要厂房。毛坯、金属材料、外协

件仓库等均建在厂房一端。 “陡坡”以西，吴家沟一段，布置了工具

科办公室、工具库、电器备件库、钣金阵地，热处理问，设备和生产

用油、擦布仓库，废料打包间、辅助车间金属材料库。厂部办公大楼

设在装配和水箱车间厂房之间，居厂的中心位置。厂成品库与水箱车

间厂房北端相接，路对面有管道修理班、浴室、配电所。配电所的侧

后方的排洪沟上有小桥，可通小沟，小沟口有空压机站房，稍往里是

产品设计科和产品试验阵地。锅炉房设在电镀车间下方，其对面的张

沟，沟口处，沿山边建有两栋3 05型干打垒墙体的三层单身宿舍楼，

I 983年，节温器车间厂房开始建设施工，基建科场地被拆除占用，

基建科迁至张沟内里面的一栋干打垒楼房办公，厂单身职工搬至宿

舍区新建的单身宿舍楼居住。

基建科除办公楼外，还建有基建材料库，。：工房等。张沟内尚有

花房，苗圃，沟底建有厂的液化气库房。

在厂锅炉房与节温器厂房之间，有行政科办公楼、食堂、冷藏

库、冷饮制做间、俱乐部、托儿所的哺乳室等。其后面有排j其沟，排

洪沟的对面是叫化子湾，湾内设置液化气供应站。从厂门口附近往西

正



转弯，有沥青小路可通。紧接着节温器厂房的是厂汽车库。

小周家沟沟口东侧一带山脚与张湾通往二汽热电厂的铁路路基之

间，围成一块滩地，填土后，建成集管科劳务加工厂，负责各种滤清

器纸芯总成的加工，又称为纸芯车间。

路边，紧贴着沟口东侧山脚边，有武装保卫科办公楼。往东，靠

近劳务加工厂山脚处，有防空洞口，此防空洞体在山腹内曲折行进，

后分叉，一条折向西面，洞口在厂内路边，路对面是新建的节温向器

间。另一条则向东往南，尚未打通，其洞口在张沟基建科外面一栋干

打垒楼房的后面．。其洞体改为花房。

小周家沟沟口，由张湾通往二汽热电厂的厂区铁路路基，修筑起

一道大坝成了水箱厂的“围墙”，与厂内道路交叉处有铁路桥，桥口外

建有水箱厂的大门和警卫室。稍往外，是水箱厂职工在建厂初期自建

的第一座通往厂里的钢筋水泥大桥，此桥于I 989,年拆除重建。桥下是

红卫河之秦家河段。过桥后即是与河并行的车城西路，公路对面则是

厂职工宿舍区。从秦家山南的半山坡一直排到车城西路路边，共有十

三栋职工宿舍楼，一栋单身宿舍楼。其东北角的半山坡上，建有厂职

工子弟学校。幼儿园、粮店建在宿舍区的中心位置。路边有饭店，开

水供应站，医务值班室、理发、缝纫组、百货商店、肉店、菜场等。

厂区占地面积为1 46，ooo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面积和民用建筑

面积各为23，ooo平方米。道路占地面积为I 5，ooo-平方米，排洪沟占地

1 6，ooo平方米。供体育活动的场地5，ooo平方米，余为已经绿化和尚

待绿化的山地等。

厂区用水，由红卫方向，沿着车城西路通往张湾方面的自来水干

管，在厂外桥头处接出来的。为保证生产和生活用水，在工厂内的张

沟与小沟之间的山头上和宿舍区秦家山的半山坡上，分别设置了备用



的高位蓄水池，厂内的高位蓄水池，可储水500立方米。

厂区用电，是由张湾变电站通过二汽冲模厂、送入水箔厂。1 98 1

年初，水籀厂配电所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其电源则由张湾直接接到

配电所，分别在电镀、水箱、装配车间及产品试验阵地设置变压器

问，安排各车间和宿舍区的用电。另外还从张湾变电站送往二汽通用

铸锻厂的高压线上，接了一条备用的高压输电线路至配电所。

厂锅炉房，装有两台四吨的锅炉和一台二吨的锅炉，负责生产、

浴室和车间、办公室冬季取暖用蒸汽。

空压机站房，安装了四台20立方米、一台1 o立方米的空压机负责

生产用压缩空气。

厂内除锅炉用煤以外，生产中还应用了氧气、乙缺气和纯苯等燃

料。职工生活1 978年以前用煤作燃料，1 97 9年初开始使用液化气。

1 983年初，建成了可储液化气1 5吨的液化气库。

第三节厂区交通与四邻

水箱厂东邻二汽工具处、供应处。西南接二汽通用铸锻厂、电热

厂⋯⋯。横在水籀厂大门外、与红卫河并行的车城西路，是由原老白

公路拓宽改造成的，是十堰市区的主要交通干线。五路公共汽车从十

堰火车站发车，过车城西路至红卫终点，在水箱厂厂区设有公共汽车

站。从六堰发往花果的三路公共汽车，从厂区通过，在工具处和通用

铸锻厂设立站台。

从厂内小沟沟底翻过山口，五分钟便可到二汽冲模厂。

“陡坡"以内的小周家沟段和吴家沟内是王湾大队第一生产小队

(原十二生队)，有三十六、七户社员，全部土地用来种菜。如从小

周家沟水库上方不远处穿过田埂，往南翻过山口，可到镜潭路的中
6



段，若往东转南走一段路，十分钟即到二汽车身厂。要是从吴家沟沟

底翻过山口，沿山路走不远处可见两条山沟，一条为红卫构件厂所在

地，一条为二汽设备修造厂职工子弟学校所在地，出构件厂或学校，

来到镜潭路的西段，往右转弯，过二汽设备修造厂厂区，就到红卫了。

随着二汽建设的发展，近年来十堰市地方工业和社队工业等也相

继发展起来，在水箱厂东有玛钢厂、木材加工厂、秦家沟养鸡场，西

南有钢砂厂，水玻璃厂、菜场，王湾小学等．

附：厂区地理位置与交通示意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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