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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五一O三厂志》在全厂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现在付印出版了。这

是五一。三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她对指导当前和教育后代有着重

要意义。

五一O三厂于1968年开始建厂，到今天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二十

年来，工厂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艰苦路程，遭受到“林彪、江青反党集

团”的严重干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广大职工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坚

持了工厂建设和生产准备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邦”使千疮百孔的工

厂获得了新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部署下，进行了大量

的拨乱反正工作，从此工厂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上了迅速发展的

道路。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推动下，现在五一。三厂已发展成为国家大

口径炮弹生产的骨干企业，为了记录史实，总结过去，我们编纂了《五一

。三厂志》。

《五一O三厂志》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厂志，因此，我们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编纂的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

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五一O三

厂的历史进行认真地系统地分析，实事求是的估价，得出恰如其份的结

论，使编写的厂志真实、准确、可靠。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承先启

后、为现实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志书隶属历史学科，她起着“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因此，编写

厂志时必须存真求实、秉笔直书，本志书就是本着这一宗旨，进行严肃

认真的工作，全面记载了五-．o三厂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的发展史，展示了工厂各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现

代建设中取得的显著成绩，也如实记录了工厂在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

教训。这对全厂干部和职工鉴往知来，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

一4

I f)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为生产经

营和工厂发展服务的信息库。厂志详尽的记载了工厂发展各阶段的历

史情况，较完备的辑存工厂的宝贵史料，因而将会流传后世，起到存史

作用。厂志是工厂的一部小“百科全书"，是对职工进行热爱祖国、热爱

工厂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

《五一。三厂志》上限始于1966年12月，下限止于1985年底，共

分十一篇，计35万字，249幅图片，概述了二十年工厂的发展历史，同

时，考虑到工作的完整性，某些内容和图片时间延续到1986年或1987

年。本志书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采取横排竖写，以横为

主，横竖结合的写法。在撰写时以生产建设和企业管理为重点，本着“近

详远略"的精神，对1978年以前工厂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只行简叙，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生产建设和企业管理则进行重点记述，从

而突出了时代声音和工厂的特点。

编纂厂志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1986年10月我们开始这项

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了成立机构、拟定计划、制定篇目、收集

资料、撰写审定等阶段。首先成立了厂志编委会和厂志公办室，各基层

单位成立了58个修志领导小组，形成了205人的专群结合的修志队

伍，在经过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之后，开展了群众性的收集资料

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至1987年1月，共召开各

类座谈会184次，走访知情人578人次，查阅各种档寒1384卷，共搜集
资料87万字。1987年11月写出试写稿，经过征求各单位意见，总编辑

修改，于同年12月完成初稿。1988年一季度又一次进行了修改，完成

。‘了送审稿。最后经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机械电子部史志办公室和

河南省国防科工办审查定稿，终于完成了这项历史性的工作。

编纂厂志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尽管我们抱着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苦心孤诣，时近二年，力求写出一部较为完满的志

书，但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

导，以便我们总结经验，作为后代续编厂志的后鉴。

198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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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第五一。三厂是原兵器工业部所属的大口径炮弹弹体制造和全弹装配

厂。第二厂名：国营红阳机械厂。1968年开始兴建，1982年基本建设总体竣工并验

收合格，转为生产厂。到1985年底，占地总面积为5 924 74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为271 135平方米(其中生产性建筑125 752平方米，非生产性建筑145 383平方

米)，拥有设备2140台，固定资产原值15 916万元，建设总投资14 085万元。工厂

有37个科室，15个车间，设计定员5010名，现有职工4203名。

工厂地处河南省南阳地区南召县东部，座落在伏牛山东南麓，位于云阳镇东北

6公里处。焦(作)枝(城)铁路相切工厂西侧而过，向南67公里可达南阳市，北距洛

阳市186公里。东邻方城县四里店乡，西与鹿鸣山遥遥相对，南连云阳镇郊洪山唐

西庄，北靠皇后乡潘坪村。工厂一条主干马路向西2公里与鲁(山)南(阳)公路相

接。工厂周围群山环抱，厂区内山峦纵横、沟壑蜿蜒，按山岭自然走向分为一条主

沟、三条支沟，内有第一生产区、第二生产区、第三生产区、库区和一、两个生活区等

共11个区。

工厂设计纲领为六个主要品种，年生产能力60万发。自1979年正式投入生

产起，到1985年末，工业总产值共51203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2085万元，上缴利

润计9480万元。从而建成一个大口径炮弹生产和外贸的大型骨干企业，并且跨入

了先进企业行列之中。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工厂建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经历了十年动乱，受到林彪、

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严重干扰。在广大职工坚决抵制下，工厂走过了这一段艰难曲

折的路程。在建厂过程中，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给予了亲切关怀，王震、洪学智、刘华

清、李成芳、张珍、鲁大东、杨析综等先后亲临工厂视察、指导，极大地鼓舞了全厂职

工，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力量，加速了工厂的建设和发展。

五一O三厂的建设和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建厂初期(1968年至1976年)

五一。三厂是在六十年代国际局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国家决定在战略腹地

——豫西地区建立的炮弹厂。1966年12月开始选厂址，1967年3月，原第五机械

工业部(以下简称五机部)确定在南召县皇后公社凉水泉大队选点。1968年4月，

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在此定点。1968年5月，主包厂一二三厂派人进点工作。进点的

建设者们，在荒山野地上开始了艰苦的工作，他们住牛棚、睡草铺，攀山越岭勘察地

形、收集资料，当设计计划任务书经五机部批准后，工厂和五机部第五设计院组成

了联合设计队，他们在床板上、油灯下画图、计算，开始了扩大初步设计。在他们的

努力下，不到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工厂整体项目的扩大初步设计任务，为全面开工

兴建赢得了时间，受到了国家的表扬。为了抓紧三线建设，早日建成工厂，无论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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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还是群众，都积极抓调研、搞设计，运材料、拉设备，在山区困难重重的条件下，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终于使一座新的大型军工厂在昔日的荒山沟壑中出现了。

建厂初期，工厂曾长期遭受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厂址是在“靠山、分散、隐

蔽”这个“左”的口号下选定的；厂房、住宅须搞“干打垒”(土墙)；冲压车间要进山洞

⋯⋯等等。这些违反科学规律的作法，在厂领导和职工的反对和抵制下，尽管没有

全部实现，但也给工厂建设造成了很大困难和浪费。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

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更使工厂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四人帮’’挑起的派性分裂了

职工队伍，破坏了正常工作秩序，不但拖长了工厂建设时间，而且留下了不团结的

后患，使五一。三厂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灾户"，投产时间大大超过了设计

计划任务书规定的1971年。当然，在广大职工和施工单位的抵制和努力下，这期

间还是建起了大批厂房，作了很多生产准备工作。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邦"，“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五一O三厂

获得了解放。春天的来临给工厂带来了生机。

二、整顿时期《1977年至1979年)

这三年是关键性的三年，是工厂的重大转折时期。

粉碎“四人邦"使沉睡的工厂苏醒了，长期受到压抑的广大职工，急待着工厂的

振兴，但是十年“文革"的摧残，使工厂已无力自拔。1977年春，河南省国防工业办

公室主任吕英带领工作组来厂进行整顿，1978年五机部副部长李玉堂带领田玉英

局长等30人工作组又进驻工厂，进一步进行整顿。他们帮助工厂深入开展揭发、

批判、清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行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并在此基础

上调整了两级领导班子。过去被“四人邦"颠倒的东西又翻转了过来，人们从“左’’的

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压抑的心情舒展了。特别是党的十f届三中全会的召I开，给

工厂指明了前进方向，使全厂职工的思想统一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工厂的混

乱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的积极性焕发了起来，这时大量工作摆在面前急待去

办。在这百废待举的形势下，1977年工厂又被国家列为3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在任务重、时间紧、投资少的情况下，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提出“边设计、边施工、边

试制、边生产"，“基建生产一肩挑"的口号，号召全厂“抓重点、解决关键，集中力量

打通一条生产线”，并于九月份组织了工地大会战。同时向机关科室千部提出要求：

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生产指挥到现场、政治工作到现场、材料供应到现

场、设计科研到现场、后勤工作到现场，整个工地上，干部、工人日夜奋战，机关科室

1909人次到现场劳动，参加夜战的职工达5983人次。这一年，完成了建设投资的

109．3％，其它各项指标均超计划完成，创造了建厂以来最好的成绩。

在此基础上，1978年又超额完成年度建设投资计划。部分车间进行了生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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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装配车间装配并交验1960年式122加榴弹6596发，初步改变年年吃基建费的

局面。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工厂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装，认真贯彻了国家“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1979年第一条生产线

}三产车间陆续投入试制和生产。7月，在五机部李琳局长的参加下，厂党委召开

j。大会议，正式决定将党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会

}义作出了关于“同心同德，为全面完成今年基建、生产任务，实现三年规划而奋斗”

的决议，号召全厂职工共同努力，“两年后进变先进，三年红阳变大庆"。全厂无论是

h郢还是工人，都积极响应党委号召，以巨大热情投入到“大干快上’’的高潮中，这

次会议是建厂史上的一个转折，促进了生产建设的空前发展。这年，1960年式122

加榴弹通过了转厂鉴定。在经历了十一个年头的奋斗和挫折之后，工厂投入了正式

生产。年末交验产品4．35万发，给国家上缴利润110万元。

三、发展时期(1980年至1985年)

投入生产后，五一O三厂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绩。工厂集中力量狠抓了生产建设，并加强企业基础建设，不断提高

管理水平。

工厂第一条生产线于1980年全面建成，全线形成生产能力，在生产1960年式

122加榴弹的同时，开始试制1959年式130加榴弹，当年通过转厂鉴定，并生产和

交验5万发产品。1982年达到设计生产纲领，1984年全年生产1959年式130加

榴弹26万发，超过了设计生产纲领。第二条生产线于1982年建成，当年试制并生

产1954年式122榴弹1．2万发。

1982年11月，五机部代表国家对工厂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验收，验收组经过

检查，认为工厂基本建设符合国家总体验收竣工标准，具备了生产条件。五机部批

准了工厂基本建设竣工验收，正式交付生产使用。至此，工厂经过十四年半的历程

终于完成了建厂任务。

工厂一经投产，产品的品种、数量就急剧增加。1979年至1983年，新上4个产

品，1979年至1985年，生产任务平均每年增加近50％。由于全厂职工协力奋战，

新上的产品全部达到当年试制、当年转厂鉴定、当年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从

1981年起，工厂开始接受外贸生产任务，五年中陆续生产和外销了1959年式130

加榴弹和1954年式122榴弹产品共81万发。工厂以产品优质、严守合同受到了

外商的欢迎，赢得了信誉，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在全厂干部和工人的共同努力

下，投产七年来，工厂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逐年迅速提高：工

业总产值由977万元提高到13054万元，实现利润总额由152万元提高到330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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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缴利润由110万元提高到2148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由人均3511元提高到

25264元。按上缴利润和外贸产品国家收入计，工厂早已收回了国家建厂投资。

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工厂认真抓了企业管理，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作

了大量的管理基础工作。1982年至1985年，根据中央精神和兵器部统一部署，工

厂相继开展了企业整顿工作、企业整顿复查和企业整顿复查补课工作。在进行这些

工作中，工厂整顿了厂两级领导班子，建立和完善了经济责任制，精简机构并压缩

了非生产人员，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就经济责任制、经济核算、企业

管理基础工作和产品质量、生产安全进行了补课。通过企业整顿完善了管理制度，

全厂有各种管理制度377项2142条，使工厂达到了有章可循、按章办事，大大提高

了企业管理水平，为工厂全面完成生产任务打下了坚实的管理基础。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下，五一。三厂毫不例外也处于市场竞争之中，为了

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她经常对国内外市场进行预测，据此组织产品开发，并根据市

场需求，推出新产品，以使自己长盛不衰。工厂在军品开发方面采取了三项措施：一

是在“华沙条约组织”系列产品上，积极占领122口径系列，以使自己能够争得生产

122口径的各种炮弹；二是在生产“华沙条约组织”系列产品的基础上，迅速试制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系列产品——M107—155榴弹，以拓宽外贸生产路子；再一

个是加强产品科研，到1985年底，共开展了8个项目的研究，使工厂达到了生产一

代、研制一代、贮备一代。此外，工厂还根据“保军转民"的方针着手进行了民品开

发。工厂的这些决策，增强了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加强了自己的后劲。

在这同时，工厂还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

1981年工厂贯彻执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

代表大会制。1982年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按照党章坚持定期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和团员代表大会也都按期召开，开展工作。这个期间工厂加强了两级领导班

子建设，提高了班子素质，从而使厂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密切配合、开拓前进，中层

领导班子敢抓敢管、大胆负责，在厂内形成了两级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党内严格了

组织生活，开展了“创先争优"活动，党风不断好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日益突出。

在1985年的整党工作中，结合工厂实际，在党内外集中进行了以“克服派性，增强

团结”为内容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通过这次教育，消除了“文革”遗留

的两派群众积怨，加强了职工的团结，为工厂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日常思想教育方面，工厂着重对职工进行了“正确处理国家、工厂、职工三者

利益关系”的教育，通过教育使职工明确了“厂兴我富，厂衰我贫"的道理，把自己的

．命运和工厂的前途紧紧联在一起，形成了人人关心工厂，积极参与工厂管理的局

面。】985年秋，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根据工厂特点，制定了“求实、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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