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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机械、燃化工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无榆是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的金属冶炼鳞造，还是民国初年的机器业兴起；无豁是古代躲斓

染料的配制，还是清末傅统制稽业和炉坊业的发展，这都是劳动人民

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江陵机械、燃化工业经

历曲折的道路，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历史是人民刽造的，。．但在旧方志中却忽视了人民的功绶；短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在旧方志中却很少记载生

产力的发展。当今威世，百赓待兴，剑修新志，势在必行。以焉克思

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工

业志，实属有利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支明建彀的千秋大业。
’

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具会的领导下，本局编纂小短自一

九入一年九月建立以来，学习各地酌修志涩黢，批判地继承旧方志学

理榆，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立求志书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一。控过广征博采，分篇整理，逐卷弑写，反复考缸和审查、修订，

总纂工作已于今年七月告竣。此后，畲将打印稿分别寄送湖北省文吏

鲒朱士嘉教授、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复旦大学黄荤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刘光禄拼师等专家、学者审冈。最近由江陵县印刷厂出版印刷。

这既为在“四化"建彀中发展地方机械、燃化工业提供了历史借鉴，

又为进行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教

育提供了生动教材。本志的编纂成书，与上级修志机关和有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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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指导、档案部同和各界人士的热情赞助、各企业在修志人员和

涩费上的大力支持以及修志具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馑在此_拜表示

感谢I ·

由于本志编写入具知裁肤逵，水平有限，加之资料不足，时蹋仓

促等原因，志书中的错误与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墼同志侗批评指

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钍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癯验教割，探索客观

“规律，誉写出振兴中华的历史新篇

2

莆。德一金

一九A．Z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凡： 例

二、本志内容。主要记载本县机械、冶金、采煤、化工等工业的

历史发展面貌和现状；对本县境内的中央、地直和镇办同类工业，也

作有扼要记载。全志共十二卷，妁十万余字。

二、时嗣断限。一般上断自1911年，下限至1982年。

三、篇目编排。力图科学分类，依事立目；书中彀卷、章、节、

目，并附以适当的图、表。

四、记载群略。以记载机械、燃化工业发展面貌为主，对典型傅

毓工艺作必要记述，其宅方面从略。
’

五、称谓。历史纪年、地名、企业名、职务等，均依当时的历史

习惯称呼，拜作必要的夹洼。
’

六、币制及单位。除标明者外，其余均采用现行币制及单位。

七、人物立傅。根据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关于“生不立傅”和“不

以地位、等级为立傅标准"的规定，本志仅载己故工业名人傅匏。

入、资料来源。在私营机器业、炉坊业、制硝业等章节中，选用

了部分口碑资料，其它章节，以文献、档案资料为主。1949年以后的

毓计数字，均以县工业局统针报麦为难。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_⋯⋯⋯⋯⋯⋯⋯¨。⋯⋯“⋯．．⋯·。。·⋯⋯⋯⋯⋯⋯．．一．⋯．．⋯⋯⋯⋯⋯⋯¨l

凡例⋯·：⋯⋯。⋯⋯⋯⋯⋯⋯⋯⋯⋯““⋯⋯⋯一⋯。⋯oo⋯⋯⋯⋯⋯⋯⋯··3

目录．．．⋯⋯⋯⋯⋯···⋯⋯。⋯⋯⋯⋯⋯··⋯⋯⋯⋯⋯_⋯_．．⋯-⋯：⋯⋯⋯⋯-·l。|。、、

第一卷 ‘概’遭⋯⋯⋯⋯：：_一_如⋯⋯⋯⋯⋯-：：⋯⋯⋯⋯⋯“··l

第二卷 机器修理盟和犟铧簿遭业‰一。。_⋯⋯⋯⋯⋯⋯：⋯·争

第一章机器修理业⋯_⋯⋯。⋯⋯⋯⋯⋯⋯．．．．⋯一⋯⋯⋯⋯⋯⋯5

第一节机器修理业的兴起和发展⋯⋯“|¨⋯⋯⋯⋯叩⋯⋯¨5^÷-

第二节+私营机器厂店．．．一⋯⋯矗⋯“⋯⋯⋯⋯⋯⋯-．．‘⋯⋯t⋯·6二．：，

第二章 犁铧鳞造业．．．_⋯。_⋯⋯_⋯⋯_⋯⋯⋯⋯⋯_”⋯⋯·14_；

第一节‘私营犁铧炉坊__⋯_⋯_⋯⋯⋯⋯⋯⋯⋯⋯⋯⋯·14

第二节’国营铧犁工厂⋯⋯_⋯⋯：．．_j·⋯．．．⋯⋯⋯⋯⋯一⋯_·18

第三卷 ’机械工业⋯⋯⋯⋯⋯⋯⋯⋯_⋯⋯_⋯⋯⋯⋯⋯⋯⋯⋯20

第一章机械工业企业⋯·⋯⋯-．．．⋯⋯·?”⋯⋯⋯_⋯_⋯⋯⋯⋯⋯·20，

第一节’’县道企业．．．⋯⋯⋯⋯·⋯．．．；。。⋯⋯⋯⋯-一⋯⋯⋯⋯·20

第二节 中央0地直企业-⋯⋯·‘⋯_⋯“⋯：⋯⋯．⋯⋯⋯⋯⋯ki39

第二章’1机械制造⋯⋯⋯⋯__⋯．．．⋯⋯⋯⋯_⋯⋯-．-．⋯⋯⋯⋯42

第二节农机制造k．．．⋯_⋯。⋯⋯⋯⋯⋯k⋯⋯．．，⋯⋯⋯⋯⋯⋯·42

第二节机床及其附件制造⋯⋯”⋯⋯⋯⋯⋯·j⋯⋯⋯⋯⋯⋯⋯·50

第三节汽卓制造和汽卓改装·⋯⋯⋯⋯i⋯⋯⋯⋯⋯⋯⋯⋯⋯·51+

第四节 甲板机械制造?⋯¨⋯·⋯：⋯：⋯⋯·-：⋯⋯⋯：⋯⋯⋯⋯⋯53
＼

、

1



第五节 日用产品嗣造00 00：．．⋯”I O 000 0··J o 000 OOD O 000 0 O⋯⋯⋯⋯⋯⋯⋯”54

第六节鲷窗制造⋯⋯⋯⋯⋯⋯⋯⋯⋯⋯·OQOQ 000 0IQl0 0二⋯⋯⋯⋯⋯⋯⋯56

第七节机械修理和机械加工⋯⋯⋯⋯⋯⋯⋯⋯⋯⋯⋯⋯⋯⋯“57

第四卷 冶金工业⋯⋯．．．⋯⋯⋯⋯⋯⋯⋯⋯⋯⋯⋯⋯⋯⋯：⋯⋯⋯⋯⋯⋯65

第一章纲铁冶炼业⋯⋯⋯⋯⋯⋯⋯⋯⋯⋯⋯⋯⋯⋯⋯⋯⋯T⋯一65

第一节松滋纲铁厂江陵分厂⋯⋯⋯⋯⋯⋯⋯⋯⋯⋯⋯⋯⋯⋯⋯·65

第二节一其它钢铁厂o⋯“⋯··：⋯⋯⋯⋯⋯⋯⋯⋯小⋯⋯⋯⋯⋯⋯·67

第二章钢材改制业⋯⋯⋯⋯⋯⋯⋯⋯⋯⋯⋯⋯⋯⋯⋯⋯⋯⋯⋯⋯⋯⋯·68

第一节薄板改制⋯⋯⋯⋯⋯⋯⋯⋯⋯⋯⋯⋯⋯⋯⋯⋯．00 0 OQO·O 000 Q 00·t⋯68

第二节擒材热轧⋯⋯⋯⋯⋯⋯⋯⋯⋯⋯⋯⋯⋯⋯⋯⋯⋯⋯⋯⋯⋯⋯69

第五卷采煤工业⋯⋯⋯⋯一⋯⋯⋯⋯⋯⋯⋯⋯⋯⋯⋯⋯⋯⋯⋯⋯⋯·4⋯70

第一章 冒、泉矿井⋯¨⋯⋯⋯⋯⋯⋯⋯⋯⋯⋯⋯⋯⋯⋯⋯⋯⋯⋯⋯⋯70

第二章朱峡沟煤矿⋯⋯⋯⋯⋯⋯⋯⋯⋯⋯⋯⋯⋯一⋯⋯⋯⋯··ooolI O·oo·72

第六卷 化学工业⋯⋯⋯⋯⋯··OOI Q QO Q I 000⋯⋯⋯⋯⋯⋯⋯⋯⋯⋯⋯·74

第一章傅抗化工⋯⋯⋯⋯⋯⋯⋯⋯⋯⋯⋯⋯⋯⋯⋯⋯⋯⋯⋯⋯⋯⋯”74

第一节私营制褙业⋯⋯⋯⋯⋯⋯⋯．．．⋯⋯⋯⋯⋯⋯⋯⋯⋯⋯⋯⋯一74

第二节续办制稽业⋯⋯⋯⋯⋯⋯⋯⋯⋯⋯⋯⋯⋯⋯．．．⋯⋯⋯⋯”76

第二章新型化工(上)⋯⋯⋯⋯⋯⋯⋯·⋯⋯⋯⋯⋯·⋯⋯⋯⋯⋯⋯·77

第三章新型化工(下)⋯⋯⋯⋯⋯⋯⋯⋯⋯⋯⋯⋯⋯⋯⋯⋯⋯“⋯·79

第一节。农药工业⋯⋯⋯⋯⋯⋯⋯⋯⋯⋯⋯⋯⋯⋯⋯⋯⋯⋯⋯⋯⋯”79

第二节磷肥工业⋯⋯⋯．．．⋯⋯⋯⋯⋯⋯⋯⋯⋯⋯⋯⋯⋯⋯⋯⋯：·8l

第三节氮肥工业⋯⋯⋯⋯⋯⋯⋯⋯⋯⋯．．．⋯⋯⋯⋯⋯⋯⋯⋯⋯⋯¨·84

第四节橡胶加工工业⋯⋯⋯⋯⋯⋯⋯⋯⋯⋯⋯⋯⋯⋯⋯⋯⋯⋯86

第七卷 工业技术⋯⋯⋯⋯。⋯⋯⋯⋯⋯⋯⋯⋯·100·IOQ O DQQI Q OO 0·ODO⋯⋯97

第一章冶金和机械制造技未⋯⋯⋯⋯⋯⋯⋯⋯⋯⋯⋯⋯⋯⋯⋯⋯⋯97
2



第一节冶金技术⋯⋯⋯⋯⋯⋯⋯⋯⋯⋯一o⋯■⋯⋯⋯⋯。⋯⋯o··97

第二节鳞造技术⋯⋯⋯⋯⋯⋯⋯⋯⋯⋯．．．⋯⋯⋯⋯⋯⋯．．．⋯⋯97

第三节锻压、焊接、热处理技术⋯⋯⋯⋯⋯⋯⋯⋯⋯⋯⋯·99

第四节金属切创技术⋯⋯⋯⋯⋯⋯⋯⋯⋯⋯⋯⋯⋯⋯⋯⋯⋯⋯100

第五节钳工、油漆技术⋯⋯_⋯⋯⋯⋯．．．⋯⋯⋯．．．⋯⋯⋯·101
‘ 第二章采煤和化工技术⋯⋯⋯：⋯⋯⋯⋯⋯⋯⋯⋯⋯⋯⋯⋯⋯⋯⋯102‘．

第三章职业技术水平⋯⋯⋯⋯⋯⋯⋯⋯⋯⋯⋯_⋯⋯⋯⋯⋯⋯⋯·102

第四章重大技术革新成果⋯⋯⋯⋯⋯⋯．．．-．．．⋯：⋯⋯⋯⋯⋯⋯102．．

第八卷 工业管理⋯⋯⋯j⋯⋯⋯⋯·：⋯⋯⋯⋯⋯⋯⋯⋯⋯⋯⋯_109

第一章工业管理机构沿革附：历任领导千部名单⋯⋯⋯⋯⋯⋯109

第二章私营工业槛营管理⋯⋯⋯⋯⋯⋯⋯⋯⋯⋯⋯⋯·j⋯⋯⋯116．．，

第三章硅会主义企业管理⋯⋯⋯⋯．．．．⋯⋯⋯⋯⋯⋯⋯⋯⋯⋯⋯117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工业管理体割⋯⋯⋯⋯⋯⋯⋯⋯⋯⋯⋯⋯⋯⋯⋯⋯”117

专职机构及规章制度⋯⋯⋯⋯⋯⋯⋯⋯⋯⋯⋯⋯⋯⋯117

计划管理⋯⋯·：⋯⋯⋯⋯⋯⋯⋯⋯一⋯⋯⋯⋯．．．_⋯⋯．119．

生产管理⋯：：⋯⋯⋯⋯⋯⋯⋯⋯⋯⋯⋯⋯⋯⋯．．⋯⋯120

技术、质量管理⋯⋯．．．⋯⋯·⋯⋯⋯⋯⋯⋯⋯⋯⋯·121

彀备管理⋯⋯⋯⋯”,,o o*oH iH J⋯⋯⋯⋯⋯⋯⋯⋯⋯⋯123

劳动工资管理⋯⋯⋯⋯⋯⋯⋯⋯⋯⋯_⋯⋯⋯⋯⋯·王24

附：重大伤亡事故．．-⋯⋯⋯⋯⋯⋯⋯⋯⋯⋯⋯⋯⋯⋯125

财务成本管理⋯⋯⋯一．．“⋯⋯⋯⋯⋯⋯⋯⋯⋯⋯⋯⋯”127

供销管理⋯⋯⋯⋯⋯．．．。⋯“⋯⋯⋯⋯⋯⋯⋯⋯⋯⋯⋯·128

行政管理⋯⋯⋯⋯⋯⋯⋯．．⋯⋯⋯⋯⋯⋯⋯⋯⋯⋯⋯⋯⋯·129

第九卷 职工生活⋯⋯⋯一．．QQI Q OO
O．B OO@gO!⋯⋯⋯⋯⋯⋯⋯⋯⋯⋯⋯⋯139

第一章雇佣工人生活⋯⋯⋯⋯⋯⋯⋯⋯⋯⋯⋯⋯⋯⋯⋯⋯⋯⋯⋯··139



第二章，当代职工生活⋯⋯⋯⋯⋯_⋯⋯⋯⋯⋯⋯⋯⋯⋯⋯⋯⋯⋯⋯。141

第一节政治待遇⋯⋯．．．⋯．．．⋯⋯⋯⋯⋯⋯⋯⋯⋯⋯⋯¨⋯⋯⋯⋯“14l

第二节工资水平⋯⋯⋯⋯⋯⋯⋯⋯⋯⋯．．．⋯⋯⋯⋯⋯⋯⋯⋯⋯⋯．．142

‘第三节 职工福利⋯⋯⋯⋯⋯⋯⋯⋯⋯⋯⋯j⋯⋯⋯⋯⋯⋯⋯⋯⋯144

第四节教育、文体⋯⋯⋯⋯⋯⋯⋯”!‘：⋯⋯⋯⋯⋯⋯⋯⋯⋯⋯⋯¨148

第十卷 党群祖摄⋯⋯⋯．．．⋯⋯⋯⋯⋯⋯⋯⋯⋯⋯⋯⋯⋯⋯⋯⋯⋯⋯⋯150

第一章共产党粗城⋯⋯．．．⋯⋯⋯⋯⋯⋯⋯⋯⋯⋯⋯⋯⋯⋯?⋯⋯⋯150

第二章共青团组城⋯⋯⋯⋯⋯⋯⋯⋯⋯⋯⋯⋯⋯⋯⋯⋯“⋯⋯⋯·151

第三章工会组绒⋯⋯⋯．．．⋯⋯⋯⋯⋯⋯⋯m⋯⋯⋯⋯⋯⋯⋯⋯⋯⋯152

第四章民兵组绒⋯⋯⋯⋯⋯⋯⋯⋯⋯⋯⋯⋯⋯⋯⋯⋯⋯⋯⋯⋯⋯⋯⋯153

第十一卷 人 物⋯⋯．．．．．．⋯⋯⋯⋯⋯⋯⋯⋯⋯⋯⋯⋯⋯．．⋯⋯⋯154

第一章工业名人傅⋯⋯⋯⋯．．．⋯⋯⋯⋯⋯⋯⋯⋯⋯⋯⋯⋯⋯⋯¨154

全章志⋯⋯⋯．-．⋯⋯⋯⋯⋯⋯⋯⋯⋯⋯⋯⋯⋯⋯⋯⋯⋯⋯·154

董耀庭⋯⋯⋯⋯⋯_⋯⋯⋯⋯⋯⋯⋯⋯⋯⋯⋯⋯⋯⋯⋯155

第二章先进企业及先进人物⋯⋯⋯⋯⋯⋯⋯⋯⋯⋯⋯⋯⋯⋯⋯·157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二卷

附 录

4

先进企业录⋯⋯⋯⋯⋯⋯⋯⋯⋯⋯⋯⋯⋯⋯⋯⋯⋯⋯⋯¨157

先进人物录⋯⋯⋯⋯⋯⋯⋯⋯⋯⋯⋯⋯⋯⋯⋯⋯⋯⋯⋯．．158

省、地先进人物⋯⋯⋯⋯⋯⋯⋯⋯⋯⋯⋯⋯⋯⋯⋯⋯⋯·158

本县先进人物⋯⋯⋯⋯⋯⋯⋯⋯⋯⋯⋯⋯·．．．．⋯⋯⋯⋯⋯．．158

大辜年表··：⋯⋯⋯⋯”⋯⋯⋯⋯⋯⋯⋯⋯⋯⋯⋯⋯⋯⋯¨161

编纂资料来源⋯⋯⋯⋯⋯⋯⋯⋯⋯⋯⋯⋯⋯⋯⋯⋯⋯⋯·168

修志机构成萁⋯⋯⋯⋯⋯⋯⋯⋯⋯⋯⋯⋯．．。⋯⋯⋯⋯⋯⋯169



第一卷． 概 述

江陵县位于湖北省冲部偏南，地处江汉平原西境、‘演临长江中游

荆江河段。置县姑于秦代，今属荆州地区，’水陆交通方便。原属江陵

的沙市镇一向是省内重要河港及江汉平原物赘的集散地。江陵县境面

积二千四百二十一点九平方公里，人口八十六万七千二百零二人。

江陵县有石油、盐、沙金等矿藏资源。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经国家

地质部门勘探，已在花园、丫角、习家口等地发现油矿。其中习家口、花

园油田的油质较好。本县铀田为江汉油田的主要油区之一。江汉平原属

盐湖盆地，在本县一千米以下，普遏有岩盐资源。本县八岭山有膨润土。

据’《宋史。食贷志》载，’“湖北产金⋯．．．”江陵县赤湖城，皆商人

淘采之地"n《元史。盒货志》载，1江陵有金陂湖生金≯侧近居人

以木箕淘金为业”。“金如花蕊，‘亦同若半叶b名蒲桃金，其龟赤6’’

但现在本县已短没有淘金业。 、 ．

，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江汉平原已有人类活动。．在长江

沿岸的江陵、松滋、公安等县，。分布的文化遗存，称为、“大溪文化"。

当时，我们的祖先已运用了砥磨和钻孔技宋，能制造套种通体磨光的

石器和骨器．o此外，逐有陶器j,生-产a这就是本地工业的发端。
．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有“战卓千乘焉万匹"之称，其战卓和兵器

制造已很发达，青铜剑的制作尤为精细。同时，‘冷加工错嵌工艺逐步、

成熟，并越来越多地运用到铜器的装饰制作上。楚国金币“郢爰．”，

更是本地炼鳞黄金的实绩。战国时期，本地已使用铁制工具，据考古

查明，在江陵楚故都纪南城内，有古代大型冶鳞作坊遗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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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至明清，，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影响，本县工业发展缓

慢，到清代晚期，仅有鳞造和制硝等傅统手工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焉关条约》签订以后，沙市成为

对外通商口岸，傅统的民族手工业遭到打击。宣统元年(1909年)：

本县人口五十九万，其中木、瓦、’金、石、铜、铁、锡等工匠，还不

到六百人，而且以客籍者居多。手工业产品仅有铜烟袋“颇为驰名"，

但是全靠外地提供毛坯，本县只能加工制造。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j：·城嫫私营炉坊和傅统制硝业有所发展。民

国三年(1914年)j，本县始有私营机器业。民国时期，私营机器厂、

店集中在沙市，大部分彀备落后，主营船舶和其它机械修理，产品有

压面机、皮辊轧花机等简单机械和五金制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l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7一开创1予-；!王穗王骥蓼史的新纪元。。建国初期，劓州专署先后在

荆州、郝穴两镁兴办了二令国营犁铧厂。1951年，”一县政庶在荆州城大

北阴内的观音庵内，兴办了，本县第一个机械厂二一江陵县铁木农其厂

(皂P今县一机厂)。当时，只有十多个职工和三台手摇机床，除机械

修理之外j仅能生产镰刀、锄头、木犁、．．水卓-类铁木农具。自1952年

开始生产各种皮辊轧花机。发展到1957年，县农具厂己初具规模。全

年总产值达三十四点四九万元，比1952午增长二点五倍。至i]1957年止，

机械工业仅有县农具厂一个企业。·化工行业，仅有城关镇光明制硝社

和城关镇第二居委会烈军工属土硝组。1‘ 、

7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嗣‘j全县增建鼍农具厂”七十七

个，大办社、队土农药、土化肥厂二千三百六十三个，兴建“纲铁

厂"、 “化工厂”、 |：‘硫磺矿”．等企业十个。由于夸大了主观意志和

主观努力的传闻，没有经过孰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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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

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撰r严重地泛滥，

开来。结果得不偿失j浪费惊人。仅兴办三个钢铁厂，就耗费投资一

百五十多万元，投入“大办钢铁”的农村劳力达七万余人r全县共炼

出土铜、毛铁二千五百八十二点-4吨，除有少量运往武纲回炉以外，

其余全部报赓。 “大跃进"中生产的土农药、土化肥、土轴承和风

力冰卓等产品，使用价值极低，被人们斥为“跃进货"，成为赓物。

六十年代初期，’贯彻执行胡整国民娌济的正确方斜以后， “大跃

进"中盲目兴办的企业全部‘“下焉_’：1963年至1966年，本县稳步发

‘碾了以县一机械厂为骨干、以农机修理为主要业务、·以锯齿轧花机为

主要产品的机械工业。建有机械厂三个，其+中在县城二个、在郝穴一个。

．?文化革命”期嗣，由于国民涩济遭到破坏，国内机械、燃化产

品供应紧强。为适应当时的生产需要，从1969年起，本县机械工业陆

绩增加了机动插秧机0 190柴油机、。’手扶拖拉机、I汽缸套、：农用拖卓

等农机产品，以及机床、机床附件、汽卓和甲板机械产品。同时，兴

办了采煤、农药、磷肥、橡肤等燃化工业。在此期同，本县机械、燃

化工业虽有较大发展，但-由’于左倾鳍误的影响j士业布局和产品结构

不尽合理，‘管理水平倚低，产品质量不麴稳定，，济短效益较差。+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刷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国民短济的胡整，逐步改善了本县工业布局和产品结构，加强了

企业管理，机械、燃化工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机械工业现有工厂四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三个、集体所有割

企业一个，针有职工一千六百三十一人，企业总占地面积十六万四千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五万五千七百平方米，主要机床彀备五百二十四

台，其中金属切剖机床二百五十一台。固定赍产原值达七百九十八万



元。燃化工业有厂、矿四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三个、集体所有制企

业一个，针有职工一千零六十一人，企业总古地面积二十一万二千九

百六十七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五万六千入百二十平方米。燃化工业主

要教备共五百七十七台(套)，其中专业生产彀备二百一十六台(套)。

固定资产原值达九百九十二万元。此外，还有县工业局、燃化局物资+

公司。1952年_至1982年，从中央到地方对机械工业的总投资达一千零

九十六万元；对燃化工业的总投资达一千六百一十一万元。 。。

1982-年，本县机械、燃化工业的主要产品有锯齿轧花机、手扶拖拉

机、划绒机、甲板机械、120双排座客货两用改装汽卓、坡用拖卓、工业用

汽缸套、儿童卓、婴儿卓、纲窗、焊管、原煤、碳酸氢铵、稻脚青、‘’

六六六粉、三角傅动皮带和翻新输胎等。．机械工业总产值达一千四百‘

五十一万元，利润总额十二万元，此1952年分别增长一百五十倍和二’

十五倍。采煤工业总产值达一百二十四万元；利润总额十万元，均刳历

史最高水平。化学工业总产值达六百一十三万元，亏损此1976年下降
，

五十二万元。 √’
．

．·

本县境内透有石油部第四石油机械厂、荆州地直有荆州机床厂和

剥州电子仪器厂。此外，在轻纺．：．交通、基建、粮食等系统中，也有
一定的机械修理和制造能力b ，



，． 第二卷．机器修理业和犁铧铸造业’
‘

L
‘

√．

第一章 ‘机器修理业． 、．

． ： ．

第一节‘机器修理韭’的兴超．'和发展‘
1二 、_ ， ．．

，．辛亥革命以后，．长江航运业有了发展j’沙市港小火翰来往渐多。

在沙市有真靓、亨记和其宅翰船公司。。在本地没有机器业的时候：各

公司如要修船，须到汉口；极不便利6民国三年(1914年．)，真记翰船

公司老板与友人叶耀庭商定以后，借款拾叶耀庭在县属沙市镇剁办了

兴茂昌机器翻砂广，．主营船舶修理。’到民国入年(19i9年)，本县已

有四家机器厂、‘店，从业人数针有四十三人。 。 ，

．随着水运：‘打米：压面、．轧花、‘纺缄、建筑和商业的某些发展‘，。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机器厂、店已增至七家。其宅宇长丰机器

翻砂厂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强，能绚制造“和倚头”柴油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日本军队侵占武汉后，危及荆

沙，本县机器业逐渐迁移、倒闭。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长半机

器翻砂厂迫于时局，蒋卖后迁往重庆。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日

本侵略罩占领荆沙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又有四家机器厂、店

倒囫。当时仅有的“王洪发’’、 “李森茂"、 “赵三义"机器厂，也

只能勉强经营。 ：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民用机器和罩用汽

卓的修理业务增多，机器业有所发展。在沙市，本地的三家汽卓修理

厂、店相继开办，外地的益新机器翻砂厂、祥华汽卓修理厂先后迁入-
5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本县机器业有王洪发机器修理厂、李森

茂机器修理厂、釜新机器翻砂厂、赵三义机器修理厂、汪青记机器修理

厂、高兴昌机器店、祥华汽卓修理厂、尧成汽卓修理厂。慎昌汽卓修

理厂，以及“公钯"、 “飞龙"、 “强义兴"等小机器店，以上计有

十二家厂、店，’从业人数达七十二人。主要机床针有二十八台，其中

卓床十三台、钻床十一台、，刨床三台、搪缸机一台。

民国时期，本县私营机器厂、店都是外地手工业者开办。较大的

厂、店，机床彀备一般在五台上下，师徒一般在十人左右。小厂小店

一般没有机床，师徒多在三人以下。在铁器业中，也有临时兼营小修

小配的店铺，虽然号称“机器店"，实际上是铁匠铺。 ．．

机器业主营翰船、汽卓、动力、打米二：压面、轧花、纺绒、’印刷

等机械修理，主要产品有。‘压面机l皮辊轧花机，铁木绒布机‘．保除

柜、玻璃瓶模具、铁栅梭同和楼房拦杆等。压面机、皮辊轧花机～铁

木绒布机行销宜都和荆州各县，。其它产品主鲼荆沙。，机器业的发展概

况，参兑附表。．(第7g) 一：

第二节 私营机器厂、店
⋯

：
，

叶茂昌机器修理翻砂厂
一

厂址在沙市九杆桅堤上。民国三年(1914年)，真记翰船公司出借

赘金，原汉阳兵工厂钳工、江苏溧水县人叶耀庭刽办。初名兴茂昌机

器修理翻砂厂。有四昵卓床和一丈卓床各一台，师徒四人，印叶耀庭

及其三个蛭儿。主营船舶修理，开业四年后，偿还了办厂的借款，厂

名改为叶茂昌机器修理翻砂厂。民国十八年(1929年)厂房面积四百

余平方米(租佃敦善堂的房屋)。有四吠卓床二台、一丈卓床二台、牛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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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刨床二台、立式钻床一台、虎钳五把，小工具齐全；还有一盘缸炉

和全套鳞造彀备，砂箱就达一百多口。厂内师徒各八人。主营船舶、

印刷机等修理，产品有压面机、皮辊轧花机等。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叶耀庭因家庭不和出走宜昌。因其蛭

子代管工厂不力，修船不能如期交货，丧失了工厂信誉，生意冷落，

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倒囝。一丈卓床和四吠卓床分别卖铪了

李森茂机器厂和宜昌某工厂。叶耀庭的后辈，不愿其他同行在本厂倒

蹋时增加彀备，将其余彀备砸烂，作赓铁卖给了沙市便河路的刘强儿

荒货铺。

。王洪发机器修理厂 ，．

原在汉口。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陂人王林清兴办。民国八

年(1919年)，为逃避客户损失的赔偿，王林清偕家眷和三个徒弟

(王胜锦、孪炳卿、赵光汉)迁入沙市，在夹贵街堤边继绩开业。

开始只有缸炉及小型工具，生产布伞藤骨、敛骨和皮辊轨花机土下刃

等筒单产品。后有二层楼房一栋，楼上居住，楼下为厂房，．面积四百余

平方米。

民国十九年(1930年)，厂内主要彀备有：六吠卓床(英货)一

台、入叹卓床一台、钻床二台、缸炉一盘、化铁炉一座。有师徒二十余

人。主营动力机、皮辊轧花机等修理。主要产品有皮棍轧花机、压面

机、铁木绒布机等。日本罩队侵占荆沙时期，生意清淡，厂内仅有五

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沙市文星楼雒修时，厂内工人用紫铜板

焊制鲷顶一个，如今倚存。鳞大工件，如劳力不豹， “李森茂”、

“赵三义”两厂卸来协作。王林清畲在沙市囱衣庵附近办过脚花厂，

有十八焉力动力机一台、抓花机一台、弹花机一台，机器修理业务不

安时，皂P派工人前去加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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