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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上抗县造或厂始全j于 1972 年，到 2002 年，莹莹走

过 1 30 年。 30 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汗宁是那么短暂的一瞬，然而，

上拉县造纸f却发生 7 历史性的巨变，它从一家年产 74 吨机制统

的元名小厂，一跃而成为年产1. 5 万吨、产品属国内首创、荣获J占

全美均中型企业。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午代，这是一家可书可写

的企业!

‘二十品立"。上抗县造纸厂在而立之年顺利地，完成 7 企业的

改制，改制后称"上拉王射手纸业公哥"。我们刊登周耀荣先生的〈记

县适筑厂苟几次大转折〉等 3 葛文章，既是对走过 1 30 年艰苦历

程的主抗县造纸厂的纪念，也是对新组建的、充满希望、生机和活

力的上拉瑞祥纸业公司的祝贺!

记县造纸厂的几次大转折

用耀荣

自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原本计划经济的格局急屑地朝市场经

济转轨。面对这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我县一提计划经济模式

的国营及集体加工企业，出于各种原因，相继一个接一个地倒闭。

迄今为止，仍能矗立自强的厂子，可说寒寥无几了c 百其中，叶江

县造纸厂乃一花5虫秀，展现出截然不哥的一派风彩。县纸厂不但

没有萎缩销商，反面在娃模、效益上扩大、增长了几十倍，是什么力

量和因素使它在某个困难的时刻能扭转乾坤?县纸厂或功之洼的

亮点在哪里?本人休府在家翻阅了连年的工作目记，结细回眸近

20 年来的风风雨雨。因首往事，记忆犹新，县级厂的腾飞，并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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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风腰，概括来说，它是经历了凡次大的转折才发展起来的。在上

坟县造纸厂欢庆建厂 30 周年之际，愿以挡笔写写纸厂凡次转折的

真实情况，以此为本县经济发展志史提供一点资料。

一、企业承包换班子

在 1987 年以前，县纸厂事本上是 15 年一贯制地生产低、中档

瓦楞纸。这种产品有几个乡镇企业主口出县纸厂都在生产，所用原

材料以当地宿草为主，由于各厂i可原料之争相当激烈，因此县纸厂

常因此事影响产量，加上内部管理不住，最终导致企业效益链下，

至 1987 年底，累计亏损达 26.255 万元，县纸厂处在生死存亡的关

头。

1987 年，全国各地大中小企业都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这

年 5 月 14 日，原县经委经营管理科进驻纸厂调查核算，而后分别

对造级车间、纸箱车间、原料组、机惨组核定了承包墓数，确立了车

间、班组的经营责任制，这为以后的展包哥哥工作打好了基础。

企业在承包是一项既复杂又细致的工作，县纸厂也不例外，曾分

别于当年 7 月至 9 月先后召开了十次专题会，其中七次都有县领

导、银行、税务、财政、经委等单位出席，并直接参与评审。 9 月 16

日 F午举行了选定承包人的民意测验，结果是原厂支部书记刘冠

新以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当选。县承包工作班子在测验前后还进行

过多次踌研、考核、谈心和苦后工作，最后确定刘冠新为企业法人

代表部承包人，承包期为三年(1987 年 1 月 1 日至 1988 年 12 月

31 月 L 9 月 23 日再吁全厂职工大会笔安布承但决走。会主县承

包工作班子代表着重强湾在承包期内要完成两大任务:一是要完

成→期技改工程;二是承包期内扭亏额 10 万元。立过冠新同志，在会

上表示"两年内由于立承包纸厂，我要带头提割不正之风，兢兢业业

地抓好生产经营和技术改造，着重抓好两大车间的经济责任制，建

立完善的科室、班组规章制度，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调动广大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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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搞活经营，扩大市场销路，拼命也要完或承包期任务，决

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刘冠薪利用当时上级"松绑、放权"的宽松环

境精心组织起企业的核心班子。他起用了黄{中华、丘德生、蔡文

英、李医强、郭育光、林新模等经营管理的一班能人。由于时间紧

迫，新班子建立就立部建章立制、狠抓内部管理，全力抓紧技改项

目的实施，他们用心于产品上档次、企业上规模，从四面八方捕捉

信息，拓展市场，并以激烈的创新意识"填空白 .jJ!\首创"，不断生产

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经过一年三个月的艰苦奋斗，企业终 F假复

了生拢。承包结果果然不负众望，于 1988 年~较好地实现了承包

基数。

)(iJ冠薪言学成才，有 10 多年的实践经验，对纸厂的每一台设

备，每一项工艺规程和技术参数都异常娴熟。 他为人正派，处事果

断，而且善于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他At工厂每一项重大决策都

能深思熟虑，广泛征求职工意见和建议，凡上几下进行民主协商，

最后出厂核心班子集体研究定案。所以，每次决策者在做到科学准

确，避免了失误。在付诸实施后，带来萌垦的效益。)(iJ冠薪成绩斐

然，被授予地区"青年企业家"的光荣称号，并荣获省"劳动模范"和

其他嘉奖，是省中型纸业法人代表中的佼佼者。

县纸厂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也个个表现突出，都有各自的专长，

真可谓"八他过海，各显神通"。黄{中华是位年轻的专业技术人员，

纸厂前期面指困境，别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跳槽，最后只剩下他一

人，恒他仍然毫不动摇茹苦钻研技术，一心扑在工作上。 1991 年

x1j冠新主动让贤，自黄仲华任厂长，他果断决策投资 1200 万元进

行第二期技改，一年完成，效益大幅提高。县级厂至此旧挠换新

颜，一跃成为拥有固定资产三千多万元，效益较好的省级中型纸

厂。黄仲华荣获省"劳动模莲"、省"优秀青年企业家"、"闽西十大

青年标兵"等荣誉称号。班子中的丘德生、郭育光则擅长供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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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们为开拓市场，打开销路立下了汗马功劳。蔡文英兼任厂财

务科科长，财会工作得心应手，曾多次受县、市表彰，以他辛勤的劳

动，使企业顺利选拿到了金融部门的 AAA级信用卡。林薪模、李

国强褂IIJJ厂长抓生产、抓行政管理，为工厂快速高效的工作节奏流

大汗、出大力。总之，他们在各自分管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古人注吕

的成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钉在承包经营中能团结一心，奋发

图强，充分调动广大职二E的积极性。他的还特别注意爱护、培养像

陈喜生、傅延辉那样的节能降耗、优质高产的技术能手和优秀职

工，让他们施展聪明才智，为企业发展多作贡献。

纸厂的成功经验告诉人们:关键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告班子，

要把全厂职工都发动起来，人人爱厂如家，齐心拼搏就没有攻克不

下的难关，也没有跨越不了的肆碍。

二、三期技改立大业

15 年前，一个濒临倒闭的县纸厂发展到今天成为省级中型造

级厂，靠的是实施了连续三期的技改工程， f吏纸厂上了三个新台

阶。第一个是起死回生葫生机，第二个是改变落后上挡次，第三个

是开拓割新增效益。

万事开头难，第一期技改没能说子就干，从 1984 年起就开始

议论，众说纷纭，前后酝酿了四年，直到 1985 年省扶贫工作队进驻

上抗，原省经委技改处叶国洪处长，也是扶贫工作队成员.1986 年

笔者当时在县经委任职，参加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一结束，他就带我

到省转工厅造纸单公司去找吴总工程师(他负责全省造纸行业技

攻项目的审批工作)，叶处长最先提出上卫生统项吕，吴总表示赞

同。 8 另份扶贫工作队邀请吴总来杭考察，他作了一番调查之后，

提出..现阶段县纸厂搞大厂不可能，大厂全省已有三个，分布在青

州、南平和福州。上就可以搞中、小型纸厂。原材料建议采用芒

杆、竹子及下脚搏，这比前草质量强得多，原料来摞也充裕，但每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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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耗饶碱达 150 吨之多，污染严重，预湖产品好销，前景看好，总

投资需 3000 多万元。其中，环保装备要花费 800 多万元。"后来，

鉴于扶贫资金十分有限， 3000 多万元难以筹措，环保投资巨大，实

施起来又很烦杂，最后，自下商上申摄比较现实的项目，即纸浆系

统改造及纸机的更新。技改总投资核准 214 万元，最后突破 276

万元。资金来源自扶贫贴患 60 万元，财政周转金 56 万元，银行贷

款 160 万元三方拼盘商成。一期技改的前期工作凡经周折总算落

定了，职工看在眼里，深知机遇来之不易，于是上下一致，齐心协

力，忘我工作，备尝艰辛，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整个技改工程全面

援工，并于 1988 年 12 月 25 日一次试产成功箱板纸。从此，纸厂

的生产能力由年产 2000 吨增至 50∞盹，其中新增的 3000 吨是

250-450 克系列工业用纸。 1989 年新增产值达 262 万元，创挠和j

40.6 万元，企业一举扭亏为盈。

一黯技改完成了，两年的承包经营期也到了，尽管技改任务、

承包基数都完成得好，但作为企业法人代表的如冠新深感任重道

远，一期技改才刚跨出了一步，遗留问题还甚多，新的矛盾又突出

了。锅炉还是老式 2 吨手烧链条炉，蒸气量远远不足，商另一台老

纸机也坏得无法正常运转，要急需更新，还有料场改造等等，二期

技改追在眉睫。主攻题目就是"锅炉及纸机更新"。由于上期技改

效果良好，上级及相关部门很快就核准了二期技玫方案，工程于

1990 年开始实施，又经过一年的努力，于 1991 年 9 月顺利竣工投

严。本期技改总投资 214 万元。工期技改的成功给企业带来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至此，企业产值己跨越千万元大关， 1992 年年产

值高达 1490 万元，年产量 7358 吨，实现税利 :1990 年 104.6 万

元， 1991 年 136.1 万元， 1992 年 172.6 万元， 1993 年高达 205 万

元。 1991 年县纸厂被省轻工可评为"工业生产经济效益里著的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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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先有规模没有创新产品也往

往难站住脚。县纸厂现有产品市场开始出现饱和状态。未雨绸

缪，厂领导一班人赶快四面出击，捕捉信息。从惠州纸业公司、汕

头纸箱厂、泰宁轻纺织厂、永安维足龙厂等单位了解到全理轻纺衍

业正需求纱管原纸，日本生产的高速纱管原纸十分走俏。面对这

一市场动态，对号接任厂长职务一年的黄{中华敏锐地意识到开发

新产品的巨大意义和紧迫性。他下大决心实施 1200 万元(最后达

1360 万元λ数倍于前两期的第二期技改，扩建年产 5000 吨工业

用纸生产线。他既却在现有生产经营，又争分夺秒的挠项吕，跑资

金。从 1992 年 9 月，项吕开始启动到 1993 年仅仅一年左有的时

间就全面完成了技改工程并试产、投产均一次成功。丽丑，第三期

技攻中靠独立自主潜心探索攻克了高碱度施胶和持高紧密度技术

难题，创造性地开发出能替代吕外高价进口的国家级新产品 FDY

i七纤高速纱管纸。其产品指标超过轻工部 QB1457 - 92 的标准，

为此而荣获省"优秀新产品"的称号。新产品投放市场，每年为国

家节省了大量外汇，甚纸厂也成为年产能力1. 5 万吨，产值 30∞

多万，税和tl300 万元以上的省级中至1纸厂。其实，第三期技改比省

经委"闰经科(94)253 号文"列入 1994 年第二教新产品开发项吕

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年。对企业而言，速度就是效益，县统厂赢得

了时间，抢先占据了市场。这一高招让兄弟企业所敬仰。

三

市场竞争、产产.品竞争、罔行企业之间白的亏实力竞争，归根到底是

人才竞争。县纸厂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能够翻身、连年京胜，除

了上述理素外，其要诀还在于重视内涵、大力培育人才，提高全员

劳动者素质，为企业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想想过去，级厂怎么也忘不了原有 10 多名技术人员一个个知

难商退，拂子离去，无可奈何的情景。经验告诫他们，纸厂急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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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只有走自立更生，自我培养人才的路子。{生们不错代价搞智力

开发，首先让厂长到重门大学接受研究生培训，同时从各车间、班

组中择f尤挑选 6 社共 68 人分头送往华南理工学院、震门轻工学

校、青州纸厂等地去进惨。全厂接受专门培训的人数累讨- iGJ 余

人。这批年富力强的青年职工，自身已有若干年的实践经历，如上

专业理论知识的培识，如虎添翼，极大地提高了独立工作、鱼j新变

革的能力。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推动着整个纸厂与时俱

进，欣欣向荣。

综上所述，给人启迪。县纸厂的成功之道归纳起来就在于有

一个团结、得力的领导班子，在上级及有关部门的积极扶持下，连

续实施了三期技改工程。企业上了三个台阶。他们富有强烈的创

新精神，善于把握市场信息，及时开发出技术含量高、市场畅销的

新产品，赢得了市场的主动权。企业始终猿抓内涵与素质，视人才

为企业发展的基石，不错代价培训人才，坚定地走自立更生，琅苦

创业的道路。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上抗县造纸厂建厂 30 周年的纪念和自己

的一片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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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科技兴企之路

钟秋

"上坑县造纸厂是靠技术发家立业的。如果不走科技兴企之

路，厂子旱就摆阔了"。县政胁委员、上抗县造纸厂副厂长邱德生

如是说。

1972 年，城关公社投资 4 万元在南岗开办造纸厂，年产税制

纸 74 吨，是个不足百人的小厂。以后，虽有增加投入，但后天失

调，到 1987 年，纸厂陷入困境，企业亏损，工人工资发不出，有门有

路的纷纷跳槽.14 个大中专毕业的科技人员只剩毕业于集美轻工

业学校造纸祝械专业的黄{中华一人，厂子频临倒陪。这时，共产党

员刘冠薪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厂长，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新班子

认准了要走科技兴企之路，他们要依靠全厂职工，团结~-;L"'. 群策

群力打一个翻身仗。

1987 年 12 月，实施第一期技攻。厂部任命黄仲华为技改办

主{圭，主攻制浆系统及纸祝更新。总投资 276 万元。 1988 年 12

月 25 日一次投料试产成功，试产的箱面纸全部合格。生产能力从

2000 吨一跃为 5000 吨，年新增 250-450 克系列工收用纸 3000

吨， 1989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262 万元，创税和U 40.6 万元，实现扭

亏为盈。

1990 年，全国纸业市场供大于求，普遍出现限产压库现象，上

杭县造纸厂也陷入困境，几百吨箱面纸堆在仓库里。厂领导忧心

如焚，四处奔波进行市场调查，终于捕捉到轻纺行业亟需纱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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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而国内仅有 3 个厂家生产，产品供不应求的信息。他们经过科

学的分析和论证后，组建了 QC攻关小组，聘请技术顾问，攻克高

碱度施胶等道道技术难关， 3 个月内开发出系列纱管原纸，并通过

了省级技术鉴定，填补了我省造纸行业的一项空白。在全国造纸

行业一片不景气的情况下，上拉县造纸厂却一枝强秀，产销两哇，

年创税和IJ 104.6 万元。

1990 年 12 月，纸厂实施第二期技改，投资 214 万元，主攻锅

炉及纸板更新改造。 1991 年 9 月试产成功。这年工厂经济效益

大幅度提高，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实现税利 136.1 万元。根据市

场调查，获知日本生产的高速纱管原纸十分走俏，国内无一厂家生

产，用户完全依靠进口。厂领导善于捕捉信息，经过科学分析，研

究对策，决定进行第三期技攻.1992 年 7 月立项，投资 1360 万元，

主攻高速纺 FDY 纱管纸板开发，小厂搞大技改，无疑是个难题，对

厂领导来说也是一个严暖的考撞，在外无措鉴，内无参考的情况

下，他的又一次依靠科技，勇于探索，敢于部薪，终于攻克了高喊度

施胶和持高紧度等技术难题，开发出填补国内空白的 FDY化纤高

速纱管纸。经省级鉴定为国内首创的一类新产品，产品的各项指

标均超过国家轻工部 QB1457-92 标准要求，荣获省第二届工业

博览会金奖、银奖，省"轻纺名优产品"及福建省"优秀新产品"等陈

号， 1996 年又获省科技新产品银奖。投放市场岳，迅速占领闽、

粤、赣、沪、苏等省市。该产品以高优品质代替了进口产品，为国家

节约了大量外汇。纸厂的F生产能力一跃达1. 2 万吨，产值 3000 万

元以上的龙岩地区首家中型造纸企业。

1997 年 8 月，造纸厂进行第四期技攻，投资 180 万元，改造内

容有:停开 1 号、2 号机供浆系统，改由 3 号机制浆系统集中制浆，

对 3号乳烘缸供汽系统、纸机系统进行改造。对 1 号、2 号纸机系

统进有填平改造，减少煤、电、纸浆用量。 11 另底，四期技改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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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更趋科学合理，投入运仔后可年增产量 3000 吨，新增产

值 8∞万元。

造纸厂除大刀阔斧的进衍了四期技改外，在平时的生产中也

十分注重用现代科技来插导生产，广泛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活动。

如采纳"改进配屯用电线路"的建议后，厂领导组织科技人员，对技

改分期实施中存在的耗电弊端进仔攻关，他们夜以继目的画图纸、

跑现场、培数据，采用最优方案，取得了萌显效果，全厂功率因素从

原来的 0.65 提高到 0.98 吨，吨纸电耗从 6∞千瓦时逐渐下降到

480 千瓦时，全守节约成本近 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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