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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例

!。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编写了．《青岛耐火材料厂志》。

《青岛耐火材料厂志》共分：大事记、概况、基本建设、、生

产、经营管理、科技、教育、4党群工作、职工福利及其它九篇，二

十四章，九十二节，’二十一万余字。

一、大事记：记录了自一九一八年建厂始，至_九八五年底

止，共六十七年间本厂所发生的大事。所谓大事是指对本厂产生较

大影响的事件。大事按年、月、日时间顺序编号。由于各种原因，‘

在编写中，对事件采取了日不清者，记在月末，月不清者，记在季

末，季不清者，记在年末。’大事记大致反映了青耐的演变、发展过

程。

二、概况：描绘了本厂的地理特点、历史沿革、．职工队伍、生

产经营等大致情况。突出了现在的生产经营状况，基本反映了青耐

厂的现状。

三、基本建设：着重分析了本厂基本建设的经验教训，记录了

一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前因后果。

四、生产：生产篇是本志的重点，着重记录了解放以后的．生产

情况，记录了普通耐火材料和特种耐火材料的工艺流程，及其主要

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部门的概况。

五、经营管理：在本志中占很大比重。着重记录了各专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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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J’1的职能，及其职能部门的演变和主要负责人的更替。

六、科技：解放以后，本厂重视科学技术，在开发新产品方面

取得较大成绩。本篇记载了主要新产品的研制过程和产生的效益。

七、教育：本篇记录了职工教育和职工子弟教育。在职工教育

的章节中，记录了扫盲、 “双补”等情况。在职工子弟教育中，记

录了办学原因、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等情况。

八、党群_72作：记载了党组织、2[2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在本厂

的战斗历程。

一 九、职工福利及其它：记录了解放以后本厂职工福利方面，如

宿舍、食堂、托儿所等等发展情况： ．‘j一．‘』’+I、o’

《青岛耐火材料厂志》，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坚持了四顼基本原则，‘按照历史的发展j 突

。出了建国后青耐的生产建设。编者力求使全书翔卖：难确：起·到鉴

往知今，-惠及后世和“教育、资政、-存史”，成为对本'厂职工+进行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与爱厂教育的教材，及本厂各级领导干部

承前启后，指导工作的工具书。您若想了解青耐，认识青耐， 不妨

阅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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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大 事 记

上限I_九一八年
’

下限：一九八五年

(1 9 1 8-：10一l 94 5．8)

、 ‘二九一八年一： ，．

十月二十六日，’日苯人伊腾次郎：，佐卫门等人合资五十万元，、

来青选址购地建厂。他们以兰_十元到六十元的廉价购买沧口营子村

海滩地十三点五二九坪，“作为开办“：日本L山东窑业株式会社一，，．之基

地：购地后雇佩中国人兴建立厂；：．!

一九·九年

-7 元月八甘，?工厂建成开工矿当时，设备简陋，只有方式倒焰窑

12座，j干碾祝两台j立式和泥盆一个；生产主要靠手工操作。’’一。：

工厂由日本人开办，盯日本人经营：‘第÷任经理大仁登-‘．．j技术

人员也均系日本人，雇佣中词i人四十余名。采用当地坊子街的泥

大烧制水道管，产量低、．质量劣。’。

，-九兰‘年一．

为寻找出路j、在生产冰道管和瓷瓦的同时：1研制耐火砖j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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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日本技术员丸山多主持研制成功粘土质普通耐火砖。此后，开

始从博山地区购进原料，正式生产耐火砖。
＼

一九二三年

日本山东窑业株式会社扩大生产规模，在沧口南日岗和北日岗

又建方式倒焰窑两座。

一九二四年

会社年产耐火砖达到3500吨。除供应青岛地区外，，产品推销至

上海、天津、大连等地。

一九二五年

会社资金增大到一百万元。
’

一九二六年

会社工人有所增加，但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更历害。规定

工人每日工作十一小时，工人最高月工资为28元，最低12元，一般

I 7元。实行搜身制。生产淡季(冬季)时辞退工人。

一九三四年．

会社填海造地33000余方步，扩大了厂区面积。

一九三八年

会社与山东省公暑合资一百万元，‘将博山模范窑业厂改组为：

_博山窑业株式会社。会社仅投股金30％，但却控制了该社。会社

第二任经理飞鸟井保三担任该社董事长，．大野善二任经理。博山窑

业株式会社成为山东窑业株式会社的附属厂。
‘

一九四O年

日本加紧对华战争，会社配合甘本钢铁株式会社的生产，进一

步扩大生产规模，大量生产耐火砖。到本年工人增加到二百多人，

方式倒焰窑由三座增至六座，年产耐灯#6000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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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

会社在毗邻处又建成： “日本山东油脂株式会社，生产香皂和

洗衣皂，年产八百箱。后拟建雪花膏生产线一，因战事吃紧，’搁浅。

’二九四四年

四月会社在淄川地区建起了第二个耐火砖瓦厂一一洪山分厂。
至此，会社发展达到顶峰。

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会社随之宣告倒闭，等待

接受。此后，工厂几乎无人管理(绝大部份日本管理人员随日军撤

回本土)，墙倒屋塌，呈一派衰败景象。

(i 94 5．11——l 949．5)

一九四五年

十一月十二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将山东窑业株式会社和山东

油脂株式会社呈交国民党青岛市政府。

一九四六年

三月十三日，‘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经济部敌伪产业处理局冶’炼组

接受委员王拓洲等四’入，奉命前往山东窑业株式会社与飞乌井保三

交接，双方签暑接受纪要。 c‘

当时，该社所属博山窑业株式会社和洪山分厂被我八路军接管

外，在青产业均被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接受。
一

十月，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接受后，公开标价出售窑业株式会社神

油脂株式会社，因价高无人问津。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丁惟汾假胶澳

中学名义，以法币二亿二千万元将两社买下一将其改组为：胶澳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胶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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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澳公司成立董事会，丁惟汾任董事长，龚介民任，鬯．经理，于

建栋任协理。经理部下设窑场和油脂场。

十二月，胶澳公司招收工人四十余名，开工生产。因耐火砖滞。

销，改烧红砖，质量低劣也无销路，生产不景气。
。

一九四七年 ，

协理于建栋离职，李子廉继任其职也无治厂良方，工厂陷入半

停工状态。工人无以为生，只得偷卖工厂生产原料维持生计。

一九四八年

七月，协理李子廉离职，任道伍接替其职务。工厂全部停工，．仅

留二十二人看守厂房和设备。 ．．．

年终，工厂被溃逃来青的国民党军队占据，变为兵营。
，·广

(1 949．6——1 985．1 2)

一九四九年

六月二日，青岛解放，工厂获得新生。

七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派军队代表刘才

庆、吕永顺进驻胶澳公司监护，为接受做准备工作。
’

，

．一 七月六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军事管制委员会生产部任命王，尊贤

为工作队队长，会同先行进驻的刘才庆等i正式接管了胶澳公司。

胶澳公司改称：齐鲁公司胶澳厂

七月，工作队开始对工厂财产清点、登记，估价。．经过十五关

的紧张工作，’查清并确定胶澳厂固定资产为十三亿六千六百六十多

万元。(人民券)

八月，工作队在对职工进行政治效育，组织清理厂地的同时，着

手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建立的制度有：厂务会议暂行办法；工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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