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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哈尔滨汽车配件四厂厂志》的撰写：是从一九五六年哈尔滨市道里区民政科、工业办

公室组建的五个福利生产小组、厂时为上限。一九八五年末为下’隰。，

厂志体倒，根据志书的志、纪、传、图、(照片)表、录六体合_，综合运用一分门别
类，先分类后分期．，纵pJ,时系事，记述每个时期内的生产经营，一裁造设备等内。塞，擞排纵

写，着重横向，以横为主．从本厂各车间，行政部门围绕PJ,生产服务为中心，突出F的生产

工作，．经济效益，自制生产设备，不断更新，开拓新产品。培养技本骨干，结合民政工业的

特点作了详细记述。 ．

在章、节设置上，以章为类。章内分若干节、目。小目。 ，

⋯

厂志内容排列是：凡例，序言，目录。章：有概述，大事记，厂史沿革，产品综述，生

产经营管理，职工生活福利、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文化教育，企业整顿，党政工作，模范

标兵人物，附录，编后记。采用记述体编写。

厂志的材料搜集。生产科积累了历年生产中的数据资料，其余部门的资料贫乏，在厂党

组织和行政领导的重视下，及时地组建了厂志办公室，抽调了工作人员，组织参加培训学

习。根据厂志拟就的章节，王作人员分工负责专题撰写，分别搜集需要的数材。立足于先厂

内，访问职工搜集口碑材料，．召集会议的记录和领导的记事。后厂外，走访了已调袋， 离

(退)休的老领导，老职工，将这些第一手资料，经过整理鉴别核实后编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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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渗志，是历朝历代的规律。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对外开

放，对内搞活经经济。继农村实行责任田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蓬勃发展，全国人民正在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迈步向富裕的大道奋勇前进。

现在，我们的祖国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编写社会主义新厂志，己势在必行。中

共中央(1§80)16号文件，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关于编篡哈尔滨市通史，通志、专史、专

志的决定∥下达后，厂党支部和行政领导，把编写厂志这项工作纳入了议事日程。及时地组

建了以党支部书记予庆祥为主任的五人厂志办公室。支部召开了会议，布署了工作，确定了

三入负责编写厂志。任务确定后，我们深感责任重、时问紧，更缺乏编写厂志知识，实难

胜任。

通过学习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关于修志的论述，学习了中央领导胡乔木的修志讲话、外

单位编写厂志的经验材料。

我们在编骘社会主义新厂志的过程中，力求做到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

安排厂志的内容和形式，从理论到实践上，真实地反映我厂过去的面貌和现状。

我厂经历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二十九年。建厂时民政部门为了解决优抚救济团难户

昀生活出路：在没有投资，没有厂房，没有设备，没有产品的情况下，办起了手工生产、加

X11,组和厂、生产市场必需日用杂品。

这些从旧社会过来刚参加工作的新工人，深知工作来之不易，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社会主义，才有了就业机会，在解放前是想也不敢想的事，今天却变成了事实。

通过职工们十年的艰苦创业，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自行设计，自己制造大型二百吨液

压机。为哈尔滨市民政企业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CA一10A油箱批量投产，有了定向产

品。从此产品纳入了地方计划，所有产品归地方统一包销。

我厂职工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从不向上级伸手要拨款、要设备。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群策群力，摆脱了困难局面。如今已能自行设计、制造大型液压专用和通用设备，能生产汽

车配件车架等产品。已发展成为哈尔滨市，黑龙江省专业生产汽车配件行业重点厂家之一。

一九八三年五月，被接纳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汽车配件联合经销成员单位。

我厂通过自制设备，发展生产。每次增加一项新产品，就组织自己的技术力量，制造新

设备。既出了产品，又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骨干力量。

建厂以来，上级没有派过一名大学生来厂。我们本著自力更生的原则，从青年工人中培

养自己的技术员、工程师等技术人才。

一九六四年，厂选送了一名青年工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夜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学习，一九八

一年被授予工程炳职称。经过边学习边实践，一九六六年为本厂设计制造了筻一台二百吨液

压机。从此他先后设计制造了不同型号液压设备。两千吨设备的制造成功，标志我厂生产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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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腾飞。后来又制造七米剪床，一千二百吨。四千吨液压设备(已设计完毕在制造中)，

为我厂和哈尔滨市民政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九七六年起，凡是有志学习的青年职工．都鼓励支持他们去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道里

区业余大学学习。近几年来部分职工先后考取黑龙江大学夜大，省电大，学习有关企业管理

各类专业。还有通过黑龙江省工交干部管理学院进行代培。采用多种办法培养人才。在经济

上、时问上大力支持。在一部份职工中，通过业余学习取得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等

技术职称。厂举办了机械制造专业中专班，为哈尔滨市民政工业系统培养了生产技术人才。

一九七八年以来，从具备干部8西化”条件的职工中，提升局级干部，处级干部，科级

干部。为哈尔滨市民政系统的工厂，民政工业公司、民政局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生产经营中，产品均由上级业务部门统一包稍，不仅每年

老戒了生产销售计划，同时年年有赢利。一九七九年以来，企业逐步扩大了当主权，生产经

营实行以销定产，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厂采取了紧缩非生产费用的支出}，并从提商产品

质量上下功夫。一九八二年，虽然销售工作出现不景气，但实行了产品。三包”。销售人员深入

到用户单位听取意见，开展销售业务，很快扭转了销售工作中的不景气局面。

一九八四年，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上级调来了生产上具有开拓型的厂领导．经过慎重考

虑，首先在部分生产车问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产值，利润逐月提高。当年赢利超百万元．

是民政工业系统，八个单位中第一个首创赢利百万元大户。标志着我厂的第二次腾飞．一九

八五年，生产经营又出现持续增长的好形势，全年完成产值一千零三十三万四千元。实现利

润三酉四十四万一千八百九十四元。

参加厂志撰写工作的有：工会干事孙美云，撰写了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计划生育

工作干事刘君萍．撰写了第七章。其余各章节，均由退居二线的原列厂长段亚华撰写。

厂志共分十一章四十三节，九十三目，八小目，共有十万五千字。内有照片五十六张，

图表四十二张，基本上反映了厂的历史和现状。它对总结我厂历史经验，指导今后的工作。

无疑将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哈尔滨汽车配件四厂厂志撰写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子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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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晗尔滨汽车配件四厂，隶属于哈尔滨市民政局，是哈尔滨市，罴龙汪省汽车祝件行业重

点企业之一．位于哈市西南祸，东面和一百二十中学毗邻，酉面和缓客车厂住宅：区相酆，南

面与顾乡粮库住宅区相接，施霭是消防．队。工厂门蔺是职工街i南灏和城乡路相通，讹面和

工宸大街相接。一九八五年，厂区喾地丽积一万四千零一十圈平方米，英诤生产建。筑+面积

三手三珂一十六点一‘平方米，非生产性建筑面积一千四百七四京八。乎穷誉． ．，

和九_五六年，道垦讴是赦科为了解映管区内妁复员军人，富峁短蠛火，犯罪寐属’的L生活

出路．组织了生产自嗽性昀社会璃剩企业。先为集体所有制，帚为金牖新有斓．．

建厂时没有投资．、设有厂房、没有设备，没有定囱产届。在一无所有妁条件下．本着自立

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创办了密集型的手工生产作坊，糊纸盒，捌洗铁桶，洗袖线．籀来

又增加了纺兔毛织头巾．打{各褙扎鞋垫。这些生产组、厂、有工人十几名到二十名，民政科

利用了区内分散在七条街的闲置房屋作生产厂房和仓库，设备是从职工家里借来几台缝纫机

和手摇纺线车，解决了生产的急需。一九七。年开发新产品，又在道外增加一处旧房作生产

车间。

产品以糊纸盒，洗油线，织头巾，扎鞋垫，做黑白铁器皿，打铁钉，试削汽车配件产品

消音器。一九六三年，生产出新产品CA一10A油箱总成及零件．经过七年的探索，才确定

了生产目标一一汽车配件产品．

在一个盲聋哑残职工多的民政福利企业，遭受十年动乱的干扰中，只强调两个效益中的社

会效益。要发展生产，就是偏离了民政工业办厂方向呀!我厂职工没听那些说法，为了生产，

通过自行设计，制造设备，装配自己，发展生产，闯出了振兴哈尔滨市民政工业的新路。一九

六六年，几个参加工作不出名的小青年，敢想敢干，克服了没有资金、不懂技术、又无设备

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造设备。在厂领导的支持下，克服了物质上、技术上的许多困

难，终于造出了第一台大型液压设备。生产出了合符质量标准的CA一10A油箱总成、 零

件，产品纳入了地方计划。一九七O年，综合长春汽车制造厂等车架纵梁冲压机的特点、结

合本厂生产实际，自行设计并制造倒装式二千吨液压机。生产出CA一10车架总成，填补了黑

龙江省的车架总成产品空白，产品行销国内十三个省，自治区和解放军部队。这标志本厂发展

生产上第一次腾飞。从此，上新产品和完善生产工艺，工装，首先考虑的是上什么设备?什

么时候投产?而不是伸手向上要投资、要设备。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五年来．依靠自己的

技术力量，进行革新挖潜，自行设计制造生产设备四十八台。同时自制模具工装七百五十套

件。还制成CA一10B油箱，CA一10车架总成，全铁货厢、900—20轮胎钢图、HRBl31车架总

成五种产品生产线，能生产CA一10车架总成等二十三个产品，适应了生产需要。

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四年完成工业总产值三千五百六十万零七角。交纳营业税二百二十

万零二千元，实现利润九百二十六万八千元，其中上交民政工业公司六百一十四万七千元．一

九八四年，实行厂长负责制。在少数车间，实行部分经济承包责任制，经过年底最后两个月的

实践原计划全年实现利润三十六万元。最后实现利润一百零一万四千元。一跃成为哈尔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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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业工司所属八个厂中，第一家赢利超百万元大户。一九八五年，经过几次修改计划，

力争实现利润四百万元．午末实现利润三百四十四万一千八百九十四元。

重视智力投资，培养技术人才。一九六四年，送出第一名青年工人上夜大，坚持十年不

脱产，在边学习边实践中，为发展生产，自行设计制造设备，装备工厂，做出了成绩．二十

一年来，厂对努力学习生产技术的职工，做到了全面培训，重点育人的办法，解决了在上级

不可能分配大学毕业生来厂的情况下，经过本厂送出去培养的技术人员逐年增加，他们毕业

后被授予翮总工程师、助工、技术员六人。在人才培养上粳下功夫，现在仍有部分职工上业

大、夜大、刊大、管理学院和卫校，进行不脱产、脱产学习深造．

一九七八年以来，从本厂提拔到哈尔滨市民政局系统任副局长，(耐总2r_程师)局副书

记，民政工业公司任党委副书记、经理、副经理、工厂的厂长领导职务有二十五名。实现了局长

提出。输送一套”干部的要求。一九八三年．民政局授予职工教育，培养人才，立大功证书。

一九八五年，有职工五百三十入．其中，集体所有制职工一百：十二人．男职工三百三

十一人．女职工一百九十九人。盲人士九人，聋哑人一百六十七人，残疾人十人，健全职工

三百三十四人。技术员五人，助理工程师一人。

】_：O



第二章 大 事 记

一九五六年，组建了哈尔滨市道里区社会福利。糨纸鑫、刷水胶等生产组、厂。负。责人是

民政科干部唐志滨．

一九五八年．组建了纺兔，毛，扎鞋垫小组、厂。厂长是滕松学，女，已，死亡。．

一九五八年，组建的生产小组、厂隶属区民政科，移交哈尔滨市民政局。

一九五九年， 合并了纺兔毛、 扎鞋垫、 糊纸金等单位为： 。哈尔滨市道曩区被会福

氰淼畏r。I 。。

一九五九年，哈尔滨市民政局将各区交到局管的各厂，又放现各区主管。鑫厂又虹道里

区民政科工业办瓴导．

一九六。年，在社会福利杂品厂的基础上，合并水暖铆焊厂为： 。哈尔滨市道里区社禽

福利五金器皿厂。。厂党支部书记王跃德、厂长于吉禚。 j ～

一九六。年，从五金器皿厂又分出去一个“小五金厂”。一九六。年，小玉金厂厂长和

一部分工人又合并到五金器皿厂。 ，⋯。+

一九六一年。在五金器皿厂的基萄上，合菇五金化工厂为： 。哈尔滨市遘垦氍蕈垒机械

厂。。 l j

一九六三年，．经晗尔滨市工商局批准生产执鼹，厂在为“哈尔滨市社会福利茂拳辩熊厂。．

按全市汽车配性行：业撼列最后厂名巍： 。哈尔滨市汽车配件四厂’。厂党夷蘧书谣王跃

德、厂长王兽元、副厂长刘福齐。 ．。

一九六三年。生产汽车油箱等产品，年产值一万元．有赢利+

一九六四年．厂党支部书记王国光，厂长孙文庆。。

一九六四年，自制40T曲轴冲床一台。

一九六六年七且。、皋制’第一台3'：-,66--2QOT"液压机．，

一九六七冬，哈尔滨市汽车配件四厂革命委员会成章。

一九六八年．哈尔滨市汽车配件四厂，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燕制．

一九六九年，自嗣门武200T菠压机_台。

一九六九年，张吉湖任厂副主任。调孙文庆瓤道里区工业公司。

一九七。年五月，自削单臂武。超洋号”2．oooT液压_+扎·台，标志生产经营昀第一次腾
t：

、

专。 ；

一九七。年，区办社会福利厂，又交啥尔滨市革。命委员会民政组工业总厂主鸳。

一九七。年九月，《哈尔滨日报》以。穷棒子精神放光芒’为题，撮导了我厂岛剖大型

液匪机设备事迹。

一九七。年九月，，参加哈尔滨市工交会议的各单位领导和啥市工交组长王世杰来厂参观

自制2，000T液压设备．

一九七。年十月，在中国学>--／的越南留学生，、罗马尼亚的外宾来厂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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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十月，党支部书记王国光，应邀赴吉林、辽宁、鞍山等地做自制液压设备经验

介绍．

一九七。年，CA一10型汽车车架总成试制投产．

一九七O年，实现产值一百七十三万元，利润三十四万八千元。

一九七O年十二月，哈尔滨市民政局招收第一批全民所有制青年工人王国铮、贺哗等四

十人(其中聋哑工人二十人)入厂。 ，

一九七一年，自行组装第一台运输卡车。 一

·九七一年，实现产值一百六十二万元，利润四十九万八千元。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 “哈尔滨市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

一，丸七；年j’自制14×2 M液压剪板机一台． 、、 。；

≯i』城髫攀r罐，哈尔渎市草委套i交组为亍全民和集体厂名书所逸痢，。垒民．≤厂檬!：l呤尔
滨××厂’、：集体工厂用“哈尔滨市××厂”，?所以我厂髫为： ?哈零滚汽车配焦四厂’．
警：。九’七磊年，自行组装第二台运输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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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一九七Z-年，哈尔滨市道里区职工街104号， 新建一车问一千Q八十三平方米广房竣工

连广．曩’1
、

一九七二年，实现产值一百九十五万元，利润二十六万元。
-- 一九七三年，自制单臂式200T液压机一台。

一九七三年，黑龙江省工交系统中。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 。‘．

4一

。九七童年六月，段亚华任厂党支部觏书记．

一九七三年，实现产值二百。五万元，利润三十七万元． ～

’一九‘屯“匈年j傲建道里区正义街第一批职工住宅一百二十三点九平方米。竣i．
一’- o九薯七园年，哈市聋哑校毕业生，王洪波、张庆云等三十四名进广：肢’务．‘+‘

一九七四年，实现产值二百四十万元，利润五十三万元。
‘”

一九七五年，栾庆寿任厂革委会副主任。

一九七五年．自制钢圈涨型机一台。
。’

一九七五年，自制钢圈缩型机一台。
。

一九七五年八月，由哈尔滨红旗机械厂调入聋哑工人徐滨太、王辉剐等十五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喷漆组失火，。栋厂房被烧毁，造成经济损失j万二千元．

一九七五年，自制．125T冲床二台。

一九七五年，实现产值二百五十三万元，利润四十二万元。

一九七五年，油箱组厂房六百O七平方米竣工。

’‘‘二二克屯六年，自制12GT冲床二台。

一九七六年，自制900一20型、150型、130型汽车钢圈投产。

一九毛六年，购置150型龙江牌货车一辆。

’’、-九七六年，自制一车间五吨天车一台。

一九七六年，原进厂服务聋哑学生十九名转为正式工人。
i

一九七六谭十月，哈尔滨市道里区跃进九道街．自建职工住宅六百四十九平方米竣工i

一九七六年，实现产值二百六十一万元，利润三十一万六千元．‘
‘ 1 ‘

一九七七年五月，哈尔滨市民政工业总厂工作组进厂：整顿、调整领导班子．李子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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