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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国家对发展玻璃钢新材料的迫切需要，本厂筹建于上九一

六O年。二十多年来，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逐

步发展，不断前进。现己成为国内颇有影响的玻璃钢基材生产企业，o

在常州玻璃钢工业生产一条龙的发展中，起了孛头和骨干作用，并对

全国玻璃钢工业的发展，柞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有给予总结的必

要。

-‘ 厂编志小组的同志；在有关部门的协作下，完成了这项有意义的

工作《厂志》是一本比较丰富的资料汇编。它收集了建厂以来基建‘

生产、经营、科技、文教、组织建设等各方面的情况，集以存史，。录

以备考。其中有令人鼓舞的成绩和荣誉，也有值得引以为戒的失误和

挫折。
、

、

●

《厂志》也是一份教材，它真实地记录了本厂从无到有。从土到“‘

洋、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实干善创精神。可

运用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集体主义、艰苦奋斗和勤俭创业的：教育，一

以振奋革命精神，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

我相信，全厂新老同志，看了《厂志》以后，都会得到启发和教

益。总结过去，目的是承前宕后，：继往开来。全厂每一个同志都应该

在加速“四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改革创新的姿态为工厂添砖

茄瓦，以实际行动来谱写二五三厂新的光辉历史o

，：，．．．

二、

◇张义祥．‘

一九八四年七月



第一章概 况

本厂建于一九六。年，位于常州市北郊周家巷，厂区东邻常澄公路，南沿沪宁铁路线，

斧九八三年末，占地面积224603M2，其中建筑面积108237M2，生产性建筑面积71752M2，

职工2126人，女职工占62％，科技人员113人，占全厂人数5．3％，本厂属全民所有制性质，

县团级，隶属江苏省建材局，由常州市化工局代管。

本厂是以生产玻璃钢基材为主的综台性工厂，全厂有拉丝，饼线、织造、树脂、零三、

璩扁钢、机修等七个生产车间。主要产品有不饱和聚酯树脂及配套辅料；玻璃纤维纱及其制

晶I予浸溃材料，复铜板及玻璃钢制品，产品共一百余种。被广泛应用于宇航、造船，汽

车i化工、建筑、机械、电子、环保、农业等各个方面。 ·

一九六六年，本厂从英国引进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专利，年产能力5 oo吨。经技术改造

造，自行设计安装三套设备，年产量达5000余吨。纤维生产线通过不断改造和发展，年产量

达4000余吨。

本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至一九八三年末，

全厂有厂级干部六人，党委书记一正一副，厂长一正三副，设置十八科，四室。．(包括党群

．口)，

厂内设有职工食堂、浴室、医务保健站、托儿所、幼儿园、拥有电影放映设备、60 OP

家属宿舍、住房面积达29000M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厂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多，平均每年递增19．55％，利润

接近翻了一番，平均每年递增14．24％，五年的税利和达7618．67万元，相当于全厂固定资产

净值的5．12倍。一九八三年，本厂拥有固定资固定资产2496万元(原值)，完成工业总产值

5400万元，实现利润1328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5653元／人，全年上缴税利1631万元，等

于一一年赚回一个厂。一九八三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玻璃纤维增长七倍，玻璃布增长十一

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三十六倍，劳动生产率增长十四倍，利润增长二十四倍。建厂以来上缴

给国家的税利合计为14181万元，是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四点九倍。

第二章建 厂

本世纪三十年代，玻璃钢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在国际上出现。四十年代获得迅速发展和广

泛应用。我国五十年代才开始试制。当时玻璃钢工业在国内还一个空白。国民经济建设申很

少运用。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发展我国的玻璃钢工业j适应霞防、科研和某些尖端技术领域

的需要，一九六。年中央建筑工程部拟筹建一个综合性玻璃钢基材和制品的工厂。并在杭

州、无锡、常州三市作可行性调查。

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幽jj二常州市委十分重视这1工作，积极争取，鉴于常州正

大玻璃纾纱厂生产玻璃纾维，常州绝缘材料厂生产环氧树酯，常州塑料厂生产’酚醛树脂等有

利条件j廷工邛最后决定证常州建厂，：本厂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在一穷二自的基础L开始筹

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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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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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筹：建经过

在部、局和省市委的关怀下。于一九六．O年二月正式开始筹建。由于当时国家计划会议

已经开过，当年未列一k国家项目。建工部在三月决定从部自筹资金中抽出一百五十万元。作

为本厂第一笔基建投资。根据一九六。年四月十一日建工部(60)建陈密字第二号文确定：，

常州塑料厂改为常州玻璃钢树脂厂，成立“常州玻璃钢树脂厂筹备处”。五月。本厂被部划

为保密厂。并命名为“建工二五三厂”。

为集中力量，经市委决定，从一九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一年二月，，先后有长江璃璃

厂，常州玻璃纤维厂、志远二厂等工厂饼入本厂。人数从筹建时的2 5 O人增加到1 30 0人，

建工部直接下达基建、科研、生产计划。地方负责党i政、人事等，由市化工局代管。基建

工作由市计委、市建委直接领导。--JL六二年一月一日起本厂隶属关系划归建工部为直属企
1

业o ．! ． j’
． 、

’

。

为加强本厂的基建和新产品试制的领导，一九六。年五月，市委成立由市委书记韩本

初，副市长段辉鹏及王云龙、李晓春、张金豪、朱富宽、·金鸿宾、董彦八位同志组成的领导

小组。直接领导筹建工作，八月。市委批准成立中共建工二五三厂委员会，由原纺织局党委

书记朱建才任党委书记。原厂支部书记尹举茂任副书记。原化工局副局长张义祥任广长。

一九六三年六月市委组成以池道生副市长任主任的“二五三厂基建工地现场管理。委员

会”。负责基建领导。

根据部、局的指示，由常州市化工局、城建局，防疫站，消防队，．化工研究所、化工部

上海化工医药设计院和本厂有关人员组成选厂址领导小组。由化工局付局长侍金良任组长。

按照市政建设的总体规划，市城建局划出三处地方作为选择。一是常澄公路三井头西侧附

近，二是常澄公路五家村附近，三是常澄公路塘桥东侧。以上三处经过选厂组数度现场踏

勘、根据水陆交通方便，一k马快，对后期工程留有发展余地等条件，最后选定了第一位置为

厂址。即现在的厂址，得到常州市人民委员会常城基规(6 0)字第：9I号文批准并报部审

批。于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被部以60建赖基字第446号文批准在案。 ．

一九六。年七月开始征用土地，八月下旬在新工地破土动工，．当年完成了3830m2的建

筑面积，油压机基础一座，工厂干道440m2，平土工作量：达_2200土方。 j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