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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昀布置在郑州市地方志总编室．省一轻

厅<一轻工业志>编辑室昀指导下·由一轻工业局组织人员编写了
． ，

郑州市‘一轻工业志>·
’’

．

<一轻工业志>属于经济专业志：着重记述了一轻工业在邦j}{l

的发生发展与现状．记述了一轻工业的生产．产品，经营管理与

经济效益．．它反映了郑州一轻工业的历史沿萆·也反映了郑州一轻

工业的特色与概纨它综括了有关一轻工．业的大量资料也包含着

—部分经验与剞11．所l；c，<·轻工业志>既为郑州市地方志昀编

写提供了部分资科-也为有幕部门研究一轻工．业’了解一轻工业．

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对今后发展一轻工业将能起到有价值盼爹

考作用·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一轻工业志>中记述昀一轻

工业过去的岁岁月月·老一辈艰苦奋书自力更生的亭逝也可以

作为l句广大青年职工进行传统教育的教材．

在编写过程中．曾由于机构调整．<一轻工业焉>编纂领导小

组也进行过调整·《一轻工业志>的麓日和编写杀例·曾经原先编

纂领导小组研冗确定．‘一轻工业志)初稿．曾经现在编纂领导小

组于l 9 8 5年9月9日至9月l 6日在35 l 9工厂招待所召开会

议研究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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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工作开始．组织各企事业先编写了各企事业的单位志或斑

，介．为编写《一轻工业志>提供了较为期实的资料又承蒙市档案

馆的大力协助和局各科室昀帮助·也收集到不少资料·这对编写竹。

轻工业志》都起到很大昀作用．尤其是，在编写工作中·得至辫铽≯+

公瓦烟厂．酒精厂．手表厂。油化厂．一造纸厂，轻工技校，?装i，

璜研究设计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援．从这些单位曾先后抽调部分工作j三，

人员．帮助抄录编写．设计·并得到郑州印尉厂帮助印制封面等量^j．
-

健这项工作得以完砧谨此．特向上述单位和人员致以谢意l

由于一轻工业行业多，历迎上隶属关系变化纷辅档案资料不．≈7
●

佥加上编写人员不够稳定·缺乏经验．虽然《一轻工业志》初稿乏’

编成·也经编集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集体研究审定，仍不免有错谚ko

遗漏之她敬请及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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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一轻工业局《一轻工业志’躺翱警小组io j

一九八五华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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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鼹 ，

义郑州市一轻工业志>是以一轻工业局l 9 8 2年所属企业为

二主黜行记述机对予邵．省’氮艮部队'机惫字枫氏酥
商业等各部门所办的印刷、食品、日用化工造玩玻璃荨企业未

包括在蹲， ．

记述时限按照市志总编室统一部署i上限自郑州市丽一轻工业

产品开虫厶．下限统一截止到l 9 8 2年年底。原则是详近略远．由

于l 9 8 3． 1 9 8 4两年一轻工业焚化较大，为便予了解这两年

．，特况·遗为以后再编写一轻工业忑收巢这两年资料畏供参考·特将

童0 8 3午． 1 9＆4罕年鉴资料收桑到附录篇内备用。 ．

， 一轻工业志共设六篇 荦．分力上．中．下三加上册为溉

逑感生产经营篇．中册为行业篇．职工。入物蒜下册为大筝记

辩录·共约3 0万字。

在编写一轻工业焉的过程中．刃健编志工作及时服务于现买．

凿一轻局所属企葶业编写完基层志以后．《一轻工业忑>编辑室镝

写了<一轻工业概况>．约l Z万字。<概况》按单位分剃律了概

．括介络这样．在1(一轻工业忐》内就未再单设“富点企业疗进行

记述·所以．<一轻工业概况》也可作为《一轻工业志>的姊妹篇．

以_补充忑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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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弓l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全系统汇总昀数字．这种数字是

由局生产科管计划昀同忐提供的．它是按l 9 8 2年蜀属企业各个

年度的数字汇总昀．原贝JJ是不管这一企业历史上的隶属关系．经济

性质．只要是I 9 8 2午隶属于一轻工业局即统计在内．相反凡

是I 9 8 2年以前划出一轻系统．即不再统计在内·另一种是反映

少数单位或某种情况‘非金系统的)昀数字．其来源是从档慕总

缘基层志抄录采妁．因为效字孑j用有两种情况．两种来源．|口径

不一致．．反映在个别问题上也会丽不一致曲请况．

1 9 7 8年郑州市一轻工业厨成立以前．一轻工业较长时间是
‘

●

和其它工业混合管理的一分分合合．变化较大．纵横交错．情况纷
j

杂·这样就得在档莱丢失，资料不金、缺项淅练口径不一等问．题

褥加上编写人员缺乏经验．水平有限．虽然也作了努力．但在编成

昀《一轻工业志》的初稿中·不可避免毋会有遗漏，讹误之处，尚

请指正．

《一轻工业志》辐辑童

一九八五午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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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一篇 概 述

第一章 历史沿革

第一节抗日战争以前游兴起

l 9 O 9年乎汊，陇海两大铁路相继建成通车-邦州工商业甘

、渐兴旺，·‘随之也出现了一些轻工业，但绝大多数是手工作坊，生产

‘：有翘肥皂．手工卷烟．吹劁玻璃，痔册印制和瓦嘴l品等．抗日战

’争以前，一轻工业的发展曾成为解移前郑州历吏上的最盛时期·兴

’ 起岛早的行业是肥‰卷烟。l 9 l 7年开封华兴皂厂东家杨保盛

?从糟抽出咨金5 0 0 O元，在郏粥福寿街开没了华兴造照工厂·

廑有工人l 7人·日产量约有5 0箱·游是郑州出现昂早，规模最

·‘犬的一家肥皂厂_．至l 9 2 5年，先后有汉阳-德戚．复华．大丰～

臻丰．华丰筝中小皂厂开业，l g 3 3年至I 9 3 6年·又有振兴
，．

／

牮_福牮薪记l；!朦产腊照或毛巾的福茂顺记，裕华．德胜，义和
童 盛等工厂先后开业．由于潞内战'苛捐杂税．外货充斥．资本家相

! 互排挤·其中大部分邃渐由亏累又相继倒闭，截止抗战1渺·较
，I

、

六皂厂仅剩华兴．汉阳两家·郑州卷烟是从分散的家庭手工业生产

开始和发展起来的．手工卷烟最早出现在l 9 2 3年，当时只有三

户·l 9 3 0年发展为4 0余户，建立了同业公会·后来◆郑州手

．· l ·
，

＼ ／
移



工卷烟迅速发展·至l 9 3 6年增至5 0 O余户·曾被称为“北方

手工卷烟的中心"·玻璃业最早，规模最大的是l 9 3 9年在郑州

河阳衡开业的中华成料器厂，资本4 0 0 0元·工人4 6名·作坊

建有五缸、三缸园炉两座，蜮8煤油灯座，灯罩’料罐，口杯，玻

璃瓶警．印刷韭．是随各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抗战前各业日呈兴旺，

印刷业也杪簪以发足．1 9 3 3年有o p余家·后来兴盛时期，发

展至乒汐余家，产品有表薄．十行纸，信封．信纸等·印刷业大多

兼营文具，最大帚早的是l 9 3 0年开业的宜文裔，以印刷为主，

兼营文具．专菅印刷的有华泰祥-龙章筝家．陶瓷生产，相传五代

蟹《『期郑州就有柴窑，但至今还没有发现烧窑遗址．1 g 5 6年郑州

日搬挹递，从地下发携出来的商代古城，发现了商代烧制陶器工场·

因为资料不充实，专家对此尚无详论专述·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觌

对郑州生产陶瓷问题也都没有记载·在北郊古荥-者蹴两区接界的

杨庄·二十里铺．柳林三个乡生产黑。红琉璃瓦盆．瓦罐，历史较

长，但-．直汐有发展，没有列入—轻瓷器生产行列·

’

第二节郑州解放前的凋蔽

l 9 4 1年．’l 9 4 4年日寇两次入侵郑州，较大型工业纷纷

迁逃。日寇第一次入侵郑州时·华兴，汉阳两皂厂遭受拾叻，华兴

皂厂被迫外迁兰}}I·洛阳两地经哉双J；日皂厂予经理病敬君停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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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仅有张合法等五户制皂手工业作坊·日寇投降后·l 9 4 6年

、华兴皂厂自洛阳迁回，更名振华，规模较前大为缩小·解放前夕·

肥皂韭虽然增至l 7户·均系小手工业作坊·手工卷烟在日寇侵郑

时，只剩2 0户，抗战胜利后逐渐恢复‘，至l 9 4 8午郑歹H解放前

夕增至3 4户·l 9 4 7年郑州开始有了机器卷烟工业’先是国民

党薪编第五晕军长孙殷募等人集资开办的莉民恕厂从薪乡迁郑，至

l 9 4 8年又增添了豫记．协成两家机器卷烟厂．1 9 4 8年国民

党河南省保安司令杨蔚及交通总队第三纵队副司令刘停蟹等人开办

的远东实业社(大众姆厂)也生产机制卷烟，但开办不久，于

l 9 4 8年夏即停业．印刷业随芳各业萧条，也日渐转衰，抗日时

期仅有十余户·l 9 4 6年后虽然陆续增至8 0余户，因国民党税

繁揭重，多势赔累歇业或珏研时停·四十年代初期有几家酒店自设
，

作坊酸滔，或酿酒作坊白设酒店·l 9 4 3年成立郑县酒蚣会，
l 9 4 6年改选公会时’参加公会的有同泰酒店，新新酒店．郭记

酒店．天聚戚酒店．莓泰源酒店·酒业公会工作中订有“研讨制

酒技能；耘力改进制酒，以不用粮食为原则一的内容，说明当时酒

店多是自设作坊酿酒．酿酒作坊黟大的是天聚戚．松茂和北郊双桥

豌酒作坊·《新薪酒店蔚是北郊一双桥竹酿酒作坊在，郑州市区长春

路开设的酒店)·酿酒设备都是已有几千年历吏的铁螫·石磨和小

池·另外·在郑j}{{城南-北郊·有几户抄纸作坊?生产黑菲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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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历程

第一节经济恢复时期的基础I 1948·lO～1952)

，

●

l 9 4 8年l 0月2 2日郑州解放·解放时，一轻工业的基础
^

极其薄弱·自J 9 4 9年到l 9 5 2年全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

过“接收一·。薪建"，“内迁一-“扶植私营”等项工作，郑州

市一轻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为以后—轻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
： ．

基础．
。

。 ‘

●

《：接收利民．大众烟厂> 郑州解放，从国民党手里共接牧了

五个小厂，其中有两个—轻工业工厂，一个是翻民烟厂，—介是大

众烟厂·剩民烟厂只有二台睬旧的九支学的小型卷烟机，l 0 0多

人，l 9 4 7年由薪乡迁郑后·因法币犯跌，．外烟充斥，产品推销

困难，尤其是工厂常被国民党军队驻扰，生产混乱·l 9 4 8年1

月至l O月，共产烟4 2 3箱F平均月产黉只有4 2箱·政府接收

后，改为公营，子l 9 4 8年l 1月2 3日恢复生产，到l 9 4 8

年l 2月3 1日共出烟2 9 0籍·一个多月的产量相当于解放前七

个月的产量·大众烟厂解放前没有开工多久，予郑州解放前半年即

停产散伙，解放时只粼一个空厂房，解劳初期作为公产代管起来，

后有原厂部分民间股东申请，政府支持·作为合营予l 9 4 9年2
，

月份开工生产，l 9 5 O年1月1日，．私人股份撤出，改为公营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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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薅纷建小厂> 这一时期·有些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分别建立

‘一些鸯cr．F·‘+l 9 4 8年I 1月鼍市税局为印税花自办人民印刷厂·

1州8年底中原军区供给部为军需生产建立二(劝。工厂皇194眸

7胃，郑州日报社为出刊报纸成立丁郑州日报印刷厂：中原军区供

。给都驻郑经理处原开办·座豆豉厂·大军南下时，移交市工商局实

‘韭公司·实业公司将豆豉厂改建为郑州植物油厂，于l 9 4 9年l 2
1

·。月．_l 0日开工生产·酒类实行专卖以后·河南省酒业管理局建立郑

蚣营酒厂◆予l 9 4 9年l 1月开工生产·河南军区供给部建立

公菅民丰酒厂，予I 9 5 0年2月l 2日开工生产·郑州铁路局旅

蒋赧务所创建面包厂，I 9 5 0年投入生产·’ ，

。<内迁矿》l-g 4 9年末到l 9 5 0年夏，全国基本得到解放．

为了使生产就近原jIB}产地·有利郑州经济发展，郑州市人民政府发

稿号召·欢迎沿海大城市工厂内迁◆对内迁工厂、，由政府帮助解决

厂址-人力．原料’赘金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并组织了工业协进会

’与外埠联系·向内迁工厂介绍情况，协助解决具体问题．．这一时飙

从上海迁郑开工生产的有华菲烟厂·薪华烟厂．吉士烟厂·中国火

。‘槊厂．文谊铸字厂·生生榨油厂◆还有在上海经营豫兴榭匕公司的

豫籍商人来郑投资开办了新生榨油厂◆从济南迁来有振韭印刷厂-

这些厂家的资金共有近4 O亿元(中州币)’职工3 5 0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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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企业为华菲烟厂，中国火柴厂，新华烟厂·华菲烟厂是侨资

在上海开办的烟广，迁郑时资金8-6亿元，职工l 2 5人；薪华

烟厂资金7亿觅I职：E8 4人；中国火柴厂资金6亿元·职工7 5

九最小的是文谊镣字厂毫．资金5829万元·职厂4人·

‘扶植私营工厂’ 当时，中共郑州市委分析l。我们的基本

方针是发展国营企业，但目前国营喱很小，必须放手发展有利予
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私人经济'并给以奖励和扶植·一所以，政府对

私营工厂j【包括内迁工厂)是积极扶植眠，扶植的方式有加工订货，

原料供垃·资金调掷，收购代销等-通过扶植，私营工业得到较快

的发展·—轻工业发展最快的是卷烟业～肥皂业·据工商局l 950·

年统计；卷烟业l 9 5 0年达到3 0户～l l 6 1人；肥皂业，

l 9 5 0年达到3 0户，8 7人-在卷烟业的3 0户中，已有l 4

户由手摇机械改为动力生产。私营卷烟月产量达9 3箱，巳接近三

个公营烟厂的月产量9 5箱·这夼时期发展的还有榨油·火柴·印刷·

手工业生产的魄产品还有玻璃·电池t家庭手工业永光明电池厂 ?

就是l 9 5 1年开业的·

由予以上所述的_按管一·。新建”-“内迂一·。扶植私营劳·
●

一轻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对于髂放初期活跃市场，供应人民生

活需要·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大军南下，为进—步发展—轻工业’

起了一定的作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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