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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县工业公司志

(一九二五年——一九八五年)

文登县工业公司编志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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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县人民政府县长李书绅的题词



序

盛世修志，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知往鉴来，服务于现实．

文登县自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编纂过县志后，至

今近百年了。这段历史尤其是工业发展史，在我县还未有系统的文字

记载。为了翔实地将文登县的工业发展历史载入史册，传留后世，为

文登县工业公司广大干部职工提供一部有案可稽的史料，编纂《文登

县工业公司志》，是十分必要的。

《文登县工业公司志》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按照“尊重事实，

秉笔直书”的原则，并以“以年系事，事以类聚”的方法，详今略古，

纵横结合地记述了文登县工业公司及所辖企业的历史和现状，以期借

鉴历史，展望未来，不断繁荣文登的工业。

金志共分十二篇，计四十章，约二十七万字。上起一九二五年，

下讫一．九八五年，史料翔实，文字简练，图文并茂。

由于《文登县工业公司志》是在历史资料不全，编纂经验不足的

情况下写成的，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恳请阅者批评指正。

移辰
一九八六年七月



凡 例

一、体 例

l、本志以语体文记载，通俗易懂。

2、本志上限自公元一九二五年开始，适当追溯以前历史，下限

断为公元一九八五年。

3、本志结构采用篇、章、节、目的层次编写，分别以图、表、

志、记、录五种形式表达之。

4、本志在称谓上，历代称号沿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

等，都未加政治性定语，凡属记述的人物一律直书姓名，前面不加褒

贬之词，如“伟大”或“匪” “伪”之类，后面未加_同志删先生”

之类称呼。

5、凡记事叙事一律用公元纪年。

6、为记述方便，单位、企业名称在各篇章中一律用简称，如山

东省文登曲轴厂，只写文登曲轴厂或曲轴厂字样。
． 二、内 容

l、根据“详今略古” “古为今用”的原则，对建国前的工业只

作了简要概述，对建国后的工业记述较详。其内容分为大事记、建国

前、后的工业慨况、企业简介、工业产品门类、企业管理、科技教

育、职工福利、优质和新产品、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机构沿革和人

事更迭等共十二篇四十章，照片若干幅、图表十几种。全志约二十七

万字。

三、范 围

1、本志编纂范围系文登县工业公司一九八五年底所辖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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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前所属的关、停、并、转企业只在本志机构沿革和人事更迭中

给予简要记述，其余篇章(包括图表、照片)概不记载。

2、一九八五年底，对于文登县水产公司所属的搿文登县罐头

厂一、文城镇所属的“文登县第二罐头厂一和草庙子乡所属的，文登

县电子塑料厂”这三个企业，均按产品归口管理的要求，一九八五年

底以前只在业务上由文登县工业公司指导，故这三个企业的情况仅在

本志的图表、大事记、企业简介和工业产品门类中予以记载。其余篇

章均未涉及。

四、资 料

l、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

2、采访、信访、口碑、座谈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3、借鉴了兄弟县、市、行业志书和查阅大量图书报刊等，

4、本志中所列数据(如职工人数、产值、利润等)均来源于

“文登县国民经济统计表’’以及本公司历年汇总各单位年报表和厂志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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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文登县位于胶东半岛东部，南北濒临黄海，西接牟平、乳山，东

与荣成、威海毗邻。全县总面积一千七百九十七平方公里，耕地一百

零九点五万亩，海岸线长九十公里，全县设乡镇二十三处，自然村九

百五十二个，人口七十万二千三百二十一人。

县城距烟台九十公里，距威海四十五公里，距青岛二百五十公

里。南有张家埠港，码头泊位二百二十米，年吞吐量五十万吨，货

轮、渔船北可直达大连、天津，南可通往青岛、上海。水陆交通十分

方便。境内东有著名的革命圣地一一天福山，西有海拔九百二十三公

尺的昆嵛山自然风景区。一九八五年底全县共有二百三十六个企业，

其中全民工业企业四十一个，县办集体工业企业三十九个，乡镇街道

办工业企业一百五十六个，职工二万八千多人。产品门类有机械、电

力、化工、建材、酿酒、食品、纺织、电子、五金、印刷、陶瓷、皮

革、工艺美术品和文教用品等。一九八五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三万

八千四百四十五万元，实现利润四千一百二十一万元。全县主要工业

产品有五十余种，就文登县工业公司所属企业，生产的产品论，其中

“695”曲轴、 “i95”曲轴、 “204”轴承、大虾酥糖果荣获部优质

品称号。

文登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县境聚居，有文

字记载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北齐天统四年(五六八年)置文登县，

尔后，历经沧桑地域多次迭交。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属烟台市管辖。

文登县工业的发展，据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可追溯到公元二八

1



四年，以柞蚕缫丝业较为突出。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只有个体手

工业，主要是以农民兼营的方式遍及乡村．一九二五年，农民丛玉在

张家埠办起了第一个私营铸铁锅工厂，揭开了文登县民族工业之幕。

一九三五年，中共胶东特委在准备_一一、四”暴动之前，利用瓷

碗、茶盅．砂子、铁片、火药等，制造出土炸弹多枚，成为中国共产

党在文登县制造军火之最。

一九四四年文登城解放后，几濒绝境的各种手工业得到党和政府

的保护和支持，开始复苏发展。一九四九年，建立的华茂油坊和东成

公司两处手工业工厂，是文登国营工业之开端。

解放后，全县的工业才得以迅速的发展。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六

年，是文登县工业生产由萌芽到初步形成的创业时期。一九五六年文

登县工业局成立，为文登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五六年文

登县联农铁业社的建立，标志着文登的机械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

期。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余年间，文登的工业虽在多次失

误指导下几经挫折，但在广大职工积极努力下，排除干扰，不断地发

展壮大。此间，相继建立了生产盐业机械、农业机械、轴承、化肥、

轮胎动力机械、线路器材、磷肥、自行车配件，轻纺产品、轻工产品

以及制糖、陶瓷等各类工厂，不但使工业生产门类扩大，而且初步形

成了工业体系。

一九七八年后，经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依靠技术进步，

开展各种经济联合，开创了新局面。文登县工业公司所辖企业也不断

地发展壮大。自一九五六年建立文登县工业局至一九八五年的三十年

闻，企业由三个，发展到十三个，职工人数由二百八十一人，增加到

四千四百人，工业总产值由四十九万元增加到四千八百五十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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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丸十。『乙倍，利润由四万元增长到六百九十八点三万元，增长一百

七十互：。．j；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九点五；产品品种由四种增加到三

十六譬、职工住宅由一百平方米扩大到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四点一六平

方老，增加七百八十二倍，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二十五点八三，固定资

产原笛由六点二万元，发展到三千五百九十二点七五万元，年平均递

增百守之二十四点五。

现在，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正确

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工业公司的生产不断稳步发展，经济效益

不断地提高，初步成为结构合理，门类较全，并具有一定管理与技术

水平的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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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曲轴厂厂区

文登酿酒厂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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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县印刷厂一角

文登糖厂全貌

文登轴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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