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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成都市制镜厂建厂五十周年大庆，

谨将此志作为厂庆礼物

呈献给：

关爱工厂的人们和与工厂血肉相睦、生死与共的员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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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

有重要地位，在安置就业、活

跃市场、繁荣经济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指

出：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中小企

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强调：要

重视发挥各种所有制中小企业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积极扶持科技型企业，

培育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放开

搞活中小企业，既是我国经济
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上的通

行作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化和国民经济的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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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制镜厂厂志(续)》(1986年---,2003年)是‘成都市制镜厂厂志》

(1 954年～1985年)的后续篇．其目的是保持工厂五十年历史的完整性，并

通过工厂五十年来艰苦创业、艰难守业的历史回顾和思考，使我们的员工能理

性的认识工厂、理解工厂·工厂能走到今天实之不易，除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

支持外，还凝结着工厂几代人的艰辛!我们每一个员工都肩负着工厂继往开来

的历史重任。

2003年7月，经全体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同意成立由工厂有代表性人员及

厂退管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共计l2人组成的续写厂志编辑小组。之后，因

工厂内外诸多原因，将修志工作搁置一年。2004年7月19日，修志工作重新

提上日程，通过搜集整理工厂原始资料，相关部门真实数据佐证，新老员工口

碑资料等系统工作，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工厂五十年来发展所走过的艰苦历程。

厂志分为三部份：

卷一为1985年所编厂志，为忠于历史，一字不动，全文刊印；

卷二为此次所编厂志主体部份；

卷三为卷二的附件资料，以供阅读者全面了解工厂历史．

编写‘成都市制镜厂厂志(续)'，我们力求做到：

一、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对事实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
●

二、语言朴实，简明扼要，资料翔实，文笔流畅；

三、承前启后，勤恳认真，态度端正，力所能及。

不过，由于编辑小组成员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肯定存在遗漏和不

少问题，敬请读者不吝指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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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成都市制镜厂厂志(续)》的目的、意义

目的：

我们工厂及全体员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所作所为，实事求是，客观

真实的用文字记载和保留下来，使其不被湮没。

一、本厂员工及相关人员可作纪念：

二、供搞史学的参考和借鉴：

三、供搞法学的研究和参考。

意义；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我们工厂全体员工，能理

性的认识工厂、同事及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回顾和思考：

一、时代特色如何?(社会主义初始阶段)；

二、本厂特色如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

兰、自己又如何?(在岗位上的所作所为)·



组长：李华君

编写<成都市制镜厂厂志(续)》小组人员名单

副组长：王全桃、张晓军、陈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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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晓军

资料整理：李华君、王全桃、张晓军

口碑收集：陈桂荣、曾素清、蒋怀书

校对：杨玲、罗文芳

封面题字、设计：李华君



目 录

前言

编写<成都市制镜厂厂志(续)》的目的和意义

编写‘成都市制镜厂厂志(续)》小组人员名单

卷一·《成都市制镜厂厂志》(1 954,--．-1 985)

(卷一为1985年所编厂志，为忠于历史。一字不动，全文刊印)

1柯言⋯⋯⋯⋯⋯⋯⋯⋯⋯⋯⋯⋯⋯⋯⋯；·．⋯⋯⋯⋯⋯⋯⋯⋯⋯⋯⋯⋯ l

凡例⋯⋯⋯⋯⋯⋯⋯⋯⋯⋯⋯⋯⋯⋯⋯⋯⋯⋯⋯⋯⋯⋯⋯⋯⋯⋯⋯⋯2

成都市制镜厂厂志》领导小组，编纂办公室名单⋯⋯⋯⋯⋯⋯⋯⋯⋯⋯3

第一篇 概述⋯⋯⋯⋯⋯⋯⋯⋯⋯⋯⋯⋯⋯⋯⋯⋯⋯⋯⋯⋯⋯⋯⋯⋯⋯4

第二篇 建制沿革⋯⋯⋯⋯⋯⋯⋯⋯⋯⋯⋯⋯⋯⋯⋯⋯⋯⋯⋯⋯⋯⋯⋯5

第一章 制镜厂从建厂到发展、组织机构及隶属关系⋯⋯⋯⋯⋯⋯⋯⋯5

第一节 解放前到建国初期成都市手工业和制镜生产的概况⋯⋯⋯5

第二节 制镜厂建立至合作化高潮时期的组织概况及隶属关系

(1956年-1 958年)⋯⋯⋯⋯⋯⋯⋯⋯⋯⋯⋯⋯⋯⋯⋯⋯⋯7

第三节 大跃进到调整时期的组织概况及隶属关系

．(1959年-1962年)⋯⋯⋯⋯⋯⋯⋯⋯⋯⋯⋯⋯⋯⋯⋯⋯⋯7

第四节 文革前的组织概况及隶属关系(1 963年-1965年前)⋯⋯⋯

8

第五节 文革十年的组织概况及隶属关系(1966年-1976年)⋯⋯⋯9

第六节粉碎“四人帮竹及三中全会后的组织概况及隶属关系

(1 976年-1 98 5年)⋯⋯⋯⋯⋯⋯⋯⋯⋯⋯⋯⋯⋯⋯⋯⋯⋯9

第七节 历届行政领导入任职名单⋯⋯⋯⋯⋯⋯⋯⋯⋯⋯⋯⋯⋯⋯10

第二章 党群组织机构设置及人员变化情况⋯⋯⋯⋯⋯．．．⋯⋯⋯⋯⋯II

第一节 党组织情况 附：成都市制镜厂党组织历年变化情况表⋯⋯ll

第二节 团组织情况 附：团组织情况表⋯⋯⋯⋯⋯⋯⋯⋯⋯⋯⋯⋯13

．，

。1。



第三节 工会组织 附：历届工会委员会名单⋯⋯⋯⋯⋯⋯⋯⋯⋯14

第四节 职工代表大会 附：职代会正式代表及主席团名单⋯⋯⋯17

第五节 民兵及治保工作⋯⋯⋯⋯⋯⋯⋯⋯⋯⋯⋯⋯⋯⋯⋯⋯⋯⋯18

民兵组织及建设 附：厂民兵组织负责人名单⋯⋯⋯⋯⋯⋯18

治保部门的建设 附：厂治保会员名单⋯⋯⋯⋯⋯⋯⋯⋯⋯19

第三篇 制镜工业的发展和变化⋯⋯⋯⋯⋯⋯⋯⋯⋯⋯⋯⋯⋯⋯⋯⋯⋯2l

第一章 行业史话⋯⋯⋯⋯⋯⋯⋯⋯⋯⋯⋯⋯⋯⋯⋯⋯⋯⋯⋯⋯⋯⋯2l

第一节 从镜花水月看光的反射⋯⋯⋯⋯⋯⋯⋯⋯⋯⋯⋯⋯⋯⋯⋯2l

第二节 由“鉴"到“镜"⋯⋯⋯⋯⋯⋯⋯⋯⋯⋯⋯⋯⋯⋯⋯⋯⋯⋯⋯2l

第三节 玻璃与玻璃镜⋯⋯⋯⋯⋯⋯⋯⋯⋯⋯⋯⋯．：⋯⋯⋯⋯⋯⋯．23

第二章 建国后制镜工业的发展和变化⋯⋯⋯⋯⋯⋯⋯⋯⋯⋯⋯⋯⋯23

第一节 组织起来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23

第二节 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期⋯⋯⋯⋯25

第三节 文革时期⋯⋯⋯⋯⋯⋯⋯⋯⋯⋯⋯⋯⋯⋯⋯⋯⋯⋯⋯⋯⋯25

第四节粉碎“四人帮竹后及三中全会以来制镜厂生产的恢复

和发展⋯⋯⋯⋯⋯⋯⋯⋯⋯⋯⋯⋯⋯⋯⋯⋯⋯⋯⋯⋯⋯⋯26

(一)恢复阶段的成都市制镜厂⋯⋯⋯⋯⋯⋯⋯⋯⋯⋯⋯⋯⋯⋯⋯⋯26

(二)真空镀铝新工艺的崛起⋯⋯⋯⋯⋯⋯⋯⋯⋯⋯⋯⋯⋯⋯⋯⋯⋯27

(三)拖拉机灯具的发展 附：灯集产品目录表⋯⋯⋯⋯⋯⋯⋯⋯⋯28

第三章 不断前进中的制镜厂⋯⋯⋯⋯⋯⋯⋯⋯⋯⋯⋯⋯⋯⋯⋯⋯⋯29

第一节 生产管理⋯⋯⋯⋯⋯⋯⋯⋯⋯⋯⋯⋯⋯⋯⋯⋯⋯⋯⋯⋯⋯29

(一)生产调度方面⋯⋯⋯⋯⋯⋯⋯⋯⋯⋯⋯⋯⋯⋯⋯⋯⋯⋯⋯⋯⋯30

(二)生产计划方面⋯⋯⋯⋯⋯⋯⋯⋯⋯⋯⋯⋯⋯⋯⋯⋯⋯⋯⋯⋯⋯30

(三)生产统计方面⋯⋯⋯⋯⋯⋯⋯⋯⋯⋯⋯⋯⋯⋯⋯⋯⋯⋯⋯⋯⋯30

(四)附：八四、八五年集体计件工资试行方案及新旧工资级别

月工资应做工时对照表⋯⋯⋯⋯⋯⋯⋯⋯⋯⋯⋯⋯⋯⋯3l

(五)附：历年产值、利润表⋯⋯⋯⋯⋯⋯⋯⋯⋯⋯⋯⋯⋯⋯⋯⋯34

第二节 财务管理⋯⋯⋯⋯⋯⋯⋯⋯⋯⋯⋯⋯⋯⋯⋯⋯⋯⋯⋯⋯⋯36



(一)会计机构的组织和领导⋯⋯⋯⋯⋯⋯⋯⋯⋯⋯⋯⋯⋯⋯⋯⋯36

(二)帐户的设置⋯⋯⋯⋯⋯⋯⋯⋯⋯⋯⋯⋯⋯⋯⋯⋯．．．⋯⋯．．，⋯⋯36

(三)资金及核算⋯⋯⋯⋯⋯⋯⋯⋯⋯⋯⋯⋯⋯⋯⋯．．．⋯⋯⋯⋯⋯⋯36

(四)现行的财务管理⋯⋯⋯⋯⋯⋯⋯⋯⋯⋯⋯⋯⋯⋯⋯⋯⋯⋯⋯⋯’37

(1)流动资金的管理⋯⋯⋯⋯⋯⋯⋯⋯⋯⋯⋯⋯⋯⋯⋯⋯⋯⋯⋯⋯37

(2)生产资金的管理⋯⋯⋯⋯⋯⋯⋯⋯⋯⋯⋯⋯⋯⋯⋯⋯⋯⋯⋯⋯37

(3)成品资金的管理⋯⋯⋯⋯⋯⋯⋯．．．⋯”⋯⋯．，．⋯．．．⋯⋯⋯⋯⋯38

(4)成本管理⋯⋯⋯⋯⋯⋯⋯⋯⋯⋯⋯⋯⋯⋯⋯．，．⋯⋯⋯⋯⋯⋯⋯38

(5)经济核算⋯⋯⋯⋯⋯⋯⋯⋯⋯⋯⋯⋯⋯⋯⋯⋯⋯⋯⋯⋯⋯．．，⋯39

(6)现行价格管理⋯⋯⋯⋯⋯⋯⋯⋯⋯⋯⋯⋯⋯⋯⋯⋯⋯⋯⋯⋯⋯40

第三节 全面质量管理⋯⋯⋯⋯⋯⋯⋯⋯⋯⋯⋯．．．⋯⋯⋯⋯⋯⋯⋯40

(一)质量管理⋯⋯⋯_⋯⋯⋯⋯⋯⋯⋯⋯⋯⋯⋯⋯⋯⋯⋯⋯⋯．．．40

(二)计量管理⋯⋯⋯⋯⋯⋯⋯⋯⋯⋯⋯⋯⋯⋯⋯⋯⋯⋯⋯⋯⋯⋯4l

(三)QC小组⋯⋯⋯⋯⋯⋯⋯⋯⋯⋯⋯⋯⋯⋯⋯⋯⋯⋯⋯⋯⋯⋯⋯4l

(四)创优产品⋯⋯⋯⋯⋯⋯⋯⋯⋯⋯⋯⋯⋯⋯⋯．．．⋯⋯⋯⋯⋯⋯42

(五)技术改造⋯⋯⋯⋯⋯⋯⋯“⋯⋯⋯⋯⋯⋯⋯⋯⋯⋯⋯⋯⋯⋯．42

(六)设备管理和厂房扩建 附：现有设备情况表⋯⋯⋯⋯⋯⋯⋯⋯42

第四节 物资供应、计划、采购、消耗与节约及库存库房

资金的管理⋯⋯⋯⋯⋯⋯⋯⋯⋯⋯⋯⋯．．．．．．⋯⋯⋯⋯⋯⋯45

(一)物资采购计划的管理⋯⋯⋯⋯⋯⋯⋯⋯⋯⋯⋯⋯⋯⋯⋯⋯⋯⋯45

(二)消耗定额的管理⋯⋯⋯⋯⋯⋯⋯⋯⋯⋯⋯⋯⋯⋯⋯⋯⋯⋯⋯⋯45

(三)库房的管理⋯⋯⋯⋯⋯⋯⋯⋯⋯⋯⋯⋯⋯⋯⋯⋯⋯⋯⋯⋯⋯⋯46

(四)物资储备资金的定额管理⋯⋯⋯⋯⋯⋯⋯⋯⋯⋯⋯⋯⋯⋯⋯⋯46

第五节 物资供应渠道及演变⋯⋯⋯⋯⋯⋯⋯⋯⋯⋯-．．．⋯⋯⋯⋯⋯47

(一)玻璃分配⋯⋯⋯⋯⋯⋯⋯⋯⋯⋯⋯⋯⋯⋯⋯川⋯⋯⋯⋯⋯⋯47

(二)玻璃品种⋯⋯⋯⋯⋯⋯⋯⋯⋯⋯⋯⋯⋯⋯⋯⋯⋯⋯⋯⋯⋯⋯47

(三)玻璃规格⋯⋯⋯⋯⋯⋯⋯⋯．．．⋯．．．⋯⋯⋯⋯⋯．．．⋯⋯．．．．．．⋯47

(四)玻璃的供应渠道⋯⋯⋯⋯⋯⋯⋯⋯⋯⋯⋯⋯⋯⋯⋯⋯⋯．．．⋯⋯48

·3。



(五)铅丝的供应渠道⋯⋯⋯⋯⋯⋯⋯⋯⋯⋯⋯⋯⋯⋯⋯⋯⋯⋯⋯⋯48

(六)马口铁供应渠道⋯⋯⋯⋯⋯⋯⋯⋯⋯⋯⋯⋯⋯⋯⋯⋯．．．⋯⋯⋯48

(七)冷扎板⋯⋯．⋯⋯⋯⋯⋯⋯⋯⋯⋯⋯⋯⋯⋯⋯⋯⋯⋯⋯⋯⋯⋯．．．48

第六节 产品销售⋯⋯⋯⋯⋯⋯⋯⋯⋯⋯⋯⋯⋯⋯⋯⋯⋯⋯⋯⋯⋯48

(一)销售机构演变情况⋯⋯⋯⋯⋯⋯⋯⋯⋯⋯⋯⋯⋯⋯⋯⋯⋯⋯⋯48

(二)产品类别⋯⋯⋯⋯⋯⋯⋯⋯⋯⋯⋯⋯⋯⋯⋯⋯⋯⋯⋯⋯⋯⋯49

(三)销售价格⋯⋯⋯⋯⋯⋯⋯⋯⋯⋯⋯⋯⋯⋯⋯⋯⋯⋯⋯⋯⋯⋯．49

(四)销售地区⋯⋯⋯⋯⋯⋯．⋯⋯⋯⋯⋯⋯⋯⋯⋯⋯⋯⋯⋯⋯⋯⋯49

第七节 劳动与工资 附：历年来职工工资情况表⋯⋯⋯⋯⋯⋯⋯49

第八节 安全管理⋯⋯⋯⋯⋯⋯⋯⋯⋯⋯⋯⋯⋯⋯⋯⋯⋯⋯⋯⋯⋯52

(一)安全生产制度的管理⋯⋯⋯⋯⋯⋯⋯⋯⋯⋯⋯⋯⋯⋯⋯⋯⋯⋯52

(二)消防工作⋯⋯⋯⋯⋯．：⋯⋯⋯⋯⋯⋯⋯⋯⋯⋯⋯⋯⋯⋯⋯⋯⋯．52

第四篇 职工队伍情况及福利事业⋯⋯⋯⋯⋯⋯⋯⋯⋯⋯⋯⋯⋯⋯⋯⋯5 3

第一章 职工队伍情况⋯⋯⋯⋯⋯⋯⋯⋯⋯⋯⋯⋯⋯⋯⋯⋯⋯⋯⋯⋯5 3

第一节 思想政治工作⋯⋯⋯⋯⋯⋯⋯⋯⋯⋯⋯⋯⋯⋯⋯⋯⋯．．．⋯5 3

第二节 职工教育培训 附：职工现有文化程度表⋯⋯⋯⋯⋯⋯⋯⋯54

第三节 奖励⋯⋯⋯⋯⋯⋯⋯⋯⋯⋯⋯⋯⋯⋯⋯⋯⋯⋯⋯⋯⋯⋯⋯55

第二章 职工福利事业⋯⋯⋯⋯⋯⋯⋯⋯⋯⋯⋯⋯⋯⋯⋯⋯⋯⋯⋯⋯55

第一节 医药卫生工作⋯⋯⋯⋯⋯⋯⋯⋯⋯⋯⋯⋯⋯⋯⋯⋯⋯⋯⋯55

第二节 计划生育工作⋯m⋯⋯⋯⋯⋯⋯⋯⋯⋯⋯⋯⋯⋯⋯⋯⋯⋯56

第三节 职工困难补助⋯⋯⋯⋯⋯⋯⋯⋯⋯⋯⋯⋯⋯⋯⋯⋯⋯⋯⋯56

第三章 先进人员名录⋯⋯⋯⋯⋯⋯⋯⋯⋯⋯⋯⋯⋯⋯⋯⋯⋯⋯⋯⋯57

第五篇 大事记⋯⋯⋯⋯⋯⋯⋯⋯⋯⋯⋯⋯⋯⋯⋯⋯⋯⋯⋯⋯⋯．．．⋯⋯58

第六篇 文存．杂记⋯⋯⋯⋯⋯⋯⋯⋯⋯⋯⋯⋯⋯⋯⋯⋯⋯⋯⋯⋯⋯⋯60

第一节 历年文存资科⋯⋯⋯⋯⋯⋯⋯⋯⋯⋯⋯⋯⋯⋯⋯⋯⋯⋯⋯60

(一)四川省成都市第二轻工业局，关于同意《成都市

金属制品厂等十个企业转为大集体所有制》的批复⋯⋯⋯⋯⋯6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成都市经济委员会关于

((召开镀铝膜镜技术鉴定会的通知》⋯⋯⋯⋯⋯⋯⋯⋯⋯⋯⋯6l

(三)真空镀铝膜镜新产品Ⅸ技术鉴定书》成科工鉴字

(82)8号，成经技鉴字(82)004号⋯⋯⋯⋯⋯⋯⋯⋯⋯⋯62

第二节 历年报刊、电台反映我厂情况⋯⋯⋯⋯⋯⋯⋯⋯⋯⋯⋯．．．⋯63

(一)《成都制镜厂在调整中求质量》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用播⋯⋯⋯⋯63

(二)《全省以铝代银工艺现场会，在成都制镜厂召开》 ．‘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用⋯⋯⋯⋯⋯⋯⋯⋯⋯⋯⋯．．．．．．⋯⋯⋯⋯63

(三)Ⅸ成都制镜厂新建镀铝设备投产》四711日报载⋯⋯⋯⋯⋯⋯⋯⋯63

第七篇 《成都市制镜厂厂志》修志始末⋯⋯⋯⋯⋯⋯⋯⋯⋯⋯⋯⋯⋯⋯65

卷二 《成都市制镜厂厂志(续)》(1 986～2003)

(卷二为此次所编厂志主体部分)

第一章 工厂综述(1 986—2 003)⋯⋯⋯⋯⋯⋯⋯⋯⋯⋯⋯⋯⋯⋯⋯⋯7l

第一节 工厂发展历程(1 986—2 003) ⋯⋯⋯⋯⋯⋯⋯⋯⋯⋯⋯⋯7l

一、工厂生产经营概述⋯⋯⋯⋯⋯⋯⋯⋯⋯⋯⋯⋯⋯⋯⋯⋯⋯⋯⋯7l

二，工厂设备资财概述⋯⋯⋯⋯⋯⋯⋯⋯⋯⋯一⋯⋯⋯⋯⋯⋯⋯⋯73

三、工厂社会效益概述⋯⋯⋯⋯⋯⋯⋯⋯⋯⋯⋯⋯⋯⋯⋯⋯⋯⋯⋯75

四、工厂政治思想、职工宣传教育及安全工作概述⋯⋯⋯⋯⋯⋯⋯⋯77

第二节 工厂建制历程(1 986—2 003) ⋯⋯⋯⋯⋯⋯⋯⋯⋯⋯⋯⋯8I

一、历届行政领导名单⋯⋯⋯⋯⋯⋯⋯⋯⋯⋯⋯⋯⋯⋯⋯⋯⋯⋯⋯⋯8l

二、历届党组织变化情况⋯⋯⋯⋯⋯⋯⋯⋯⋯⋯⋯⋯⋯⋯⋯⋯⋯⋯⋯82

·三、历届团组织变化情况⋯⋯⋯⋯⋯⋯⋯⋯⋯⋯⋯⋯⋯⋯⋯⋯⋯⋯⋯83

四、历届工会组织变化情况⋯⋯⋯⋯⋯⋯⋯⋯⋯⋯⋯．．．⋯⋯⋯⋯⋯⋯83

五、改制前最后一届职代会代表名单⋯⋯⋯⋯⋯⋯⋯⋯．．．⋯⋯⋯．．．⋯84

六，工厂改制后股东会名单⋯⋯⋯⋯⋯⋯⋯⋯⋯⋯⋯⋯．．．⋯⋯⋯．．．⋯84

七、历年分支机构状况⋯⋯⋯⋯⋯⋯⋯⋯⋯．．．⋯⋯⋯⋯．．，⋯⋯⋯⋯⋯85

·5。



八、退休员工管理委员会⋯⋯⋯⋯⋯⋯⋯⋯⋯⋯⋯⋯⋯⋯⋯⋯⋯⋯⋯86

第三节 工厂员工历程(1 98 6～2 00 3) ⋯⋯⋯⋯⋯⋯⋯⋯⋯⋯⋯⋯87

一、历年员工变化情况⋯⋯⋯⋯⋯⋯⋯⋯⋯⋯⋯⋯⋯⋯⋯⋯⋯⋯⋯⋯87

二、历年员工劳动工资情况⋯⋯⋯⋯⋯⋯⋯⋯⋯⋯⋯⋯⋯⋯⋯⋯⋯⋯88

三、历年员工社保福利情况⋯⋯⋯⋯⋯⋯⋯⋯⋯⋯⋯⋯⋯⋯⋯⋯⋯⋯90

第二章 工厂大事记(1 986—2 003) ⋯⋯⋯⋯⋯⋯⋯⋯⋯⋯⋯⋯⋯⋯93

第一节 工厂土地资源篇⋯⋯⋯⋯⋯⋯⋯⋯⋯⋯⋯⋯⋯⋯⋯⋯⋯⋯93

一、府南河天仙桥分厂拆迁⋯⋯⋯⋯⋯⋯Ⅵ⋯⋯⋯⋯⋯⋯⋯⋯⋯⋯⋯93

二、红瓦寺经理部拆迁⋯⋯⋯⋯⋯⋯⋯⋯⋯⋯⋯⋯⋯⋯⋯⋯⋯⋯⋯⋯93

三、东升街l 02号厂房拆迁⋯⋯⋯⋯⋯⋯⋯⋯⋯⋯⋯⋯⋯⋯⋯⋯⋯⋯94

四、红星路营业房拆迁⋯⋯⋯⋯⋯⋯⋯⋯⋯⋯⋯⋯⋯⋯⋯⋯⋯⋯⋯⋯97

五、东升街6l号住房拆迁 ⋯⋯⋯⋯⋯⋯⋯⋯⋯⋯⋯⋯⋯⋯⋯⋯⋯⋯97

第二节 工厂下放篇⋯⋯⋯⋯⋯⋯⋯⋯⋯⋯⋯⋯⋯⋯⋯⋯⋯⋯⋯⋯98

第三节 工厂改制篇⋯⋯⋯⋯⋯⋯⋯⋯⋯⋯⋯⋯⋯⋯⋯⋯⋯⋯⋯⋯98

第三章 人物篇章 ⋯⋯⋯⋯⋯⋯⋯⋯⋯⋯⋯⋯⋯⋯⋯⋯⋯⋯⋯⋯⋯1 01

成都市制镜厂厂长一一李华君同志⋯⋯⋯⋯⋯⋯⋯⋯⋯⋯⋯⋯⋯101

卷三附件资料

(卷三为卷二的附件，以供阅读者全面了解工厂历史)

附件(一)成都市制镜厂1 986—2003年财务状况表⋯⋯⋯⋯⋯107

附件(二)成都市制镜厂税费解缴证明⋯⋯⋯⋯⋯⋯⋯⋯⋯⋯⋯108

附件(三)成都市制镜厂银行贷款情况说明⋯⋯⋯⋯⋯⋯⋯⋯⋯109

附件(四)成都市制镜厂社保交费证明⋯⋯⋯⋯⋯⋯⋯⋯⋯⋯⋯11 o

附件(五)选印《简报》⋯⋯⋯⋯⋯⋯⋯⋯⋯⋯⋯⋯⋯⋯⋯⋯⋯“l

附件(六)成都市制镜厂员工名册⋯⋯⋯⋯⋯⋯⋯⋯⋯⋯⋯⋯⋯113

附件(七)成都市制镜厂社保状况表⋯⋯⋯⋯⋯⋯⋯⋯⋯⋯⋯⋯123

附件(八)府南河拆迁征地资料⋯⋯⋯⋯⋯⋯⋯⋯⋯⋯⋯⋯⋯⋯124

，

●

，

，

●

，

●

●

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附件<九)红瓦寺拆迁资料 ⋯⋯⋯⋯⋯⋯⋯．．．⋯．．．，．．⋯⋯⋯⋯133

十、附件(十)东升街l 02号厂房拆迁资料⋯⋯⋯⋯⋯⋯⋯⋯⋯⋯⋯136

十一、附件<十一>红星路162号营业房拆迁资料⋯⋯⋯⋯⋯⋯⋯⋯⋯152

十二、附件(十二)东升街61号住房拆迁资料⋯⋯⋯⋯⋯⋯⋯⋯．．．⋯158

十三、附件(十三)企业下放文件及资料⋯⋯⋯⋯⋯⋯⋯⋯⋯⋯⋯166

十四、附件(十四)企业改制文件及资料⋯⋯⋯⋯⋯⋯⋯⋯⋯⋯⋯⋯⋯187

·7。



卷_

成都市制镜厂厂志

f 1 954～1 98 5夕



．土上——L-一
月IJ 舌

编修厂志，是整理、保存，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上级和各届领导

及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借鉴，为企业的振兴服务，上对得起祖先．现有利于

“四化"，将来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

《成都市制镜厂厂志》是以本企业手工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主线，

进行编写的．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通过追溯本硷i业工业生产发展的历史，重点反映建厂二十九年来生

产建设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以及企业对国家的贡献．不断加快企业前进的步

伐．为企业的膀飞和既往开来．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我们编写

《成都市制镜厂厂志》的目的．
。



凡 例

一、 《成都市制镜厂工业志》是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

二轻工业局和市日用五金工业公司的安排部署，在厂领导的直接领导下，抽

调入员，建立临时性专门机构——成都市制镜厂修志办公室，有计划有步骤

进行编写的．．

二、本志书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按“详今略古，立足当代追溯过

去，展望将来∞的原则，紧紧抓住本企业工业生产发展的线索，力求写得富

有厂志的特色． ．

三、。本志书是在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包括口碑资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基

础上编写成的，它真实地反映了本企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四、本志书断限时间，上限断至解放前夕，下限断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底．由于本行业历史上，从未有过厂志，厂尽量按所追溯到的时期，以简略

的笔法记叙．

五、本志力求文字朴实，通俗易懂．但限于水平。加之时间仓促错漏之

处，在所难免．祈望读后，纠误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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