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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经楼西街厂区(1983年)

北京东路厂区(1．983年)





南京药棉厂全体职工合影^H。～^



南京医药材料厂共青团员合影(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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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第三制药厂共青团员和厂领导合影(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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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建厂以来的第一部厂志——《南京第三制药厂志》终于诞生了!我特向为编

写这部厂志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关心和支持厂志编写工作的

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I

南京第三制药厂的前身是中国医药公司江苏省公司红旗制药厂，它诞生于

1966年，由医药行业的9名职工及家属白手起家所建，经过不断开拓，工厂不断

发展。1987年，建成第一幢现代化的制剂楼，1988年又先后跨入了南京市先进企

业和江苏省先进企业的行列。到1989年底全厂职工511人，总产值2518．31万

元，人均产值达到4．9万元，人均利税0．41万元，年平均职工实际收入达到

2841．53元，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厂志的诞生，是我厂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广大干部职工创造的光辉业绩，理

当载入厂志。这部厂志真实地录下了我们前进的脚印，录下了我们辛勤拚搏的精

神，录下了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干四化的决心，录下了全厂职工爱厂如

家、风雨同舟的深厚情谊⋯⋯厂志是我们全厂职工的创业史、光荣史，是我们劳

动、汗水和智慧的结晶。

这部厂志，对我们探索企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对后

来者认识本企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必将大有裨益。可以

预言，厂志的诞生必将进一步增强全厂职工的凝聚力，进一步了解第三制药厂、

热爱第三制药厂、建设好第三制药厂。．

厂长刘桂林

1990年11月



凡例

一、本志记人载事时间上限为1953年，下限断至1989年。 ．

二、本志按。详今略古”的原则，多载1981年南京第三制药厂和南京制剂厂

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之后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根据“记事本末一之要求，视不同部

门的情况或上溯其源，或下探其流。．‘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并采用记、志、图、表、录等体裁，志为主体，大事记编年

记事，适当辅以记事本末。图、表随文穿插，附录则列规章制度存目、主要先进人

物、企业荣誉、厂历任主要领导人简历等。

四、本志根据“横排门类，纵贯时间"的原则，设章、节两个结构层次，根据需

要适当辅以目。章坚持横向展开，节、目则从实际出发，在以横为主的原则下，宜

横则横，宜纵则纵。

五、对志中专业术语、政治术语以及内容解释，文中不作赘述，散见于各有关

章节的页下注。

六、厂级干部、中层干部的更迭，均以表格统计，并根据“以事系人"的原则，

予以记述。

七、纪年，用公元纪年。计量单位，采用1984年国家计量局单位制办公室颁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数字，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国家出版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联合颁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八、全志资料主要来自厂档案：各有关部门、各有关领导提供的文字资料，部

分资料采用了厂老领导和老职工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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