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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魏都皮毛厂：

月产手套6万双
时髦裘帽多出口

在今年的老厂院提升改造中，位于文峰路西侧的许
昌市魏都皮毛厂名列其中。

这里曾生产出许昌第一件皮衣，时髦的裘衣、手套、
裘帽等商品远销海外。4月17日，记者进行走访，看这
座老厂院有怎样的发展历程和故事。

记者郝晋

由缝纫社发展为市机绣制帽厂
4 月 17 日，位于文峰路西侧的市魏都皮毛厂院内，多家门店的员工正在忙碌。

该厂党支部书记李喜荣说，自 2007 年停产后至今，厂里主要依靠租赁厂房创收。
市魏都皮毛厂是如何发展而来的？该厂保存的一份档案显示，1966 年 2 月 13

日，许昌市手工业管理局下发通知，将缝纫一社、二社、三社在业务范围上进行划
分。缝纫一社和三社合并为许昌市服装社，缝纫二社改建为许昌市机绣制帽合作
社（后更名为许昌市机绣制帽厂）。

1970 年，许昌市机绣制帽厂由小十字街（现在的安怀街与东大街交会处）迁至
文峰路。

1973 年，许昌市机绣制帽厂原有场地和厂房不能适应生产需要，征用市郊公社
东关大队第四生产队耕地 1.34亩，新建 220平方米修理车间。

1975 年 1 月 10 日，许昌市机绣制帽厂拆分为许昌市制帽厂、许昌市机绣童装
厂、许昌市皮毛工艺厂，分拆后仍属于集体经济。

从征地协议里读懂什么是“占地工”
1975 年 7 月，市皮毛工艺厂计划新建晾皮厂、围墙，再次征用市郊公社东关大

队第四生产队耕地 4.95亩。
我们从保存的相关协议中可以读懂什么是“占地工”。一份 1975 年 7 月 10 日签

订的《关于基建占地有关事项的协议书》显示，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工业生
产，市郊公社东关大队同意，按照国家批准数另拨给可耕地 4.95 亩与市皮毛工艺厂
建设生产厂房。

按照协议，东关大队需迅速办理交易土地和其他手续，尽可能快地使建设项目
施工建设。为解决东关大队人多地少的困难，市皮毛工艺厂同意接收该大队 20 名
人员进厂，接收人员年龄为 18 岁至 25 岁，男女各半。协议同时约定，在没有正式办
理招工转正手续前，20 名人员以“占地工”对待，男工日工资 1.4 元，女工日工资 1.25
元，可享受同工种的劳动保护用品，如有病可以在厂医疗室治疗。

工人有激情，1个月能生产6万双手套
1975 年 12 月的一份生产计划完成情况分析报告显示，市皮毛工艺厂的职工当

月拿下了 6 万双手套的任务。“工人工作激情高，上班不计时间，下班不论点；下班
拉铃铃不灵，晚上干到 10点多……”

1975 年 8 月的一份生产报告显示，当年，上级部门给市皮毛工艺厂下达的生产
任务是完成生产总值 30 万元。该厂在原材料紧缺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组织生产，
上半年完成生产总值 55 万元。下半年，该厂进行减员，由原来的 130 多人减少到 80
多人，根据市委“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增产节约、大援灾区”的精神，全年完成生产
总值 65万元，比计划的 30万元超产 35万元。

查阅资料发现，报告中提到的“灾区”是指 1975年 8月初，我省泌阳县境内汝河上
游的板桥水库发生决堤事件，导致遂平县城一片汪洋，驻马店地区 96%的面积受灾。

投产的文件包、人造革皮夹克一度很受欢迎
李喜荣说，市皮毛工艺厂以生产皮革为主，制作的裘帽等商品多通过外贸出

口。工人将收购的羊皮进行浸泡、揭里、洗晒、“打皮”，使皮革由硬变软，然后进行
染色、晾晒、修剪、烫毛，使皮毛变得柔软、顺滑。

1979 年 11 月，市皮毛工艺厂更名为市皮毛皮件厂。一份更名请示报告透露了
更名的原因。文中显示，随着形势的发展，市皮毛工艺厂是单一的皮毛生产企业，
因原料无来源，产品滞销，季节性又强，仅 1 至 7 月份就亏损 51000 元。经过学习，该
厂开展多种经营，增加了花色；几个月来，尝试进行皮件生产，投产的文件包、各种
提包和人造革皮夹克等 10多种产品，很受顾客欢迎。“为了扭亏增盈，请示将市皮毛
工艺厂更名为市皮毛皮件厂。”

2007 年，随着生产、销路的锐减及环保的要求，市皮毛皮件厂停产，又更名为市
魏都皮毛厂。目前，该厂主要以租赁厂房创收。在老厂院改造中，该厂院的环境等
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许昌市魏都皮毛厂的老厂房 记者 郝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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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院里的老房子上爬满了绿色植物。记者 陈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