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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名谓《济南市粮食局天桥分局局志》，是社会主义的基层
．k勘
心节·

社会主义志书，是以新幻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就．旨

在：一，汇集资料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建设，三个根本好转。工农业总产值二十世纪末翻两番服

务；二，是存史赘治．鉴往知来的咨询的智力工具；三、在思想道

德方酉起教化作用，是进行爱固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和传统教材．

自古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二次代表大

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编志盛举，当务．之急。从中央到省．

市和基层，全面展开．分局的编志工作，领导重视，安排布署，督

促检查，承蒙内外大力支持，历时三年脱稿成书。

在《局志》编写中，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思想和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

了四顼基本原则，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精

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和在政治思想上与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志书不同于史书，其特点之一：史，纵排横写．述论结合；志，

横排竖写，只述不论。本志书所述均系客观事物，以实反映成败得

失，意图弓l为今后借鉴· ．

志书的基础是资料，燃求翔实．苋集资料，辩证求真，归
纳汇编，审查定稿，是保证志书质量的步骤与措施．整个编志过程．

． 1 ．



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文书资料与口碑记述相结食职能部门与专
职人员相结合的深丽广的统一．

《局志》内容，是本着详今略古．着重当代、现状为主的精神

编纂的·分局的前身是粮食科。自l 9 5 3年粮食科成立至1985

年，依所查到与核对后的资料，着重记述了粮油供销，经营状况．

工资福利和组织机构诸内容；关于l 9 4 8年9月以前国民党政府

统治济南时期的粮食市场与供销局势均从略记进
此次编纂志书，按规定：原则上是上起l 8 4 0年下限1985

年，基层单位以自身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为主，酌情向上追溯。《局

志》的有关内容从l 9 l 8年提及，上溯三十年左右。

在“详今"方面，因种种历史上的原因，分局保存下来的文书

档案不全，某些资料奇缺。故《局志》中记述的内容，虽与“详

今"之要求有差距≥但也能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

具有参考价值．

《局志》中关于劳动效率、费用水平，经济效益．．职工收入、

福利待遇的数据与对比及关予粮油局势．物价增长等重要内容，均

客观灼予以记述，细心探讨，其意颇深。以史实体现社会变化和展

示四化建设的美好前景。这将激励分局全体职工热爱共产党、热爱

社会主义祖国，加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合国情．

顺民意昀路线．方针．政策的理鼹和认识。各尽所能，奋发向上，

为祖国莨勺富强和改善与提商物质、文化生活而努力搞好经营，在提

高社会魏益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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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济南市粮食局天桥分局(《局志》中简称分局)驻天桥区官扎

营中街7号，担负天桥区境内街道居民．集体伙食单位，工商行业

冬用粮油的计划鬈：理与供应，主量营粮油食品、议价经营业务．

天桥区(1 9 5 5年9月以前名为第四匿)位于济南市区的西

北部。东邻历下区，南毗市中区和槐荫区，西面与北面为市郊区·

i 9 5 3年8月，计有第一(北坦)，第二(陈家楼)、第三(刘

家庄)，第四(小纬北路)，第五《天桥东)，第六(官扎营)．

第七(宝华)共七个居民委员会(即现在的街道办事处)，街道居

民共l 9 6．3 4户．7 7 4 9 9人。

l 9 5 3年l 1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为适应粮食计划供应的

形势。区人民政府设粮食科，市粮食局在北坦大街设立第四粮食供

应店。共计工作人员九名。

羔9 5 4年4月，市粮食局将其所管理的私人粮食代销店，加

工代销或自磨自销的电，齑力磨坊，分别划给各区粮食科管理。第

四区境内的六户代销店，二十户电力磨坊。十四户奋力磨坊，由区

粮食科统一组织安排为三十个代销唐，i 9 5 5年凡经调整，合并

为二十一个代销店。

l 9 5 5年：

8月，历城县工人新村乡划入第四区，列为第八居民委员会

(现称街道办亭处)；济南市零售公司第十六零售店和消费合作社

第四区联社的第一，三、．四，五．六店粮食业务部份及市民店全部

·4。



划归粮食科·全科人员共三十八名；

7月与8月，采取整顿粮食统销的形式，试点以人分等定量供

应制度，9月全酉实行·改变了自报公议评定粮食计划的方法，居

民I：1粮计划随户口订，一人一份口粮；

9月，粮食科从区政府大院迂至官扎营中街7号。国营粮店全

部擞销，人员投入行政管理，金区居氏的口粮供应由私人代销店担

负；

l 2月2 0日，全区2 1个私人粮食代销唐，经市局批准转为

园营粮店，隶属区粮食科。全区粮食系统人员王5 9名。

l 9 5 6年：

1月，在粮食科的基础上，成立分玛；市粮食局第一，二营业

部撤销，人员及供应任务划分给各区分局．分局设秘书、供应．财

务三个股和一个直属店，辖属八个供应店，十三个门市部共=十一

个粮食供应点。全分局人员l 6 5名；

分局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党，团、工会组织；

4月，油脂公司天桥东衔门市部划归分局；

8月，原涿源区制锦市街道办亭处全部‘估衣市街道办亭处的

估衣市街(不合该街)以=l匕地区和槐荫区的万盛街划入天桥区。所

划入的原球源区地区列为第九街道办事处，区域内的粮店，编为第

A4,J冬应店和第十四，十五．十六门市部。l 9 5 5年9月，第四区

改名为天桥区。全区设九介供应店，十六个门市部，共二十五个粮

食供应点- ，

i 9 6 0年6月，历城县北园人民公社七十七个自然村和十七

条街(共八六九七户，三七九—八人)划入天桥区，相应的将北园

u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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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管理所划归分局编制，l 9 6 1年5月又划归历城县。

l 9 6 3年7月起，摄销九个供应店建剁，合并为六个粮店，

该期以前增设了五个粮食供应点，在此次合并中；。蝴了四个，全区
留二十六个供应点。

l{)6 4年上半年，将分局受市粮食局和区政府的双重领导改

为单一受市粮食局领导。济南市粮食局天桥区分局改名为济南市粮

食局天桥分局。同年3月开始经营鲜面条。

l 9 6 5年8月，取消i潴的孛层建每I，f-j市部改名为粮店，
各粮店直接受分局领导．

1 9 6 6年8月，直属店迁并北出粮库，l 9 8 5年2月又迁

回分局o

l 9 7 O年，各粮店划分为片，又称为“连’’，1 9 7 8年改

称为中心店-王9 8 3年童月，各中心店独立核算，正式启用中心

店印鉴与业务专用章。金分局共四个中心店．

i 9 7 5年2月，按市委指示与市粮食局安排，进行旅大经验

试点，全区于l 9 7 7年l 0月普遍实行旅大市的粮食管理经验

(即基本口粮与工种补差粮分另lj管理)。

、 l‘9’7 8年9月，郊区北园公社的毕家洼，黄屯．堤口大以及

北坦．官扎营地区内的农业入口划归天桥区；年底。招棱l l 0名

大集体职工，成立生活服务站，以当好“新长征路上的好后勤”，

开始经营油条，锅饼等熟食。l 9 8 0年以来，熟食经营业务逐步

发展。

l 9 8 2年7月，成立青华劳动服务社，负责安排分局职工子

女的待业和就业工作。

·8·



l 9 8 3年l O月，成立议价经营部，开展附营议价业务。

l 9 8 4年7月，各粮店改名为粮油食品店，同时独立核算；

9月，各股改名为科，相应设立食品科，教育科。

l 9 8 5年底，区域范图比l 9 5 3年扩大两倍多。全区设制

锦市．．北坦，刘家庄，陈家楼，小纬北路．天桥东，官扎营，宝华

街I堤口，工人新村南村、工人新村北村十一个办事处(详见济南

市天桥区粮油食品店网点略图)．居民比l 9 5 3年8月户数增加

二点二七倍，计6 4羔8 0户；人口增加二点八九倍，计223882

人(包括集体户江l 9 2 9 9人、街道户口2 O 4 5 8 3人)。

分局成立的前二十四年，系单一的粮食供应的管理型，机构，

1 9 7 8年以来，在做好平、议价粮油供应蜘清提下，开展了粮油

食拯经营与附营议价业务，逐步转向了经营型的政企合一的，党政

工臣组织健全的县(团)级机构。l{≥8 5年的建创为：书记局长

办公室，劳工科，政工科、敬育科，财务科，食品科．业务科、行

政科，议价经营部，检查组，工会．共青团等科室与一个直属店．

四个中心店、二十九个粮油食品店，四个馍馍组．三个食品生产

点，六百多名人员(包括待业青年与临时工一百多名)。l 9 8 5

年供应销萤平．议价粮油8 9 l 6万斤，经营食品近8 3 4万厅，

附营议价业务营业额二十万余元，创年利润近9 6万元。一固定资

产，l 9 5 8年7月独立桉算时为l 4 1 6元，l 9 8 5年达二百

多万元．职工人均月收入比l 9 5 6年初增长—倍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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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粮食市场

自由交易的粮商业户

王9 4 8年9月以前国民党政府统治济南时期，粮食商业无国

营?均系私营。粮商业户分为座商、小贩。小贩多集中于粮食市交

易，少数串街叫卖。农村靛颓与农民迸城销粮，多经粮(货)栈转

卖，也有避粮关交易的，直接销给食用者数少·

经国民党政府社会局登记有证营业者为座商。分为购销、经纪，

仓库．加工四种。

购销者：自购自销面粉，大米．小米及其他杂粮；

经纪者：有代窑买卖i乏食的粮(货)栈，有为面粉公司经销代

销面粉或转手倒卖的商店。前者较多，后者数少；

仓库：以代储，保管粮食为业；

加工者：主要指面粉公司，其自购小麦，磨剖耐粉销售·次为

磨坊．碾坊(有的碾磨兼营)，其主营自购粮食，磨成土面粉，杂

粮面或碾铡大米、小米后自己销售，蒜营代客加工。加工客方系邻

近的农业户、半农业户。

四种粮业分设粮业公会，磨坊业公会。面粉业又独自成蚣会，
不脱离粮业公会． ．

粮业公会，把持操纵粮食市场。以面粉公司。粮(货)栈，粮

商．经销代销商．仓库等业户为会员·粮业公会始建予l 9 1 8年，

盘为粮行公所，1 9 2 4年改名为粮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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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2 2年6月商埠区域内的粮商韭户，为群策群力与外商竞

争，成立了商埠粮业公会。会员一百一一十四户，其中地址在小纬北

路与天桥地带的十二户。

磨坊业公会，以电力、畜力磨(碾)坊业户为会员，l 9 4 7

年l 1月时期，全市会员二百七十八户，位予现在天桥区域内者六

千产。

凡如入粮业公会和磨坊业公会者，可进“粮关"交易，按规定

缴纳费用。日经营量一‘、二百斤昀小奋力詹坊，多系自往近郊购粮

或约定农村粮贩送粮，故不入会，类似搀贩。

二、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粮油商业及市场

呈9 4 8年9月济南解放置，人民政府责成粮食局静国营粮酒

公司掌握粮食市场，调剂人民藉要，按“跌吞涨吐’’的精神控制粮

价；由目营经济领导市场和挟持发展消费合作社，组织城乡物资交

流，供给消费。
‘

夏．．粮油交易所

置9量8年春夏问，济南粮监公会予现在天擗站后街67号
设“粮关柏，初建时期系草房数十闷，童9 2 2年夏粮韭公会捐集

三万余元，翻修为四周式的二层楼房百数十间。“粮关”靠近津消，

胶济两铁路和黄河，小清、工商三河(1 9 5 7年时期小清河、工

商河还通木帆船)，水早交通便利，是粮食大数量交易统一场所。

每日早晨，粮业各家，会集予此，洽谈交易。解放前，买卖双方多

系“袖中握手论价"，也有高蛾叫卖者。杂乱无章， 尔虞我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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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4 9年2月济南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改“粮关”为交易所争颁布

了交易所管理办法，防止私商对粮食的囤积和投机。避所交易者看

样论价，大批交易。并由交易所、圆营公司和私营粮盟代表人物组

成物价研究委员会，每日商定孰发价洛作为市场零售价格的依据。

l：9-5 3年!1月实行粮食统更{}『统销后，交易所失去作用而自然消
，L

夕C·

2、国替粮油商业

童9 4：2年9月随人民解放莩进济南负责商业贸易工作的国营

贸易公司(设有粮溜，棉监，百货等六个专业公司)遵照“公私焉惫

顾．劳资两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昀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与方针掌握市场i控制物价和调剂人民生活

的需要。在恢复经济，按持生产和稳定市场中发-j,-7-7"目营经济的领

导作用。

济南粮油公司于1 9 5 0年2月农北坦设分公魂，收购和批发

销售粮油，调节粮油供求，以控制价格，稳定市场。

济南市零售公司于l 9 5 0年初成立，先后予现在的天桥区境

内设立第十(筐市街北头铁塔街)，第十一(聚贤街)。第十六

(官扎营中街)三个零售店，主营或兼营粮油零售，供应市民消

费·各零售店，按零售牌价供应市民，现钱交易。以货源充足，品

种齐全，质价相符～称量公平、取信于民，营业兴旺。占据了粮油

市场，加上机关，工厂，企业和街道消费合作社的发展，私营糙也

萧条-1 9 5 2年前后，为贯彻中央关予调整工商业的指示，撤销

了北坦靛油分公司和零售公司第十一零售店≯合作社店也停止发

展，退让一定市场让私营粮业经营．至l 9 5 3年l O月计有国营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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