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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第二染织厂始建于1953年。建厂初期
仅有50名职工，以人力木织机生产低档产品。

经过三十二年的建设，特别在1978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企业经改造和改革后面貌
一新，现成为1409名职工的中型企业。

“盛世修志一是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为
纵观企业的发展道路，了解企业的全部历史，

启迪后人继往开来，以达资政、存史、育人之
目的特编纂本志。

编纂厂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本企业几

经合并，有些资料皆己毁殁、无处查寻。加之

编纂工作人员水平低，又无经验，虽对所写资

料进行广征博采，对所用资料反复查核，但仍
难免有不少遗漏和不当之处。望阅后批评指
正．

何德岭



凡 例

编纂济南第二染织厂志是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实事

求是”为编纂原则。对企业的各项事物述而不

论，秉笔直书，力求科学性。

本志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以经济为主

线，以生产为主要内容，全面记载企业的历

史，再现企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的沿革变
化。

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

横排纵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以语体文，

记述体编写。以求通俗易懂。

本志采用章、节、目三层结构，有概述、

历史沿草、基本建设、生产、管理，职工、党群

工作、人物、大事记共九章三十九节。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并有口碑、书

信等资料，管理一章主要由企业各科室提供。对
所取资料均进行反复查核，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以求翔实。
断限：上限为1953牟-5月1日，下限为

198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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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济南第二染织厂，是一个中型的染织集体

所有制企业，隶属济南市纺织工业公司。厂址

在济南市天桥区金牛东路1号。厂门座北朝南

与济南帆布厂斜对门。厂西200米处，座落着济

南的游览胜地金牛公园；厂西北200米处是由

北入济咽喉上的济洛桥；厂区东邻城乡相连

的林家桥；厂北墙外便是涓涓东流的小清河。

乘四路或五路公共汽车，四站就到天桥，下车

往西200米便到济南火圭站。电话总机551866。

电报挂号0064’ ．‘1．

‘

济南第二染织厂，厂区占地面积为37204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8935、36平方米。厂门左

侧是一座东西五层大楼，用做厂卫生所和职工

公寓；楼北是基建科、查库和炮库。厂门右侧

是四层办公楼；楼北是篮球场。办公楼右面织

布车间与准备车间连为一体呈锯齿型。职工食

堂、纱库左邻于染色圭间。四层锅炉大楼与整



理生间、机修生间一字相峙。

济南第二染织厂，现有职工1409人。全员

劳动生产率为1 3480元／人；年利润为1 10．65

万元；固定资产为450万元；工业总产值为
1899．72万元。企业产品主要分两大类：色织

棉布；色织化纤布。主要产品有：纯棉色织女

线呢；宽幅中长隐条呢；低弹长丝西服呢等，

“火乌牌”特26元贡呢，于1984年l o月获山东

省优质产品证书。

1985年底全厂共?苦染色、准备、织布、整

理、机修五个车间；七个政工科室；14个行政科

室。主要生产设备有青岛产MZ 1 02煮纱锅(精

炼罐)一台，MZl43B绞纱丝光机二台，MZl32

—8绞纱洗染机三台，MZ l 1 5--50常温常压
染色机三台，GR一7r3—100高温高压染色机五
台，自制双箱液流染色机六台，7 5 1脱水机四

台，MZ313烘干机二台。织布专用设备共有348

台，其中l 5 1 1型44，，布机144台；1 5 1 5型75∥布

机96台；多臂多梭织机108台。电器专用设备42

台，动力机械总能力为570(千瓦)，国家银牌产

品SHL6。5--13A型锅炉一台。



传统产品特2 6元贡呢是济南市独家产品。
宽幅中长隐条呢，低弹西服呢为市场畅销产

品，并远销省内外城市与农村。对填补我市空

白品种，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第二章历史沿革

第一节 第二染织厂的渊源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

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大片国土先后

沦陷，国不安宁，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处于一
片水深火热之中。

此时，正值河北省部分难民无家可归，流

落济南，沿街乞讨，濒临死亡之际，世界婿字

会山东分会董事会会长冯念鲁与联合市工商

联会长苗兰亭，共同发起组织了难民收容所，

由董事会募捐，为逃难者聊以解难。
·，1 937年秋，难民多数回原籍，所剩百余人

由世界蚜字会山东分会成立之恤养院收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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