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辫鼻名瓣、蕊
JININGERQ lNGZH{

枣鬣．掌零馥毅公‘羁



济宁

主

杨家贤

主

周喜良杨启勇

轻

编

陈玉华

审

赵俊卿 王书跃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89年北京

志



，济宁二轻志采写(工作)人员名单

周喜良杨启勇

孔庆华丁冲

于 慧 吕丽娟

李 鸣 宫雨声

王志琪

赵俊卿

陈玉华

付西岭

椿广灌

李合作

王书跃孙科先 李 朴

陈焕新 杨家贤 郝秀英

郭留安孙庆轩 王家林

姜俗民安晓黎杜显阶

张林魏秉环

总校对：季学骞 陈玉华 杨家贤 郝秀英 王长友

核 稿：程德江 谷锡琪 许庆亮 崔兰福 李希科 郝秀英



济宁二轻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周喜良

副组长：赵俊卿王书跃

孙科先娥念尧

曹凤翰季希科

成员

程德江张文元

陈玉华



序

《济宁二轻志))出版，是一阵值得庆贺的事。

济宁是我国占代著名思想家，政冶家、教育家jJL子及．。子、颜子，

曾子．子思五大圣人的故乡，面积有9 7 2 0平方公里。_境内湖泊河流

遍布，名山≮岭叠起，气唳温和，平原广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

一个历史文化惩久、手工业发达的历史名城。

新中国成立以，|石，济宁手工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关现了由个体经

济到集体经济的重大变化。于1 9 5 5年6月成立了挤宁专区手工业办

事处。济宁二轻工业(手工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1 957

年以前的合作社时期，二是1 9 5 8手至1 9 7 9年的统收统支统负盈

亏的合作工厂时明，三是1 9 8 0年至今的独立核算、自负拉亏时期。

到1 9 8 7年底，共有工业企业9 9个，职工1 6 4 5 1人，年工业总

产疽达2 5 6 2 9万元，成为济宁工业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济宁二轻志势是一部以介绍跻宁二轻工业(手工业)为网容的专

著性读物。它用8 o万的笔墨，将济宁二轻工业各县(丽)，各专业公

司，各企业的基本情况囊括于一册。一卷在握，便可对济宁二轻工业

(手工业)的发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挥

优势，不断加快二轻工业的发展，将不无益处。 ．

‘<济宁二轻志势从收集贷料到总纂成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

出版!叫世了．这是全市二轻史志工作人员辛勤努动的结晶。览占而思今，

希望全系统干部职工以史为鉴，以志为镜，发扬光大先人创下的业迹，

勇于改革，大力发展二轻工业，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

要，做出新的贡献。司时，供国内外关注济宁二轻工业的各界人士研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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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秉笔直书，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

统一。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集体企业(手工业)特

色，体现时代特点，为研究济宁工业历史和发展二轻工业服务．

三、志史时间。鉴于旧志书对济宁手工业未有专文系统记载，又须

使读者了解济宁二轻工业【手工业)完整发展概况，故经多方搜集散失

资料，编年整理，自原始社会人笔，以公元1 8 4 0年至1 9 8 5年为

志史重点。 ·

四、内容编排t全志书设七编，分篇，章，节记述l根据需要，在

部分篇章正文前加一导言，概括本篇章记述要点I有的还绘制了图表插

人有关章节尾后．照片统一于卷首。

五，表述形式：采用记叙文体．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表录I题目

均用稍大铅体字．

六、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括弧内，凡须用中国

纪年处，则将公元纪年放在括弧内。

七，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以及文，书、会议等名

称，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八、志书各种资料、数字大多选摘自济宁市及其中区档案史料，近

年来的个别数字来源于二轻公司机关有关科室资料，行文中不一一注明

出处．

九、济宁地方建制，历代多有变动。解放后，其行政区划、隶属关

系也一再更改。《志》中所记数字，地点、名称，均系依据当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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哒冀孽
弟 一 扁

概 述



济宁，夏朝为有仍国’周朝改称任国，北邻残p国(汶上县一带)，

南接极国(金乡、鱼台县一带)，东毗鲁国(曲阜市、兖州，泅水县

一带)，东南靠邹国(邹县一带)，至秦，改称任城．今El之济宁市，

直辖二区，八县，一市(市中区、郊区，汶上、兖州，泗永、加祥、邹

县、金乡、鱼台、微山县，曲阜市)，堪称历史悠久。

济宁市南北长16 0公里，东西宽1 2 0余公里。总面积9 7 2 l平方公

里，人口5 9 2万．市区面积9 0 5平方公里，人口7 7．7万。济宁

市第二轻工业公司座落在市中区红星东路，西邻中共济市宁委、市政府。

各县(市)均建有二轻工业专管机构(泗水县由经委管)o

济宁市境内名山峻岭叠起，湖泊河流众多，京杭大运河贯穿南

北，自古水上交通十分方便，气候温和，平原如画，土地肥沃，资源丰

富，为手工业(二轻工业)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在方圆数百里的济宁大地上，东南部孔子，孟子、颜子的庙宇林

立，是东方文明的发祥地，庙的建筑结构和庙内收藏陈列的各种手工艺

品。巳成为人类的瑰宝。济宁地下宝藏丰富，仅是煤炭，地质藏量就为

一百二十二亿五千万吨。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东北部山丘起伏，

青山滴翠，泗泉喷雪，利于二轻工业生产和发展。南部四湖(南阳湖、

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连为一体，盛产氲、虾、芦苇、蒲草，芡头、菱角，

红白莲藕，鹅，鸭，水貂成群，适于羽绒、皮毛，编织、鱼，禽类罐头

生产，素有。日出斗金一之称。西部稻花，金谷飘香，黄河古道绵延，

是著名的青山羊、鲁西黄牛的产地。利于发展皮毛、制革业，武氏祠、

曾子庙落座于嘉祥，汉石雕刻多而珍贵。有_汉画像石绝古今一之说J匕

部北五湖(马踏湖、南旺湖、蜀山湖，东平湖，马场湖)遗迹可寻，临

近的汶上县是古中都府所在地，土特产繁多，是山东省重点产棉区之一．

市中区自古就是手工业名城。京杭大运河穿城南流，古代交通繁忙，百

业兴旺．恕白接、清华洞、清真寺，吉南池、吕公堂等，古代建筑，凝聚
“．’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者历代能工巧匠的技艺和智慧，是济宁市手工业(二轻工业)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的有力见证．

济宁市地处黄河下游，是孔、孟、颜、曾等古代文化名入的出生地

和主要活动地区．文化发达推动者手工业发展。早在七干三百多年前，

滕国(今滕县)北辛一带就揭开了翻取料骨、石，制作物器’’的原始手

工业生产，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极国(今金乡鱼台一带)沙岭(又称杨

家固堆)和鲁(今曲阜，兖州)人已普遍使用自己制造的石刀、蚌锯

石犁、石铲、石凿、石锛、鹿角椎等工具。西周时，在鲁国(今曲阜)

城，亢父(今济宁县)城已有冶炼业土陶业等兴起，主要产品有。

铜盆Ⅱ，铜盆、铜壶、方鼎、青色陶瓷盆等产品。公元前5 0 1年

(周敬王1 9年)，孔子任中都宰时规定死葬“四寸之棺，五寸之椁’

后《孟子、滕文公上势也有。许子以釜瓶，以铁耕乎一的记载．周代末

期，随着生活的需求增大，滕国、成p国(今汶上县)，极国、薛国(今

微山东部和枣庄市薛城)邹国等地手工业云集，有。齐纨鲁缟，桑麻千

里，冠带衣履天下’’之说．西汉晚期，薛国。山阳二刀铁业生产较快，

能锻造铁锛、犁、耙、勾链、剪刀、铁钉等．东汉建和元年(公元“7

年)，任城(济宁)石匠孙宗雕石狮一对(今藏于嘉祥武氏祠内)，两

狮各高1．2 4米。长1．4 5米，宽0．4米，昂首扭颈前视，张口

怒目，毛皮刻线清晰，为世界珍品。这一时期，济宁境内手工业发达，

石雕艺术最为突出。如嘉祥武氏祠里的汉画石刻(曲阜也有)，任城的

汉碑(今藏市中区教育局)，碑上雕刻的孔子见老子图，精致迷人。在

冶铁业中，任城西部的城镇(今嘉祥)出现了人力鼓风锻造．隋唐以来，

由于京杭大运河开挖通航，紧靠码头的任城日趋繁荣，手工业从行业到

产品结构有了新的改进．红炉业和其他手工业作坊规模较大，与山东省

境内的雄坊、周村、豁清齐名．城区房屋木制楼阁较多，境内河上建起

了石桥．李白《任城县令厅壁记))中说： “其城池爽垲，邑屋手阔．香

阁依旧，嚣彩虹而不去"。万商往来，四海绵历，实泉货之’’．任城

手工业的发展和产品扩散，又推动了周围各县手工业的发艘，如唐开元

年间，曲阜的刻石工艺圣迹图就极精致美观．这一时间，木业，烧制、

土陶、缝纫业兴旺，但其他手工业规模较小。明代初期，济宁州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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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马．文、王四大皮毛作坊，各雇工百人，进行皮毛鞣制及加工裘皮

制革．产品除在周围各地销售外，还在苏州开辟了外埠市场．明洪武三

年(公元1 3 7 0年)，济宁州_旧城土筑，易以砖玢。窑业大兴．此

时，济宁州成为。运河沿岸七个主要商埠之一一，开始与日本等国。进

行贸易一，扩大了手工业产品的销路，使手工业行业增多，门路广泛，

品种规格增加，花色品种得到改进。济宁州手工业为临近各县之

冠，曾有。5 0 0名竹匠，6 0 0名木匠。7 0 0名铜匠，，8 0 0名

皮匠，1 5 0 0名铁匠一之说，如竹杆巷、扁担街、油篓巷，打铜街、

炉坊街、篦子市、剪子股等街道都是因有关手工业较集中而得名。当时

手工业产品有：木制农具，家具，木车、舟船，铜盆、铜壶，铜勺、竹

制品、条编筐篓、车马挽具、皮毛产品，还有铁制农具，炊具．以及

锛．刨，斧、锉，剃头刀等小五金制品。明朝景太年间。曲阜开始取材

楷木，I刻手工艺品。主要是手杖和供赏品．清代，曲阜光为孔氏家族

服务的手工业就达4 0多个行业，8 0 0 0多人。清康熙，雍正年间修

建文庙：大成殿，集中境内能工巧匠雕刻水磨砖，烧制金、黄、碧绿色

的玻璃瓦．并建起三丈九尺高。宽一丈四尺．三层叠糖出席．前排十根

石柱所雕盘龙(高2丈，直径2尺)。殿内木雕盘龙柱、佛龛．塑像等

手工艺品部十分逼真．充分显示了济宁市手工艺人的设计才能和精湛技艺．

清康熙、雍正年间．文庙内存放的流金钟、玉磬，古琴、瑟等乐器和孔

府的蟒袍、绣袋、荷包、绣屏等，质优式美，做工精致，色彩鲜艳，图

形逼真，木雕．竹霹、荆赡，翠霹，玉雕等，无论肋、器皿、一花卉，鱼虫，
皆生动可人．清朝初期，滋阳(今兖州县)城内手工业店铺较多．主要

有铁、术，竹，缝纫，织布和修理等行业。清同治年间．鱼台县王■镇

。杈子村修村民王心发已是条编世家．主要产品有油篓、粮囤等。后传

人济宁州，成为山东省重点条编产晶．济宁州人詹进德在小闸u开办的

。协盛成衣局一，主要产晶有t大褂、墨措、旗袍等．
1 8 4 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宣统7七年兖(州)济

(，j c)铁路雨I公路通乍，荚，英，德，法、日等国商人纷纷来到济

’j c．火最伽l钔洋货，掠夺皮毛革资源，排挤手工业生产。仅济宁州皮E

II J场就订犹太人，自俄罗斯人．铮【日人、法Iq人，英陶入，荚I嗣人扦办



的多家洋庄皮行。造战皮张紧张，价格暴涨．当时，一张青猾皮售价

3 o银元·马驹子皮；6 0块银元一张。整个皮业被洋人垄断，大量皮瓠外

流，年外流量达2 0 0万张之多。民族小型皮庄纷纷倒闭，世代以皮行

业为生的劳资人员被迫改作其他行业。

1 9 1 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互相争斗，

一度放松了对我国资源的掠夺， 手工业得以复兴。济宁县

(今市中区)皮毛作坊纷纷复业，短短几年间．全年度的大型的发展

到2 0余家I季节性的小型的发展到1 2 0余家，1 2 0 0人．外地来济

宁县从事短期皮毛业的人员达2 0 0 0人。大都集中在越河两岸，年产

皮货2 0多万件，主要产品有绵羊皮袄、狐狸皮衣、豹子头垫子、细直

皮衣等几十种，销往全国各地．服装行业也相继联户办店，开始大宗服

装加工生产。如济宁县。瑞华’’、“协里村"制服店等较有影响．木业，

铁业、编织等业也兴旺起来，少数县开始有。平民工厂∥出现．如191 9

年(民国八年)，泗水建起一家以织布为主的“平民工厂黟，有脚踏布机

4台，木机3台，从业人员2 4人，资金1 5 0 0元．济宁县大闸口河

北出现了张德元、杨德茂，王英如、蔡子河等小有名气的红炉铺(店)，．

从事斧、锯、凿、刀等产品的生产．1 9 1 9年济宁县牌坊街建有。永顿一

和瑞聚’’铸锅厂，揭开了济宁县有文字记载的铁锅生产历史．邹县、鱼

台、汶上、曲肇、兖州等制铁厂、木业、鞋业等在当地也小有规模。

济宁县“金，丑"鞋店较大，有铺面三间，常年雇工6人，日产布鞋4 0

双，有资产2 0 0余兀．这一时期，木业发展较快，较盛者有泗水县、

邹县、曲阜，济宁县等。其中，济宁县财神阁街的文聚木厂、院门口

街的同盛木厂，小闸口街的复同木厂．大闸口街的福太和木厂，北门里

的增盛木厂等规模较大征山东省较有名气(<中国实业志山东部分日用工业》第

九节记载，济宁拥有木料8 0 0 3立方米，净值2 4 0 0 0元。年产量

3 3万件。年产值8 7 0 0 0元。工人工资月薪十三，四元，每日工作

’ll‘小时，膳宿由店主供给．主要产品有大车，运输车、牛头小车，间

敢锅盖、木勺等炊具．1 9 3 0年，兖州、济宁县等缝纫业部分用上了

缝纫机．邹县、泗水，金乡、蠹祥、鱼台、汶上等以农业生产工具制造

业为主，有红炉、木业，皮业，竹罗、条编、土陶、造纸，缝纫、染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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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制、银器、修配、榨油、雕刻等，初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

从业人员大都兼营农业，农闲从业，农忙停业。县城较集中。多为前门

店后作坊．乡村皆有，多为走村串庄，赶集趋市，自产自销，服务生活。

尤其是津浦铁路兖州支线，修抵济宁县城后，手工业产业结构又发生

了变化，进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阶段，一批批地方名牌产品在城乡市场

上市。较有地方影响的产品有济宁县的耿家风箱、李疙瘩铲皮刀， 。哭

字牌修j田J刀， “双胡芦一牌切菜刀，王麻子的勇子，耿广忠的莱刀等，

质优价廉，很受用户欢迎．各县也相继造出自己的名牌产品，如邹县，

金乡、汶上的锄板、风箱、耩子，曲阜的苗孔犁铧，楷木雕刻，泅水的

鲁柘砚，泥陶等，兖州的。桂花一牌，。荣花一牌雪茄烟、皮鞋，微山

鱼台的蒲编，蘼编，嘉祥的印花土布，此外，各县的竹编，铁锚、铁锨、

镰刀、微赡，嵌银漆器，家具，皮毛，车马挽具等，也都手工精致，畅

销各地。1 9 8 6年，全市境内(以1 9 8 8年1 0月市管县为境)有

店(铺) (仅据曲阜、济宁县、邹县统计，其余因手工业城乡皆有，无

法用数字表述)6 8 0户。4 9 2 9人，年产生活用品1 0 0 9 0 0 0

件。靠手工业发展而名扬全国的济宁已成为江北著名的“小苏州’’。

1 9 8 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山东各地，抢占城市交通要道，掠

夺我国资源，实行经济封锁，本小利薄的手工业受到破坏，市场萧条I

各县基本处于停业状态，手工业者纷纷外逃。济宁县由于反动地主和地

方武装囤积居奇，抢购粮食，皮张．强占钢铁，发国难财，手工业产品

需求量增大，产值比1 9 8 6年略高，1 9 4 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

党开始侵食各解放区。增加捐款，抽丁征竞派粮派款。搜刮民财，迫

使手工业者再次外逃。济宁县手工业损失尤为惨重。1948年夏，国民党

为占据济宁县(解放后称济宁市)，将大闸口运河北岸小土山红炉业较

集中的地区的房屋烧尽，共烧房屋2 0 0 0余间，死亡1 0余人，直接经济

损失达l 0 0余万元，使数以百计的手工业者无生存之地．到解放前夕。

全市仅存店铺作坊不足1 0 0 0个，年产值1 0 0 0万元，动力设备

(破旧在内)l 7台。从业人员8 9 0 0人。主要行业有。织布，印刷，

石刻，服装、铁业、木业，土陶、制镜、竹条编等．经营方式。大都前

门设店，后院作坊，家庭生产，少有雇工，随行就市。自产自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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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缓慢．

1 9 4 8年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共产党在鲁中、鲁南各解放

区相继建立纺织局。以发展土纺织为主，创建合作社，从供销人手，用

发原料，收产品、贷资金等方式扶植手工业合作组织，开展生产运动．
1 9 4 6年1月9日济宁第一次解放后，手工业属冀鲁豫第七专署管理。

建立了合作社。专署积极加强对手工业合作社的领导，供销业务直接为

基层服务．同年4月，济宁市升为专级市，直属冀鲁豫行署，手工业组

织划归济宁市管理．9月我人民解放军北撤。国民党卷土重来，手工业

被迫为国民党军队服务。主要产品有军大衣，军褂，军鞋和其他生活用

品。1 9 4 8年7月1 4日济宁市第二次解放，同年8月划归山东省鲁

中南行署．济宁手工业从此有了新生。

追述济宁市二轻工业(手工业)的历史，不难看出济宁人民利用地

地方资源优势。就地取材，巧施技艺，历尽磨难，不屈不挠，研制出许

多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民族风格的手工艺品。同时．也不难看出在旧中国

漫长的历程中，广大手工业者受尽了封建地方官僚和地主的压迫，长期

得不到政府的扶植，沿用古老的生产方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劳动

生产效率低，大多行业和产品是为统治阶段服务，随政局变化起伏，劳

动环境恶劣．加之，济宁所辖县大都以农为主，水、旱、蝗灾时有发生，

手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广大手工业者在政治上更无一席之地，文化技术

甚为落后。尤其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师傅。教徒弟留一手劳，。技艺传

男不传女一，“收个徒弟断条路一等旧观念作怪，不少历史名优产品技

艺失传，严重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

l 9 4 9年全国解放后，广大手工业者才彻底翻身解放，成为国家

的主人。虹时，济宁市手工业属鲁中南行署尼山专区工委领导．这年2

月，济宁市(市中区)以1 3家铁匠铺，每户以1 5张铁锨为股金组成

济宁市第一个铁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同年4月，济宁市越河两岸3 5

名回族皮业工人，建起鲁中南地区第一个少数民族工厂一～济宁市群力

皮厂．继而，济宁市的竹业，铜锡业等三处生产合作社也相继成立．曲

直．．邹县、汶上、泗水、冤州、金乡等解放了城乡手工业者也响应党和

政府的号召，组织起来，恢复生产。1 9 4 9年，济宁地区(以市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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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境)共有手工业者7 0 0 0余家，年产值1 2 4 2万元。有铁，木、

竹，锡、被服、鞋帽、’棉织，针织等1 6个自然行业．

1 9 5 0年l 0月，济宁市划归撩县专署领导。该专署辖1 6个县，

市。1 9 5 2年比1 9 4 9年。手工业从业人数增加2 8 0 8人，社、

厂数增加7个，行业增加9个，产值增长8 0 7．4万元．恢复和发展

了绳径、红炉，白铁、竹、鞋，帽、服、箩笼、文具、棉针织、制镜、

皮毛、制革等2 5个自然行业。广大手工业者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

过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要求组织起来，发展’

生产，改善生活，摆脱资本的剥削。

1 9 5 8年，滕县专区与湖西专区合并，改为济宁专区，辖1 4个

县，市．全区贯彻第三次全国手工业合作社会议精神，引导手工业者走

组织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合作之路。1 9 6 4年，继续贯

彻山东省手工业合作社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济宁专区合作化运动-激

发手工业者人社撇 1 9 5 5年至1 9 5 6年再度贯彻全国第三次手

工业合作会议精神，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继而，把全区合作化运动推向高潮．城镇乡村，到处是一片办社的景象．

如济宁市(市中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4 5个自然行业就组织起来18 9

个合作社，组。有社员6 8 1 2人，占全市手工业人员的9 5．6 8％。

邹县，滕县、峄县，泅水、微山，金乡、鱼台、汶上等农村广大手工业

者也响应政府的号召，组成了不同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全区由

分散经营向集体化经营发展。1 9 5 6年，全区集体企业合作组织由19

5 8年的2 2个发展到8 4 1个l手工业合作组织由1 9 5 8年的l 9

个发展到1 5 6个，个体手工业店、铺，由1 9 5 8年的I l 0 4 8个

减少为8 9 8 7个。1 9 6 8年共有集体企业职工9 8 1 5人，手工合

作职工6 8 8 1人，阎定资产原值4 0万，公共积累8 7．9 8万元，

年工资总额2 8 4．6万元，人均月平均工资8 1元I全员劳动生产率

o．1 8万元， 出口总值4 8万元，完成税金2 8万元，工业总产值928．7

万元。l 9 5 7年，在贯彻全国合作总社“先工资，次治病、后积累"

的方针，调整了9 0％合作工人收入。同时，充分利用废料和代用品作

原料，扩大原材料开发，提高职工技术革命的积极性，保证了第一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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