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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斜穿
1988年 9 月 24 日，是济南解放四十周年妃念日。《济南解放

回宁年》一书均出鼠，是献给这个尤挥日子的一份厚礼，是值得

全市人民庆贺碍。

四-r年前，英雄的中国人民释放军发起了驰名中外的济南战!

往，一举汗灭了国民党，γ一万军队，祀鲜艳均虹旗插上了济南城

头，至此，历史悲久的古城进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Bt伐。

众所周知，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的统治下，济南社会秩序混乱， 市场萧条，生产萎缩，徐有几

家椅纺厂和西特厂之外，基本上足有什么象样的工业，直到解放

时，全市工业年产值还不到一亿走，。

解就后，济南人民在中昌共产党均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

会主义道路，发扬毒力支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古城济南均

函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均于一届三中金会以后，

在改革、开放、稿洁的方针指引下，大大加快了我市两个文明建

设的步伐。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走出了具有济南特点的"纵横弹

药俨件改革珞子，有赴地促造了经济和各项亨业苟发展。至111987

年，全市工业总产位交政了百亿大关，基本形成了以机械、轻

工、坊织、亿工、建材、食品等行业为骨干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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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农业生产抗iip 自然灾害均能力大大增强，农业总产值达到

11.75亿元，农村人均收入达到 627怠，农瓦生活开始由逗饱型向

小展型过走。各类需品比较丰富，市场繁荣，确销两旺。特剖可

喜功是，我京外向型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冲破了长期以来封前守

陋的僵化局面，多向合作领我不断拓宽，全市出口商品已有 300

多种，远销120多个犀家和地区。城市建设取得了历支性成就，

或市综合服务功能明豆增强。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出鼠、

体育、卫生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就。这部书里所成的

各J;;i，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济南解放四十年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记录了勤劳智慧的济南人民前边的历史脚步。如读这些

文章，花今忆昔，可以激励全市人民坚定不移地活着建设具有中

国特邑的社会主义道珞奋勇前迭。

回顾过去，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z 展望未来，任主高

遥远。市委市政蔚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已经提出了到本世纪末

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宏伟蓝图，摆在全市人民面前的任务何然

是十分艰呈的。我们一定妥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尤荣传统，谦虚谨

慎，戎骄戒躁，以党的社会主义初级卧在理沦为拉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肘，始终不渝地道拍着党的基本路线，以改革总揽全局，

两个文明建设一起坏，每力支生，垠苦奋斗，开拓选泉，不断拳

登新的高峰，谱写历史的新荔章。完全可以相信，只妥我们这样

做了，那么我们的奋斗目择就一定能够实现，就一定能把济南建

设成为一应具有泉城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

《济南解放回宁年》是一部资特性的纪念文集。希望这本书

传出版，能受到全市人民的欢迎和喜爱，能够发挥其教育激励群

众的作用，促进济击社会主义建设亨业的发展。

1988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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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解放四十年的光辉成就

1948年 9 月 24 日，济南解放1

四十年来，济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雷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市人民长期珉苦奋斗的结果。解敖前的济

南市，经济发展专分援慢，工农业基础非常薄弱，整个社会长黠

给于萧条破散，通货影胀，畏不鄂生前困境之中。济南解放初

期，在英才政经济严重困难的条件下，党领导济南人民迅速建立了

新的社会秩序，开始技复和支展社会经济。经过技复捞段，进入

了第一个五年计竭的建设，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颇利完成，有

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物段基础唱 必二·五"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经过

"大跃进"的失误和三年经济困蛙或后，进行了调整，全市经济

由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三·五'和4囚·五"计划时期，由于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国的破坏和工作指导上的失误，济南市的经济

遭到建自以来最严重的挫括和损失。自 1976年10月辑碎江青反革

命集留J;{后爵年，国民经济停撵、倒退的局势开始好转。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清理"左"的影响，积极贯街党

中央关于国民经济曲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对内搞

活经济、对外实行开麓，大力如强社会主义的物段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使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捷

"五·五"、 "六·五"和"七·五"计划前三年的建设，取得

了历史性的巨大胜利。现在的济南市，己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基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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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雄厚，经济技术有相当水平，在业基础较好，交通便利，离业

繁荣，市政工程设施比较完善，科技文教事业比较发达的特大城

市。

济南市辖章丘、长洁、平阴三县和历城、历下、市中、天

桥、糠窝五区，总面积5775平方公里，恙人口394.16万人。其

中，市区人口214.42万人。

从济南解放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经过了

曲折的发展历程。三中全会以后，济甫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

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

从1949年到1987年，济南市工农业总产值由2.42忆元增加到

~14.76忆元( 1980年不变街格计算〉增长46倍，平均每年增长

~0.7%J 工业总产值自 1.1亿元增加到103.01亿元，增加92倍，平

均每年增长12.7%，农业总产徨达到11.75亿元，比1949年增长

7.9倍，平均每年递增5.9%!> 1987年，全年社会总产值达到14lî乙

:元， (现行街格) ，国民生产总值完成68亿元，国民收入完成
归J亿元，整个嚣民经济呈现出稳定增长和梅调发展的大好形

势，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在可民说，济南已经由封

闭半封闭型的城市，正在向开放型、多功能、综合性的方向转

变。

济南的工业建设，是在解鼓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后由

牛到大，从璃有基础的电力、机械、建材、纺织、轻工、造纸等

行业发展起来的。解放初，只有12个行业、 16种产品，重工业基

本空白， 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有1.13亿元( 1970年不变价格) , 

全民工业企业仅有固定资产3000万元，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个

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地方工

业体系。到1987年底，全市工业企业已有1736令，其中，全民既

有制企业328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404个，两者合计占90克以上。

其中，大中型企业占5.8%，工业职工45.3万人，占全市职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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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的52%，工程技术人员占工业职工单数的4.02%，全市工业企

业占全省的6.96%。当前，济甫的工业企业拥有机械、冶金、

化工、石油、煤炭、电力、建材、电子、轻工、纺织、造纸、食

品等15个主要工业有业，其中z 高速精密车床、重型汽车、大型

压力机、机制纸、轻弱摩托车、梅纱、辑布、火柴、啤酒、酒精、

石英钟等一推名牌住厦产品，在全省，有的在全国均嚣重要位

置。 1987年，全市据有工业国定资产原值达53.12{;乙元、工业总产

值已突破百亿大关，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55.29亿元，集排

房有制工业产值39.87也元，个体工业产值7.18亿元。 在工业总

产值中，区街工业产值5. 2.4亿元，乡镇工业产值6.37亿元，村户

工业产徨18.2亿元。轻工业产值51.13亿元，重工业产值51.88亿

元，轻重工业所占比重为49.6%和50.4% 0 1987年工业经济效益

比1986年有较大提高，乡镇以上猿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

率为16313元， 实现利税15.22但元。 工业部门在发展外向型经

济方面取得一走进展， 1987年末， 出 g离品生产厂家达 170 多

个，出口商品品种达300多种。 1978年以来，工韭部门产品结掬和

内部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 1984年，市委、市政府作出36条放权

规定，促进了工业企业的改革开放， 1987年底，全市己组建企业

集团 9 个，各类经济技术联合体544个; 1988年3月 1霞，市属预算

内国营工业企业有 129 户实行了承包，占96.3%，大中型企业

的活力进一步增强。 19S7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实际完成=生铁

104.90万吨、钢材44.47万吨、原煤120.96万吨、智l床6944 台、

汽车5225辑、化思11.71万吨、原油加工量104.55 万吨、水泥

127.79万吨、电视机10.27万部。由此可见，雄厚的工业基础，将

是今后济南全速前进的巨大力量。

济蓓的农业生产。解放前，生产规模狭小，工具落后，长期

停留在小生产水平上，产量很低。 1949年，全市农业总产值仅有

J. .32{Z元，粮食总产量31.30万睹。经过土改、合作化，特别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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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经济体制改革跃来，农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在建设城郊:

型、贸工农型大农业思想指导下，坚持"服务城市、富格农民、

活跃市场、方便群众纱的正确方针，出现了农、林、较、国、渔

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大好局面，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发展阶段。解放以来，济南的农业生产，虽然经历了曲折的

过程，但总的趋势还是上升的。四十年来，建成水岸199座，其中

中型水库 9 座，全市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达180万亩，占总耕地雷

积的57.4%0 1987年末，农用机械总动力119.3万千瓦要农用拖

拉拉24815台事就耕作业面积占总耕地面裂的78.63%J 农业总产

值完成11.75亿元，比1978年增长112.1% ， 1978年至1987年平均一

年增 8 %，大大超过1978年前29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增 5% 的速

度。其中林、牧、醋、 f是业产筐5.4{，乙元。在耕地面积明显减少

的情况下， 1987年，按食总产量仍然达到112.02万吨，比1949年

增长2.6倍，单产259公斤，比解放前90公斤增加1.9倍，农副产

品商品率达71.8%，比1978年提高46.3% J 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

981元，比1978年增加74.2%J 农民人均收入.627元，比1978年黯

三番多，高于全国全省农村人均收入水平。随着农村经济体部改

革的不断深化，产业结构的不崩溃整， 1987年，专韭户达到24595

户，占总户数的2.83%、经济联合体1333个，从业人员17126人，

总投入6529.6万元，纯收入2773.8万元。乡镇企业71931娃，从

业人员50.06万人，占农业劳动力的43.2%，总收入达32.5亿元，‘

占农村总收入的63%，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的2.7倍， 占

农在f社会总产值的66.3%。全市乡镇企业收入过亿元的有五个

镇。多种经营技入28.95亿元，比1978年增11倍。 1976年斟来，

取得科技成果162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的菌菜间作，是单纯种

菜效益的10倍左右，全市主要农作物己实现良种化。县、乡、羊吉

普遍建立科学技求推广搏。科技队伍已发展到1.5万人。副食品生

产基地发展到 6 类〔肉-禽〈蛋〉、奶、鱼、菜、果J 16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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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鲜活产品进域的上市量逐年增多，城乡一体化，互格支援，共

同发展的路子已经越走越宽广。

济南市城乡市场繁荣兴旺，外经外贸事业取得一定进展。自

1904年济离开辟商埠以来，一直是华北地区和沿海港口货物的重

要集散中心，但在解放前夕却是一片萧条，市区商业仅有 11000

多户。解就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扶持私营商业的恢复和发

展，在支援大军南下和拉美援朝战争、调剂供求、稳定物桂、开

展物资交捷、活跃城乡经济、满足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三年调整，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辩经工作总方针，使济南商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眩后，打破了单一的封闭的!日模式，逐步形成"三多

〈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一少〈少环

节〉的开放式新体制。 1984年，全市就拥有采购、批发、零售、

仓储运输、粮油力量工、饮食服务等70多个行业，形成了完整的商

业体系。1987年末，全市大中型国营商业中有44.6%实行了承包经

营责任制，小型自营窝业企业有84.1%改为集体经营，转为集体

所有制，实行租赁经营或承包经营。全市商业网点已向全吕26个

省市建立了16个区域性联合体、 4 个商业群体。 1987年1霞，全市

共建立农贸市场300多处重集体网点8835个，比1978年的1264个增

如近 6 错，个体网点发展到38110个，从业人员58374人，成为社

会主义商业的重要补充方量。 1987年，全市社会商业零售总额达

33.53缸元，比1978年增长3.2倍，比1949年增长45.5倍F 全市商

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达4.9万个，人员达15.6万人F 与 1978

.年相比，两点增 8 信、人员增2.4倍，市区千人占有网点12.1个，

比1980年增加近 3 措，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达4.51忆元，其中城

市集市贸易成交额1.67记元。外贸商品收购总值完成5.67亿元，

比1978年的1.16{;乙元增加3.9倍，比解放祀的242万元，增如 233

倍。出口商品有14大类、 286个品种，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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