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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

转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推动了“四

化”建设，促进了我五交化市场的繁荣兴旺，我们的国家又

重新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继承我国盛世修志的优良

传统，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i)iI，把我站广大职-[--28年来献身

于五交化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业绩资料，征集起来，写成简

史，对于保存资料，遗墨后世鉴往知来服务“四化”建设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站志资料”编写班子，于1986年4月下旬正式建立至

6月集中力量组织学习．先后走访了青岛、武汉、南京、苏

州，杭州、上海等地的13个五交化公司(站)学习编写经

验，索取有关参考材料。此外还到潍坊市、潍城区两级档案

馆抄录了有关资料，并走访了部分老同志搜集口碑资料，同

时还全面翻阅了我站档案窒28年来339册案卷，摘取材料。

从10Yj份开始编写，在编写过程中还借鉴了“洛阳市五交化

站及当地兄弟单位的一些有益经验至1 1月成稿。对有关单

位，有关同志，积极提供资料，热情帮助为我们顺利完成编

写任务创造了有益条件，在此特衷示深切感谢。

“站志资料”记载了我站28年来基本史实。上限1 958{{三

下限1985年全编共10章2i节，约计4万余字，在编纂中，对政

治运动从略，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简略地追溯了建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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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站前后的潍坊市场及行业发展概况j同时对建站后在

。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所造成的工作损失和失误，从吸取

教训出发在大事记中作了记实．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深粼地经济体制改革，我站已由

省属二级站改为市属商业批发公司．在经济体锚改葶．扩大

横向联合．开拓市场．搞活经营，提高经济效益．扩大企业

自主权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已使我企业匾貌又发生

了更加可喜的变化．不准想象，在以后的年代里．随着企业

体制改革的更加深入．将会有更多的业绩载入末来的史册，

使我们社会主义五交化企业，更加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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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奄历史沿革

第一节 解放前的市场和五交化行业概况

潍坊(原称潍县)地处鲁东要衡．是历史悠久的手工业

名城．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了集市贸易，继后随着手工业

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至1898年满清政府．因曹州德国

传教士被杀，便与德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界条

约》，韭允许在山东半岛修筑了胶济铁路之后．交通更加便

利了．潍县逐渐成为鲁南和昌潍一带工农业产品集散地．

1940年即发展为商埠．

从1914年至1923年随着红炉．白铁，织布．木器制鬃业

的发展，从而使潍坊的机器、电力、印染，轻工、手工业都

获得了发展．1921年日照人马并阶在南关后夥巷用柴油机开

始了潍县历史上第一次民间发电：山东蓬莱人张荆芳因往来

于日本经商学会了制做染料的技术．听说潍县有织布机数万

台，产品行销全国于1923年来潍办染料厂，当年就生产出蓬

莱阁牌硫化青膏一千余箱(一箱60公斤．行销山东，山西、河

南，河北、湖北等地，韭发展创办了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

司；1925年滕虎忱联合丁执庸尹炳文戗办华丰机器厂，为机

械制造业奠定了基础．从1912年开始的农家土纺土织到1937

年的染织作坊迅速得到了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生产决定流通．流通推动生产，二者互为作用又互相促

进．潍县民族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市场的繁荣和

五交化行业的兴起．东关大街南北坝堰城里大街沙漳市场．

商号店铺相继而起，其中更有不少五金．铗业颜料电料化工

原料行业也应运而生．但经营的商品品种简单，多是德．

英、目输入产品．当时称为。洋货’特别自1938年1月

日寇直接侵占潍县后，大量惯铺日贷．当时经营五交化商品

比较大的商业有仁和裕五金店．瑞兴成五金店．宏达电业

厂，永和电料厂．颜字颜料号，富顺泰商号等．

自帝国主义纷纷入侵之后．潍县工商业受到了严重的掠

夺和摧残．更自I 938年日寇占据后，又对这里进行了全面鲸

吞大小工厂作坊相继倒闭市场箫条民不聊生．至1945年日寇

投降后国民党窃取抗日胜利果实．占据潍县后对已经凋敝不

堪的潍县工商业，又反复折腾再加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

潍县经济每况愈下，工商业户已是奄奄一息．例如。裕鲁颜

料公司，由于原料紧张，产品滞销由年产煮青两万箱下降到

五百箱．坊子电厂发电量由原来每机组九百千瓦下降为五百

千瓦．至1948年春解放前夕．蒋家王朝予感末日来临大施烧杀

南关工业区和坝崖沙滩的工厂手工业作坊和市场被焚烧殆尽

万余间房屋和人民财产付之一炬，整个工商业市场处于凋敝

瘴痪．

第二节解放后商业市场的恢复与发展
‘

1948年4月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关怀潍县

人民的生活和建设，成立了“潍坊特别市经济建设局’同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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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又成立了昌潍专署工商科，负责指导工商业的恢复与发

展。当时战争结束不久，几经摧残的私营商业奄奄一息，急

待恢复，长期被国民党封锁而被隔绝的城乡贸易市场，也迫切

需要疏通，周围几个大城市尚未解放，广大农村所需要的工业

品还必须依赖潍坊供应。这些都是为潍坊市场，迅速活跃商

业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党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

针，据此市府采取了。恢复市场交易，排除蒋币平稳物价扶

持生产等措施。1948年5月1 3日至20日，又连续召开了工商

界，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座谈会．组织宣传动员迅速发展潍县

经济．据史料记载5月份已登记营业的私商928户至1 948年

12月25日统计开业商号有31个行业1938户从业人员43442

人。

解放后至1 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私营工商业

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通过税收贷款予以鼓励，私营商业

也很快得到了发展。1949年lo月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移迁

沙滩市场，开辟东西两个新市场的决议。监发动私营商业集资

成立潍县光华供销联营公司。1950年党政负责人和工商代表

组成“供销指导委员会。指导产销正常发展。同年市府接受工

商界人士提案聘请17人组成工商联筹委会．完全代替了过去

的旧商会．1951年12月到1952年5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清

除了资本家中的。五毒’行为，淘汰了对国计民生不利的私

商．1953年至1957年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贯彻。统筹兼顾伞面

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改造和小商贩走

合作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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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化商品大都是生产资料．随着1 953年开始的我国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工农业生产都在不断发展，对商品的

需求量日益增加。1953年前潍坊没有五交化商品专营机构．

当时的五交化商品品种极少．数量有限．解放初期是由大华

贸易公司兼营。

1950年贯彻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后将大华贸易公司改组为

潍县花纱布、百货、粮食，土产、油脂等专业公司．五金．交

电、化工商品交由潍县百货分公司兼营．1 952年8月中央撤

销贸易部。分别成立了对外贸易部和商业部。商业部成立后将

原来的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分别成立起中国五金机械公司，

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中国化工原料公司三个总公司．总

公司成立后，各地加强了专业经营．此时潍坊地区的销售区

划分别由各五交化山东省公司青岛分公司负责．当时这三个

公司都有专职下县下乡业务人员来潍坊搐加工订货和产品推

销．由于市场的扩大和专业经营的加强．省决定在潍坊建立

专业经营机构，根据当时业务量，青岛三个分公司于1953年

底开时筹划，l 954年春陆续派人来潍，先后建立了经营组．

青岛五金机械分公司派王世德王富德为主在潍坊坝崖后

街租赁房屋设立潍坊经营组，后由地方配备王明山任组

长．

青岛交通电工器材公司派宋永先徐昆全等同志为骨干．

在潍坊李家街设潍坊经营组由宋永先负责．

青岛化工分公司派张之泰，王福堂，李元佩等五入来潍在

和平路设立潍坊经营组．

这三个经营组都隶属于青岛分公司．除青岛派人之外陆

续增添的人员都是由地方政府配备的，经营组实行报帐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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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分公司统一核算。

经营组的时间不长，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经营机构也

相应发生变化，在原经营组的基础上．1954年成立了中国五

金机械公司山东省青岛分公司(相当予省公司)昌潍支公

司，1955年改建为中国五金仉喊公司山东省昌潍分公司；化

工经营组予1955年也改建为中国化工原料公司山东省青岛分

公司潍县营业部，后又改为分公司，交电经营组1956年对私

改造完成后，从公私合营宙中抽调一批业务力量，建成了潍

坊市交通电工器材公司。

1957年底潍县并入潍坊，随着行政区划的凋整变动五金

化工业务机陶下放给潍坊市(相当于现在的潍城区)原设立

的分公司分别改称为潍坊市五金机械公司和潍坊市化工原料

公司，至1958年8月市府将五金交电两个市公司合并，称为

潍坊市工业器材公司，至同年lo月又撤销了潍坊市化工原料

公司，人员及业务与市工业器材合并．至此五金交电化工业

务从1954年的经营组开始，几经演变到1958年底终于合成一

个统一的三级批发机构一一潍坊市工业器材公司。

第三节潍坊工业器材批发站的建立与演

变

1 958年春，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在胜利完

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在全国范

围内迅速掀起了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为了适应当时的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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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以及加强全国范围内系统工作统一领导的需要，鉴于当

时潍坊市工业器材公司，仅系一个县级单位，无力承担昌潍

地区的地产品收购和对全国采购供应任务，省决定设立潍坊

工业器材批发站．为省属二级批发机构，负责全地区的地产

品收购和产品调拨全国的供应任务。潍坊批发站建立后，由

省配调了部分业务骨干，其中包括由上海来山东的业务干

部．其余大部人员均由昌潍专署配备，包括抽调部份市公司

人员，工业器材批发站正式成立于1958年4月1日．站址设

在潍坊市青年路南头路东(现农机公司)．同年6月1日正

式对外营业，但对潍坊市(现潍城区范围)的市场供应业务

仍由原潍坊市工业器材公司负责。

潍坊工业器材站建立后的实践说明一地存在两个批发

机构(一个二级一个三级)，在当时封闭型分配式的流通体

制下。不仅机构重叠．切调出调入商品串收错发事故不断发

生，同是工业器材机构只有站司名称之别．因而经常发生商

品混肴，屡见扯皮查询困难，给工作带来不便。

1959年底恨据上级指示，撤硝r雄坊市工业器材公司，年

底以前，全部交接完毕．从此站司合并原市公司改为批发部，

于1960年1月1日超正式对外为一个五交化批发机构一山

东省潍坊工业器材批发站。

自1960年1月站司合并．至1985年底的26年中，企业性

质．隶属关系供应范围等方面，基本上未再发生过大的变

化，并始终坚持以二、三级批发为主的经营业务。但随着形

势的发展业务经营不断扩大，更因国家大政方针变化的影

响，对企业名称曾发生过9次更改调整．其变动顺序为。

1961年9月改称“山东省工业器材公司昌潍批发站(兼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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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1962年J 0月改称“中国五金机械公司lIl东省昌潍分

公司”，1964年4月改称。中国五金机械公司山东省潍坊批

发站。；1965年11月改称。中国五金交电公司山东省潍坊批

发站。；1967年4月改称。中国五金交电公司，山东省潍坊

批发站革命委员会”，1 968年3月改称“山东省潍坊地直东

方红总部潍坊五金交电批发站”l 968年9月改称。中国五

金交电公司山东省潍坊批发站革命委员会”，1977年1月改

称“山东省潍坊五金交电采购供应站”1985年6月改称。山

东省潍坊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以上除I 985年6月更名

为”山东省潍坊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后，”隶属关系

改变为潍坊。苜商业局外，其泡年汾均隶属于省公司。

1958年4月潍坊工业器材站建立以来，是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经过全体职工的艰苦刨业辛勤经营．并随着社会

主义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增长，企业在经营范围、

经营品种．供应范围，购销任务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企业职工由初建机构的65人发展到l 985年的255人，年商品

总销售额由建站当年的1185万元到1985年为11447万元增长

8．4倍，特别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积极参与改革，努力

开拓市场搞活经营，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不断改善

企业经营管理，从而使各项工作又有新的发展．以1985年为

例．实现的年销总额和上缴国家利润均列市直商业单位之首。

回顾我站建立与发展28年的历史雄辩的证明潍坊五交化

批发商业企业已是潍坊市社会主义商业的重要组成部份，是

服务四化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我

们28年的创业历史是艰辛的、光荣的。28年来累计完成总销

售额127278万元．总计上缴国家利润4038万元(不包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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