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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印刷三厂厂志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一九八四年



济南 印 刷 三厂建厂 至今近三十年来厂容厂貌有 了很大

的变化。 上图是济南 印刷 三厂广统一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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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左~电.

削旨

济南印刷三厂是一个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一九五六年十多人

的印刷苯订生产自救小组发展到今又拥有五百二十多人的具有相当

规模的中小型印刷生产企业。二十多年来， 它从小到大、从元到有

的发辰历史， 充分显示了扎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写好我厂厂

志对我厂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认识我厂的发展历程有着深刻 的意

义。

在上级编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厂领导的重视下，我们试编了

我厂 这部厂志，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时期有关档案资朴的被销毁，以

及编写者水平所限，使我们在编写这部厂 志中确实遇到不少、困难 ，

使我们这部厂志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达不到应有的要求，对此

我们深以为憾。如果问者能从这部我厂厂志中，能初步 了解到我厂

的过去和现在的概貌， 那我们编写者就算尽到 了一份应尽的责任。

在此，我们恳请阅者给扎们提*-宝贵的意 见并给我们以有益的指

导。



简介

济南印刷 三厂， 位于济南市历山路128 号 ， 系 大 集体性质 的

支部级中小型印刷生产企业， 建厂 已有二十八年历史 ( 1956-1984 

年)。一九八0年四月 被山东省第一轻工业厅评为全省印刷行业先

进单位。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四年均被济南市一轻局评为物质文明

建设先进单位。一九八三年被评为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先进集体。

该厂是于一九五六年在历下区几名失业工人组成的历 下区失业

工人生产自 技印刷装订组的基础上， 由济南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

合社组成了下属联社印刷厂。 至一九五七年生产工人增加 到五十一

人。 一九五八年九月济南市第一印刷供销社合并入联社印刷厂， 全

厂 职工人数增加到一百七十二人。一九六0年七月十八日 经上级批

准与济南市历 下 区社会福利印刷制盒厂合并，由原济南市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联合社直接领导下放到济南市历下区领导，成为历下区工

业局直 属厂 ，合并后全厂 职工达到 四百五十人，厂名改为 : 济南市

历下人民公社印刷制本厂 。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 日，为 了贯彻 中央八

届 十中全会和手工业三十五条的精神， 本着有利于生产、 有利于群

众、 有利于管理、 有利于服务的原则 ， 该厂又分为 : 济南市历下人

民公社印刷厂 、 历 下人民公社制盒厂 、 历下人民公社眷印厂、 历 下

人民公社刻字社四个单位。 一九六六年， 济南市历下人民公社印刷

厂将其彩印车间分出另行组厂为济南市历下人民公社彩印厂 ( 即现

在的济南 印刷六厂 )。后济南市历下人民公社印刷厂改为济南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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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印刷厂 。 一九七七年红卫印刷厂又将其晶体管车间分出成立济南

无线电十二厂。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该厂归口上交济南市第一轻

工业局，由济 南市 印刷工业公司具体领导，厂名 改为济南印刷三

厂。现直接由济南市第一轻工业局领导。

该厂党支部 书 记现由吴立 本同 志担任 ， 厂 长是王宝银同 志 ， 副

厂长是任 民、 王化争同 忐。工会主席 由郑深泉同 志担任，工会 副 主

席是王梅华同 志 。 党支部 下设政工 科、 工会、 团 总支、 保卫科。厂

部下设供销、 生计、 技术、 设备、 财务、 劳工 、 行政、 质检、 职教

等科室 。 全厂主要生产车间 、 班组有: 铅印车问 、 活版车间 、 装订

车间 、 胶 印车间 、 照相制版车问 、 贴花组、 维修组等。至一九八四

年底 ， 全厂 职工人数共有523人， 其中 : 男职工 233人 ， 女职工290

人; 其中 管理人 员 74人 ， 内 大中 专生及有技术职称的十八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 赵松枝同 志代表该厂仓库组出席 了 山 东省工 交

财贸五好代表会议。

该厂 主要生产服务项目 有:印 刷文字书刊 ， 承印表格零活 ， 精

装册簿 、 设计绘筒、 彩色胶 印 、 凸版压盒、 套色商标、 照相制版、

金属贴花、 木制贴花等。其 中 : 金属贴花生产一九八二年经过山东

省第一轻工业厅有关会议鉴定 ， 一致认为产 品质量稳定、 颜 色 鲜

艳、 图案清晰、 抗油性强、 1耐着牢 固 、 各项技术指标达到 国 内 同 类

产品的水平，已批量生产 ， 填补 了 我省经工业 的一项空白。

该厂厂房建筑面积约 6000平方米 ， 全厂 主要生产设备 七十 八

台， 流动资金达八十四万元 ， 固定资产原值二百 一十五万元(现净

值一百三十万元) 。一九八四年全厂大力进行了厂 内经济体制改

革， 实行了经济责任制 、 岗位责任制 、 生产承包制 等多种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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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 当年生产创历史最好水平。一九八四年全厂各项主要经济指

标完成情况是:

1. 产值: 实际完成395万元 ， 比上年提高 11.33 伪。

2. 产 品品种 : 我厂生产的印刷产品，由于没有固定产品 ， 多数

是一次性的产品，因此，在产品之种类方面统称为印刷品一种 。 除

主要生产印刷品外， 其他固定产品是金属贴花和木制贴花产 品等。

3. 消耗:实际消耗比上年同 期降低0.82%0 。

4 . 质量:正品率实际平均99.6 畅，比上年同期提高0 . 0 20奋 。

5. 综合成本率 : 实际是79.6 伪，比计划成本率降低0. 4% 。

6.全员劳动生产率: 实际达到 7 ， 227元， 为上年的 100. 2 伪。

7. 利润 : 实际完成56.2万元，比上年提高21 . 70奋。

8 . 产值资金率: 百元产值实际占用 资金21 . 51元 ， 比计划节省

3.49元 ， 占用 资金降低率为 16 伪， 按全年完成产值计算，可节省占

用资金137 ， 855元。

该厂已实行了民主管理。 一九八0年五月七日 至八日召开了首

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本届职代会共开四次) ， 到 一九八四年底 已

召开了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

该厂在济南市泉城路285号设立一门市部 p 承揽各项印刷生产任

务，推销印刷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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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概况

济南印 刷 三厂 建厂前身是历下区失业工人生产 自 救装订组。

一九五五年九月，由几名失业工人在历下区上级劳动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 ， 组织了 一个生产 自 救装订组。生产任务的来源全靠给大厂

加工。在当时一没有工具，二没有资金，三没有固定生产任务，接

到任务时 ， 需要什么 工具临时借用 ， 借不 到 的就暂时 向私人借点钱

买，领到加工费再还给人家 ， 总之当 时各方面是很困难的。

由于上级的大力支持，一九五五年底，该生产组承接了一批制

做"兵役证"的生产任务， 这样 以来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 ， 增添了

两台 " 圆盘 印刷 机" 这时人员也相应的逐步增加 p 人数达六十余

人，地址在省府东街。在此基础上，上级领导为了扩大生产，扩大

就业面， 进一步组织印刷生产，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山东

新华印刷厂购置了两台旧石印机， 组织 了十几名有印刷技术的失业

工人，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自己搬运，自己安装，生活费 自 理 ，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 ， 终于在一九五六年的五、 六月份正式 投

产。

这时经济是没有办法， 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解决了部份资金

做为流动资金， 全体工人不计时间和报酬， 日 夜苦干， 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 ， 经济有所好转，职工人数不 断增加， 生产也基本稳定下来

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 份，历下区劳动部门将该生产组交给济南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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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合作社。济南市手工业管理局 并派 来了陈配明 同 志任

厂长兼书记。这时，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一般平均工资在三十元

以上 (不按级别 ) ，厂名改为济南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印刷

厂。 建厂前职工人数 已达到 三十七人 ， 全厂 收入每月尚不足 二 千

元，当时只有营业部和生产车间，管理部门只 有业务组和财务组。

后来厂内情况经济虽 然 有些好转 ， 但职工工资还是不能按月发

出 ，而且每半月 发一次，因每月 不能收入这么 多 的钱来一次发放全

月工资。

建厂后至一九五六年底 ， 职工人数 已增为 43人 ， 生产效益增加

了 3.5倍，收入总额由建厂时的每月二千余元 ， 增加到一万三千四

百余元。当时的厂址在现在的大明湖路小梁隅首57号(东邻:王延

秋， 西邻:唐鹤锋) 。

在上级党的领导下 ， 全厂广大职工发扬 了大无畏的 创业精神，

经过了几年的大干加苦干，人数也逐渐增加 ， 设备也相应增添，经

济大有好转，由每半月 发放一次工资 ， 改为每月发一次工 资。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在合作化高潮期 间， 我厂又合进来

了三个生产合作社，计有历 下区第二制 本社、 历下区第三制本社、

历下区印刷社。一九五八年九月 济南市第一印刷供销社并入我厂 ，

全厂职工人数增加到 172人， 当 年全厂已完成总产值11 ]万元 ， 利润

22.6万元，由于生产的发展 ， 利 润 的居加 ， 在上级的 关怀下 ， 广 大

职工又一次的提高了工资。 每个人都按国家的工 资标准定 了工资级

别，提高了生活水平，全厂 职工同志们深刻体会主1) 了党对我们工人

的关怀。

为了便于领导便于集中，我厂于一九六0年七月十八日与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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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会福利印刷 制盒厂合并 ， 由原济南市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领导，交给历下区工业局管理，厂名改为"济南 市历下人民公社

印刷制 本厂" 。 至 一九六0年底 ， 全厂 职工人数达到 200余人，但由

于职工人员 的增加 ， 生产 的不 断发展 ， 日 益感到设备不足，可是 当

时印刷机核不易购买， 我厂就组织专门人员 ， 自 己 制造设备，在上

级的支持和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内先后自 制 出了

五、六台四开印刷机， 满足 了 当时生产需要。

在一九六0年又合进了历 下 区眷印社 、 历下区制盒 厂 和历 下

区 刻字社三个单位集中领导。至一九六一年底 ， 职工人数 达到 384

人，有五个大车间 计: 铅印车间 、 彩印 车 间 、 眷印车间 、 制 盒 车

问、 刻字 车间， 并在西 门 、 省府前街、 东门 等处设立了 四 个 门 市

部。以后通过生产的实践 ， 感 到 生产形式领导过于集 中 ， 生产过于

分散，也 出 现了不好集 中 生产和管理的 不利 因素 。 后经过上级领导

批准 ， 先 后于一九六三年左右分厂 生产 ， 共分为历下印刷厂 、 历 下

眷印厂 ( 即现在的济南 无线 电元件十四厂 )、 历 下制 盒厂( 即现在

的济南市 医用包装材料厂) 、 刻字社 ( 现由 济南 市 美术 公 司 领

导 ) ， 一 九六五年底 ， 历下，誉 印厂又将其铅印 车间并入我厂 。

一九六六年为了适应印刷 书 刊的需要 ， 要 求添置对开印刷 机 ，

在 当 时 印刷机械供应十分紧张 的情况 下 ， 我厂自 己绘图设计加工制

做了几台对开铅印机， 扩大 了我厂 生产 能力。

一九六六年八月 ， 我厂又将彩印车问 分 出 ， 另行组厂为济南市

历 下人民公社彩印厂 ( 即现在 的济南 印刷 六厂) 。

分厂 前 ， 我厂的设备发展很快 ， 共有100 多台 主要设备 ， 技术提

高也很快 ， 能 印 出 口产 品如比较高级的食品盒等。 分厂后，由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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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等著作，在原厂址日益感到厂地狭小，不能

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于一九六八年经上级批准，我厂迁至历山

路南首128号现址，厂名改为{(济南市红卫印刷厂" 这时职工人

数 已达300 多人;后设备逐步更新和增加，人数也逐步增至450余

人。

迁厂后 ， 我厂虽将彩印车间分出另行组厂，但由于生产发展的

需要，一九七六年二月又开始重建了 照相制版车间和胶印车间。一

九七五.年八月根据 当时市场晶体管供应紧张的情况 ， 我厂试制新产

品成功， 建立了晶体管车间(一九七七年根据上级指示又将晶体管

车间分出成立了济南无线电十二六 ) 。

现我厂厂 址: 北 、 东邻是山 东师范大学 ， 南邻是自动化仪表

厂，西隔马路与济南柴油机厂为邻。我厂现占地面积近30亩。 至一

九八四年底 ， 全厂设备近192 台 ，固 定资产净值1 30余万元。

我厂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由历 下区上交济南市一 轻局领

导，厂名改为 : 济南印刷 三厂 。 在中央十一届 三中全会和十二届 三

中全会精神鼓舞下， 我厂大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 加强企业管理。

一九七九年，我厂完成利润总额达二十七万元， 一九八0年四

月 被山东省第一轻工业厅评为全省印刷行业先进单位。一九八四年

完成产值三百九十四万元，完成利润总额五十六万 多 元。

一 九八五年我厂 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团结一致，争取实现利润

七十万元"提前三年达到 "七五月 计划中 的一九八八年的利润计

划指标。为了实现这一任务， 我厂将加速印刷技术的改造，尽快采

用先进的印刷工艺和技术装备， 我厂近期内 的重点发展方向是 :

由现零件印刷加部份书刊印刷 改为以书刊 印刷为主的大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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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厂， 引进囡内外书刊先进印刷设备， 尽快采用先进印刷新 工

艺 ， 技术改造的重点是:一、 照相排版， 二、 胶印印书 ，三、 装订

联动化 ， 以缩短生产周期 ， 达到出 书快 ， 适应社会科学、 文化教育

事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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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大事记 (1956-1984)

一九五五年:九月 ， 四名失业工人组成生产自救装订生产组。

一九五六年 1. 七月 一 日:历下区劳动科将生产组交给济南市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成为联社印刷厂， 济南市手工业管理局

派来陈配明同志来我厂任书记兼厂长 。

2 . 我厂 建立共青团 小组。

3. 当年 创利润三千元。

一 九五七年 1 . 元月，厂 内建立了供销、计划统计、 财务会

计三个小组 ， 加强了企业管理。

2 . 十月， 我厂开始整风运动。

一九五八年1.二 月 ， 我厂开展了以技术革命为 中 心的文化红

旗竞赛活动。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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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三 月， 我厂开展 了 反浪费、 反保守运动 ， 促进了生 产 发

3. 厂组织部份职工 参加了大炼钢铁工作。

4 .成立了共青团支部。

5 . 九月，济南第一 印刷供销社并入我厂。

6 . 当年创利润五万三千元 ， 全厂 生产有了显著发展。

一九五九年:

1 .八月，我厂正式建立党支部，由 陈配明 同志任书记。

2 .八月， 学习 贯彻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 p 在干部中开展了



反右倾、 鼓干劲的学习和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教育 运

动 ， 同 时开展 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一九六0年 :

1 . 元月，对全厂职工工资进行了调整。

2 . 时值生产救灾 时期 ， 我厂在章丘县农村建立了 农业车间。

3 . 历 下区 制盒厂 、 卷 印厂 、 刻字社二单位并入我厂 。

4 . 七 月 ， 我厂 与 历下 区社会福利印 刷 制盒厂合并， 由 原济南

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领导下放到济南市历 下 区工业局领导， 厂名改

为济南市历下人民公社印刷制 本厂 。

5 . 我厂 举行第一届全体党 员大会，选举李世恒为书记，王元

吉为副 书记。

6. 当 年全厂 普及了小学教育 ， 有96名职工达到小学 以上文化

水平 。

7 .厂 开展了 技术革新活动 ， 改造了 旧机器十四 台 。

8 . 当年创利润三十八万一千元 ， 创建厂 以来历史最好水平。

一九六一年 :

1 . 十一月， 召开了全厂 职工代表大会。

2 . 十二月， 经厂 职工 民主选举， 厂 党支部审查研究，报历下

区工业局批准，成立 了七人组成的厂 委 会 ，由任方炳任厂 长，

周玉森任生产副厂 长 ， 王福庆任行政副厂 长。

3 . 当年生产创利润二十五万八千元。

一九六二年:

1 . 六月， 厂 成立 了职工技术学会，对提高全厂生产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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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

2 .在生产救灾期间 p 对职工生活困难补贴数全 厂 支 出 4 7 ， 9 5 3

7G 。

3 . 当年生产创利润二十六万二千元。

一九六三年 :

1 .四 月 ， 经上级批准，我厂分为济南历 下人民公社印刷厂、

制盒厂、 眷印厂 、 刻字社四个企业单位。

2 . 积极开展 了 以质量为 中 心、 五好为 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和

学比赶帮超的劳动竞赛 ， 对职工进行了 社会主义教育。

3. 加 强和健全了 党委领导下 的厂 长负 责制，进一步管理好企

业， 努力 完成国家计划。

4 .十月 ，对职工工资进行了调整。

一九六四年 :

当年生产创利润 三十七万元 。

一九六五年 :

1 . 当年生产创利润三十万二千元。

2 .历下誉印厂 铅印 车问并入我厂 。

一九六六年 :

1 .八月，根据上级指示我厂 将彩印 车问分出，另 行组厂 为济

南市历下人民公社彩印厂(即现在的济南 印刷六厂)。

2 .六月，赵松枝同 志代表厂仓库组出席 了 山东省工交战线先

进单位先进代表会议。

一九六七年:

1 .厂成立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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