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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 言
‘- ·i

一』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和我市参镇企业超常

规，大跨度，高造度发展的新形势下，济南芾第

一帮‘乡镇企业筒意’／tt版了。这是金市乡镇企

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济南市是’山东省省会，1金省政治，经济，’科

技、’文化和金融中心，自然资源丰富，工业经济

基础雄厚，交通方便，为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

提供了有利曲条件。但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走

过了曲折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

得意于春风，异军突起。时至今日，可称之为我

市经济的。半璧江山’，为全市国民经济做出了

积极贡献。为此，把历史的变迁和沿革，把广大

农民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摆脱小农经济束缚，

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由传统自然经济向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迈进的丰功伟绩，用志书的形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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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明智举措，也是我

们义不客辞的责任。，有鉴于豫，济南市乡镇企业

局-亍：'1985年着手组织专人编纂志书，1987年3月

成立汀乡镍企业态办鼍摹室o．在省局和市志办公室

的掩导。下，在各吴区，j，各有关帮门’企：鼙单位和

局机关广大干部的大办协助下，11987年7月份志

书脱鸹，8月份组织审定会，省。市各级帮n给

予充分肯定，并通过审定。后又几经寒暑，．多次

修改，终予近期经市志办定稿问世。本志由当时

的市乡镇企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徐麟东同志任主

编，尉局长李正同志任主笔，企管处耐处长刘元

善同志执笔。。本志时间下限为1985年， 。七五。

及以后时期将在适当时机编纂。

。济南市乡镇企业简志’运用的资料是翔实

的，历史的展现是客观的。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

史的经验和教训，较系统地反映了济南市乡镇企

业的历史发展面貌，是一部有价值的资料志书。

由于资料的局限性和编纂水平有限，难免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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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之处，敬请各界不吝赐教指正。但我们相信

它必将对回顾过去，激励今人，展望未来，教育

后人，对促进我市乡镇企业的更大发展起刭积极

地推动作用。

编 者

1993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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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是我国特有的二个概念和一种特

殊的综合产业，是广大农民在农村兴办的。与其

：它企业比较，龟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二是企

业。的双重性。乡镇企业包括了农村的农业企业、

工业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性行

业：二是劳动力的两重性。乡镇企业的从业人

员，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既务工又务农，亦工

亦农。

乡镇企业，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原

来是农业内部的工副业，萌芽于五十年代。随着

它的发展，在农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六十年

代中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作为农村经济中的

一个综合性的特殊产业，独立于农业之外。当

时，由于是社、队两个层次的企业，所以叫。社

队企业”。一九八四年中央批准改称为乡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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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并扩大到五个层次。即。乡镇办企业．村办

企业，其它合作经济组织办的企业，部分农民联

办的企业和农民个体办的企业。开创了一条。双

轨并进，五轮齐转，大小有机结合，。上下钢动发

展’的路子。
。

追朔乡镇企业的历史源流，渊源亍世代相传

的农村个体手工业j济南市的农村手工业历史悠

久。相传三国时期，就有煤炭开采。据记载，闻

名全国的。铁匠之乡。章邱铁业，始予元朝’末

年。平阴的。东阿酱莱’始予明朝，清时驰名全

国，素有。东阿三黑。(酱菜、黑枣、阿胶)下江

南之传说。历城县旱在民国初年，与农民生活紧

密相关的土纺织、土造纸、砖瓦，石灰窑、制

糖、酿酒、油坊、粉坊等，普及各地。但在漫长

的历史岁月中，这些传统的手工行业和工艺，一

直处于个体分散和自流状态，在农村经济结构

中，只处于微小脆弱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的手工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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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挖掘和继承，而且得到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发

展，．初步扎下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根基。纵观英发

展历史。可概括为，初兴一一突破一_我缩一一

调薹．．一发展和摄兴五个阶段。
’

建国初_期，。经过土地改革，随著农村互助合

箨盔济的发丧，一部分兼营商品性生产的农民

和分散自蕾橱个体手工业者，逐步纳入了生产合

作社的轨道。

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后，在原有集体副

业的基础上，贯彻。土洋并举、大中小结合，自

力更生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社办工业企业突

发而起。当时是建立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之上，基本还是局限于半自给性的生产．对农业

生产也仅处于一种从属地位。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的二十年期间，由

于国民经济暂遣困难，又受“左4的错误影响和

政策上的局限性，社队企业在收缩和调整过程

中，徘徊不前，发展缓慢，仍然从属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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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的十一届’l兰中捡会之话t，坚持。改革：‘井

赦。、，搞活。的总方针j‘济南i市的乡。镇企业进入了

振兴时潮，出现了大发震均新厨面：一九叭1呼车

省、市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筏(。1984)a{等文
’

谇，耕定了t一些开放猜活的政策措施‘≯乡镇企业

的广大丰部：‘职工积极努力：j我市乡镇釜亚蓬嘞

发展，提前一年实现1六五’一计划。一九八五年又

有较大幅度的发展。乡镇村企业已发展蓟109,25

处，相当于一九七八年的2．3倍，从业人员已

达26．7万人，占农村劳力钧23．6％。。在乡镇村企

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部分农民联营合作企业、个

体企业和多层次的经济联合体也相继’出现新的发

展势头，这类企业已发展到15581r处，占企业总

数的57．8％，从业人员已达8．03万人，乡(镇)

村、户企业已转化的农村劳力可达30．7％。一九

八五年，我市乡镇、村企业总收入已达12．36亿

元，占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的53．3％，比上年增

长52．7％，增长幅度名列全省第二位。按农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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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平均占有，。由1978年魄129元，礴。九八五年可

述490．}_s元，乡镇企韭总产值第．-次超过农_韭总产

自b。已述10．?亿元0乡镇工业总产值B遗％87亿

元，．‘绝对值唇金省第五位；：在金市工业总产值申

的比孽，t由197}8争的§．‘3簪上升到，一九八五年的

12。鼍锈。乡镇企业已摆脱了农业从属地位，成为

农村经济的瘟力军。对改变农村经济结构，一促进

商品经济的发展，j改善农民魄曲质文化生活，已

显示了重要作用，’’广大农民找到了—条治穷致富

的般本途径． ：． 一一 ，。．；
!j

三十七年来，乡镇企业从中华大地崛起、壮

大、兴旺和发达，历经坎坷，道路曲折。经验和教

训告诉我们。必须遵循。积极扶持、合理规划、

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不断发展巩固完善

和提高．就济南市乡镇企业来看，发展速度还落

后于本省的青岛、烟台等地市，更落后江浙一带

的发达地区。县(区)乡镇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

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后劲，产品的知名度和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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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能力差，经济效益低但乡镇企业，’j却具有奢
犬晦生命力∥有着广阔的发晨蓠素．、它私社会童

义农衬企业的新姿态≯进入了串华民族玺滹捉典

自妒新时期。遂—历史的巨二变，宾实雀群地反啖了社

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农村j‘．摆脱了几千年采．Jit-

农业经济畴格局，逐步实现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

济转变；。、从封闭塑的茸给和半导给的获态禽开放

型、多层次、·多方位昀综合经济转麦．。走上了农

工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体瑰了社会主义材度曲

优越性，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

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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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分 布

一 f

第一节产业分布

．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延续，是以当地自然资源

为依托，似精于传统工艺为资助。地利和人才，

是乡镇企业发祥的资源根基。济南市地处鲁中

南，低山丘陵与鲁西冲积平原的交接带上，背依

泰山、濒临黄河。地势南高北低，北部黄河涝洼

低地，中部山前平原，南部低山丘陵带。铁路有

津浦、‘胶济纵横交错，公路四通八这，水陆交通

方便，资源丰富。章邱县境内蕴有堞炭、耐火牯土

(焦宝石)等矿源，一九八五年的开采量分别为125

万吨和40．5万吨；长清县双泉一带，铁矿石资

源，含铁品率达60％，近几年来，已连续开采

3．12万吨；全市南部三十个山区乡镇；丘陵起伏

山川纵流，沙石资源极为丰富，对建材业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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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从事。三石”

(石料、石子和石灰)生产人员巳达列2．43万人，

占乡镇企业人员总数的9．1嘞；质地侥良石灰岩，

不仅烧稍石灰，纯白易化、瘕粒细、粘性好，

同时又是天然优质阿水泥原料，。二九八五年的年

产量可达13．45万吨。分布在东郊华山的。济南

青。花岗岩和历城县柳埠的。柳埠∥花岗岩，·
质地优良，储量分别为1500万ra3和4亿m3，、是

优异的建筑材料，远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日本，

意大并4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开采能力远

不能满足需要，一九八五年开采量为13万m3。”

随着城乡建设的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煤炭资

源，大力发展砖瓦生产，目前拥有2 6 5处砖瓦

厂，年产砖可达20．8亿块，瓦4710万片，砖瓦年

产量占全市的90％。由于建材业的不断扩大带动

了运输业的发展。从事运输人员达1014．4人，年

收入5314万元。在南部山区，宜林面积较大，干

鲜果品的年产量可达一亿一千余万斤，垛庄、西



营、锈川、仲官，柳埠、张夏、万德等乡镇还办

起了一些果品加工厂，加工果脯、果酱，罐头，

山揸饼、山楂糕和水果饮料等。古老的黄河流

经济南市的十六仓乡镇，长达173公里，可利用

的滩涂40万亩。东平湖、白云湖和芽庄湖，水产

资源丰富。当地素有种植白柳、芦苇、蒲苇的习

惯，为条编业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原料。旧县乡、孝

里镇和白云湖乡的传统工艺草柳、苇编织业久有

盛名，沿黄和湖区百姓还有养殖和捕捞传习，并

兼有少量的水产加工业。在一些以粮、棉和油料

作物为主的乡镇，积极发展加工和深度加工行

业，粮油品加工业，一九八五年达566处。造纸

工业有绣惠、党家、宁埠、唐王、遥墙、黄台、

吴家堡、龙桥、东阿等10个小造纸厂，年生产量

可达17264吨。在近郊和一些有条件的乡镇，充

分利用地理优势和城市工业的幅射力，发展为城

市工业加工配套的企业1985年已发展到816处，

年产值可达2．58V,元，同时还在乡镇驻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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