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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篇二轻工业

概 述

淄博手工业历史悠久。元代淄博地区即

有初具规模的琉璃生产作坊。明清时期博山

已成为全国琉璃料器生产中心。当时所做的

料珠、内画壶、套色刻花碗等工艺品，被视为

珠宝玉器般的珍品，其能工巧匠被招募进京。

18世纪中叶，周村铜响乐器生产已具雏

型，所创造和仿制的各种锣、钹、镲等音响乐

器广销海内，颇负盛名。同时，铁木、条编等家

庭手工业也随附近陶瓷、煤炭业的发展渐以

发展起来。1820年，淄博地区出现木器制作

业，生产经营方桌、棕床、“太师椅”等日用生

活家具，质量尤以博山大漆木器为最佳，有着

“桌椅博山货、不亚南紫檀”的记载。

1937年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连年

内战，手工业生产日渐萎缩，濒临绝境。建国

前夕，淄博地区玻璃料器业原27户仅存7

户；50余支大炉大部被迫停产；铜响乐器业5

家有3家破产；铁木、服装、条编亦陷入困境：

时手工业产品由11种减为5种。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通过组织失业

工人自救和试办手工业合作社，使处于瘫痪

状态的手工业获得新生。1954年，市手工业

合作社联合社、市手工业管理局成立。1956

年通过公私合营，实现手工业合作化，全市合

作社发展到193个，社员17250人。

1958年，全市按行业归口对手工业合作

社进行改组。将13个合作社转为或并入国营

企业，1个合作社并入公私合营企业，100多

个合作社并为37个合作工厂，22个移交给

商业部门，另有14个合作工厂、15个合作社

下放给人民公社。同年4月撤消市手工业管

理局。1959年9月市手工业管理局重新恢

复。

1961年，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八字方针指引下，手工业生产走上正常轨

道。至1965年，全市手工业生产合作工厂、合

作社发展到178个，其中2个为全民所有制

企业。全年共完成总产值5653万元，实现利

润700万元，主要产品达612种，刻砚、琉璃、

枕套、草提篮等工艺美术品出口5大洲2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文化大革命”时期，淄博市手工业遭到

严重破坏。手工业管理局被撤销，财产被平

调，企业任意上收、下放。但由于广大职工的

积极努力，此间各行业仍有发展。有些企业不

仅对生产设备进行更新改造，而且刨出多种

新产品。临淄农具厂(现淄博电风扇厂)装有

行车的铸造车间落成；冲天炉、龙门刨床投入

使用，。泰山”12马力拖拉机投入生产。这些

都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截至1976年，

全市二轻系统有企业(包括区、县属)185个，

年总产值21463万元(1970年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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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淄博二轻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

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塑料、家用电

器工业。1978年，在划出44个企业的情况

下，全市二轻系统126个企业创工业总产值

16339万元。1979年后，苏锣、旅行剪、民用铁

锨、木器家具荣获省优质产品称号；传统的钢

叉产品通过技术改造，九齿钢叉在辊锻工艺

上创造国内先进水平；新上的电热电器具以

产品新、质量高畅销全国各地，出口马来西

亚、新加坡和非洲的一些国家。

1985年，淄博二轻系统已形成由塑料、

五金、家电、服装、家具、皮革、工艺美术7个

行业构成的，以生产日用消费品、耐用生活用

品及出口产品为主的工业体系，全系统完成

工业总产值15275万元，创利润864万元。

1985年二轻行业总产值一览表

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按现行价格计算
行 业 企业单位数(个)

的总产值(万元) 的总产值(万元)

缝纫业 15 2897 2565

皮革及制品业 5 1138 1521

竹藤棕草制品业 l 8 8

家具制造业 9 2010 2085

工艺品制造业 6 1721 1715

塑料制品业 2 426 379

金属制品业 13 2489 2393

日用电器制造业 3 1801 1339

照明器具制造业 2 223 194

其他工业 16 2562 3244

第一章 日用五金工业

第一节 简 况

西汉时临淄设有铁官掌管冶铸。明代临

淄韶院村所产农具已颇有名气，时打制的农

具有犁、耙、锄、镰等。清乾隆年间，周村有专

门制造铜响器的作坊，产品有“月锣”、“糖锣”

和“光边锣”。

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前期，淄博各地五金

制造业已很发达，不少产品成为当地特产。韶

院村有14处炉场，从业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50％以上，产品除农具和铁制家具外，每年生

产鏊子约2000个。1920年《临淄县志》称：

“韶院铁工，善铸农具’’。博山铁匠炉遍及各

镇、店、集，“八陡镰”以品种多、质量高而闻

名，从业者仅八陡地区就达百人，年产镰刀约

百万个。博山石马乡所铸铁锅亦以锅体大、经

久耐用闻名省内外，年产大锅300口，畅销黄

河以北及江南各省。

1937年，日军入侵淄博后，淄博五金业

大部分作坊生意萧条，甚至被迫解体转营其

他。建国后，淄博五金业手工作坊联合起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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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互助组、合作社。1957年，部分五金厂开始

使用柴油机等动力设备，车床、龙门刨床、大

夹板锤等设备代替了手工制做。是年全市五

金制造业产值达1049万元，比1949年提高

2．5倍。

60年代，一些从事生产日用五金产品和

打制简单农具的工厂，开始转产工具五金及

煤炭、铁路等专用五金工具。1970年后，推出

标准件、机电产品，农用拖拉机也形成批量生

产。

1978年后，经过调整和发展，淄博五金

业新产品不断增加，优质名牌产品大量涌现，

不少五金产品相继出口。1985年，全市较大

的五金企业有十个，固定资产原值1860．9万

元，主要产品有钢叉、精铝制品、彩印铁罐、汽

车配件、电热电器、铜响乐器及火锅等，总产

值3127．4万元，占全市二轻工业总产值的

16．2％。其中周村鲁东乐器厂、博山钢叉厂为

全国最大的生产铜响乐器、火锅和钢叉的企

』匕。

第二节 产 品

铜响乐器

18世纪中叶，周村出现铜响乐器生产。

当时有铜作坊“聚合成”l家，以生产“月锣”、

“彩锣”、“手锣”谋生。尔后品种陆续增多，开

始生产“开道锣”、“奉锣”、“仿苏锣”。熔铜炉

规模亦逐渐扩大，操作工艺日益提高。

清咸丰、同治以后，随着京剧的流行和对

鼓、锣、铙、钹等打击乐器的需求，周村铜响乐

器业生意更加兴隆，产品广销全国各地。1905

年，周村铜响乐器制造业有“聚合成”、“德成

昌”、“聚合恒”3家，有工人25人，产品达30

种之多，畅销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地。

1915年，“聚合成”乐器厂创造出“虎音锣”。

该锣能打出“横音”，其音浑厚圆润，宛若虎

啸，深受戏剧界赞誉，全国各名流戏班纷纷来

周村订购，供不应求。1920年，周村又增加

“太兴东”、“成德太”两家铜响乐器厂，工人增

至80余名，1934年从业者达百人以上，年产

响货7万市斤，价值6．3万余元。据《胶济铁

路经济调查报告》载：“周村锣鼓销路颇广，近

则青岛、济南、潍县、烟台、泰安、德州，远则天

津、上海等处。军号精致适用，各军队多来订

购”。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名旦”、“四大须

生”和“四小名旦”等京剧艺术名流所在的戏

班，都曾用过周村生产的铜响乐器。

1937年日本侵华后，因对铜、锡进行掠

夺和封锁、禁运，致使铜响乐器业原料匮乏、

零落凋敞。时5家铜响乐器生产厂家有3家

被迫停产，2家待闭，从业者由百人减至40

余人。从此，周村铜响乐器业一蹶不振。。．

解放初期，为欢庆胜利，全国人民和各文

艺团体亟需铜响乐器，周村锣鼓销量突增，产

品数量超过战前(1937年)水平。同时，制造

厂商开始了技术、资本输出。“聚合成”在济南

设立分厂1处，“德成昌”在北京设分厂1处，

另外几家也相继去天津、石家庄建厂，总计到

外地设厂1l处。1956年公私合营中，5家铜

响乐器制造厂家和17家铜制品厂家组成公

私合营鲁东乐器厂，时有工人129名，日产能

力为50"--"70公斤，并于当年试制成功“军乐

钹”，改变了此种乐器依赖进口的局面。之后，

生产设备逐步更新，以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生

产代替手工操作，产品向难度大、工艺精的领

域开拓。1959年，鲁东乐器厂应中央乐团的

需求，研制成功3面直径130厘米，重40公

斤的大差锣，为当时全国之最。1960年，该厂

生产铜响乐器30．5吨。1963年，除生产铜响

乐器外，还生产战鼓、军鼓、手鼓、军号、青年

号等20多种民族乐器，研制出“吊钹”，填补

国内铜响乐器的一项空白。1964年鲁东乐器

厂参照孔府及出土的古编钟，仿创结合，制成

一组仿古编钟及云锣、排锣。中国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就是该厂生

产的新编钟演奏录制的。中央乐团曾带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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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欧、亚、非等20多个国家演出。

石马大锅

石马大锅生产始自明万历年间，系从河

北省东光县传来。初时在博山东石马村制作，

后因水源不足，迁至靠近淄河的中石马村生

产。该锅向以锅体大(直径1．6米的重225公

斤，直径1．4米的重200公斤，直径1．2米的

重150公斤，直径1米的重125公斤)，经久

耐用著称。制锅材料有生铁、粘土、纯砂、麻和

木炭、焦炭等。

早期化铁用坩埚炉(俗称大炉)，炉火助

燃方法原始，一昼夜方能熔出铁水，制造模型

方法也很落后。民国初期，莱芜口镇人齐清连

改坩埚炉为猪嘴炉(也叫小炉)，送风改用风

箱，年产大锅300口，多用于炒盐、熬卤、蒸

酒，畅销黄河以北及江南各省。至1937年，制

锅户发展到9家，其生产经营皆是季节性的，

农忙停产，农闲开工，自产自销。

解放后，因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石马大锅

制作自行停止。

八陡镰刀

八陡镰刀以其夹钢均匀、不崩不卷、库口

圆正、接火严密而享誉省内外，为传统名产。

究其来源，说法有四：一是清康熙年间，博山

孙廷铨从山西请来匠工禄士云所传授；二是

约在二百多年前，长山县旺埠一带闹水灾，有

一李姓铁匠(即后来的“李家镰”之祖)来八陡

以打镢头、镰谋生传进；三是黑山煤适于打

铁，因此，清初有潍坊铁匠到八陡打铁所传；

四是清乾隆年间，八陡人徐超的打铁炉跟一

东北人订了一宗镰刀交易，那人付钱后一去

不返，遂使徐超的镰刀业兴盛起来。

民国时期，八陡镰刀业已很发达。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八陡一带有打铁炉71

只，其中打镰刀的就有35只，工人百余人，生

产十几个规格品种，长年生产，年产镰刀在百

万把以上。当时，在八陡专业经营镰刀的铁铺

有：隆兴义、义兴东、德成公、裕丰厚、元兴等

7家，其中以陈汝章、陈汝明的“祯祥永”铺面

最大。该铺生产的“陈家镰”远近闻名，打上

“陈”记字印，十分畅销。

日军侵占博山后，限制铁业生产，部分大

炉转营他业。至1948年博山解放前夕，八陡

仅剩镰炉20来只，且大多处于半年干半年闲

的状态。

1948年，博山解放后，铁业生产获得新

生。1952年6月，从事铁业生产的个体炉户

联合组成八陡胜利铁业生产合作社，共有

(洪)炉24只，其中镰炉14只，从业者105

人。1954年，镰炉发展到20只，年产能力达

50万把，产品远销河北、河南等省。1957年，

社员增至287人，生产镰刀、锄头、铁锅等。

60年代以前，打镰一直延续着古老的传

统手工工艺，打出一个镰刀需“十火九锻”，还

要进行端、淬、调等15道工序，设备落后，劳

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从1960年始对生产

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先后用夹板锤、弹簧锤、

空气锤、手砧等设备代替人工锻打。1963年

试制成功异形砧空气锤，把工人从体力劳动

中解放出来。1965年研制出冲床冲压法，班

冲镰刀7000个，比手工锻打提高23倍，比空

气锤锻打提高14倍。之后，又连续试制成功

砂轮镰机磨刃、反射炉淬火、蒸汽回火箱回

火，代替人工热处理，镰生产主要工序实现了

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质量显著提高。1965年

研制出复合钢制镰刀新材料，在全国农具新

技术展览会上获一等奖，同时，由八陡镰刀社

送展的蒙古削口镰刀，获大会纪念奖。

1964年前后是八陡镰刀业的鼎盛时期，

产品畅销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陕西

等8个省的56个县，云南、甘肃、贵州、安徽

等省经营者也纷纷前来订货，一时供不应求。

后随收割机的大量推广，镰刀社会需求量减

少，该厂新上钢窗等产品，镰刀产量压缩。

1977年曾生产镰刀202万把。1985年生产

131万把，刨产值45．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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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钢叉

1943年，逃荒青岛的博山张家庄铁匠李

学法兄弟3人被青岛大德工厂招工，学会打

制钢叉工艺。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氏兄弟

相继回博山，在博山大街盘起洪炉打制钢叉，

之后博山大街郇姓“聚兴炉”及邻近的“顺兴

炉”、“华盛炉”皆相继学艺效仿打制钢叉。当

时，工艺原始，设备简陋，每天人均只打一把。

1952年合作化时，张家庄、李家窑、新坦

铁匠成立“益民铁业社”(后为博山钢叉社)生

产钢叉。1955年博山聚兴、顺兴等7家铁业

户进行公私合营，成立博山钢叉厂。1965年

钢叉厂转产，更名博山锻压厂。钢叉由博山钢

叉社(现淄博钢叉厂)独家生产经营。

50年代淄博钢叉业使用风箱、手锤、铁

钳等老式工具，年产钢叉不足万件。50年代

末60年代初，使用夹板锤、弹簧锤等。60年

代中期，使用空气锤、劈齿机，锻打洪炉改为

反射炉，鼓风机取代了风箱，产量逐年递增，

年均产量达到5--．6万把以上。

淄博钢叉厂生产的“三叉”牌钢叉，以

55—65#钢轨为原料，产品有七齿、九齿、十

齿等多个类别，热处理度皆在HRC35--45

范围，单齿载重为32公斤，其韧性、弹性、硬

度均达到铁道部部颁标准，1978年被山东省

二轻厅授予名牌产品称号。1984年研制成功

九齿辊锻工艺技术，创国内先进水平，劳动生

产率比锻打提高30％。

1985年，淄博钢叉厂成为全国最大规模

的钢叉生产工厂，年产能力达40万件，创造

工业总产值362万元，实现利润84万元，产

品除畅销国内各省市外，还出口法国、赞比亚

诸国。

精铝制品

淄博精铝制品生产始于1976年。是年，

周村机械厂开始试制铝盆、铝瓢、锅蓖、铝壶

等日用精铝制品，当年使用钢材85吨，铝锭

35．04吨，创造工业总产值154万元，被山东

省二轻厅定为铝制品生产厂家。

1978年改厂名为淄博铝制品厂，主要产

品有压力锅、电热水壶两大类9个品种。安装

投产冷轧辊自动轧板机后，因对市场变化摸

不清，管理水平跟不上，连续三年亏损40万

元。1982年工厂将连铸连轧工艺改为热轧工

艺，企业效益开始回转上升。当年生产铝水壶

1．68万把，铝锅5．56万口，铝杂件57．44万

件，刨工业总产值251．8万元，上缴税金9．

36万元，实现利润2．6万元。

1984年，淄博铝制品厂自行设计，安装

建成一条年产100万把电热壶的生产线，年

末试制成功，填补省内一项空白。电热水壶采

用稀土铝合金做壶身材料，壶嘴制作在国内

首创以焊接新工艺代替铆合。此工艺在普通

铝壶生产中亦得到推广，使壶嘴的出成率由

原来的30％提高到90％以上。

1985年生产日用精铝制品222．3吨，其

中电热壶2．9万把，铝水壶20．19万把。“一

环”牌电水壶被评为山东省优质产品。

旅行折剪

1970年，山东铝厂家属工厂(现淄博剪

刀厂)在山东铝厂扶持下，试产旅行剪刀。

1973年正式投产，年产9万把。

初期，工厂建手烧锅炉供热，采用氰化镀

铜——镀铬工艺，1976年推广使用无氰镀镍

新工艺，改善生产环境，产品质量提高。1980

年淄博剪刀厂试制成功“401”型、“402”型新

型折叠剪刀，获得市、区科研奖，并打入国际

市场·当年生产剪刀224万把，在全国同行业

评比中被评为第一名。同年，该厂产品被外贸

部门定为免检产品，1983年荣获省优质产品

称号。

1985年，淄博剪刀厂生产旅行剪刀314

万把，其中出口257万把，产品销往伊朗、新

加坡、美国、日本、匈牙利、香港等国家和地

区。



第三十六篇二轻工业

第三节 企业简介

鲁东乐器厂

国营鲁东乐器厂，位于淄博市周村区，是

山东省最早生产经营铜响乐器的厂家，也是

国内最大的火锅生产企业之一。

该厂创建于1956年，是由5家私营铜响

乐器制造厂和17家其他铜响制品小手工业

作坊合营而成的。

1959年，该厂为中央乐团成功地制造直

径1．3米的大锣，成为国内之最。1960年，工

厂生产铜响乐器30．5吨。1963年研制成功

“吊钹”，为国内填补铜响乐器史上的一项空

白。1964年仿制成功古乐器“云锣”和“编

钟”。1967年生产铜响乐器166吨，创历史最

高产量。

1978年后，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在保留

传统名牌产品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开拓新产

品，1980年设计投产铜火锅和日光灯支架，

当年生产火锅16351只，日光灯支架108038

只。铜响乐器生产减少，1980年仅产。74吨。

1982年生产铜火锅35802只，日光灯支架

107906只。同年，铜火锅、电火锅、铜奶锅被

山东省二轻厅评为新产品二等奖，苏锣获山

东省优质产品称号。1983年铜火锅销往日

本、西德、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1985年新上不锈钢火锅，当年生产3．16

万件。同年该产品获轻工部优秀新产品奖。

1985年，企业建筑面积16200平方米，

拥有主要生产设备200余台，有职工299人，

年产能力达到铜响乐器120吨，各种火锅25

万只，日光灯支架10万支，全年创工业总产

值620万元，实现利润92．6万元。

淄博印铁制罐厂

淄博印铁制罐厂是山东省最早的印铁制

罐厂家，也是淄博市唯一的印铁制罐企业。

该厂是在山东新华制药厂家属工厂基础

上逐步发展起来的。1960年建厂，1972年从

天津印铁制罐厂购进旧平台印铁机2台，开

始上印铁制品项目。同年10，生产出了一、二

两茶叶筒，填补山东省印铁制品空白。

1981年，从上海购置单色自动印制机1

台及配套照像制板等专用制罐设备，技术装

备水平提高，产品达到40余种，花色230个，

形成了工业包装和民用印铁制品系列产品，

质量列于省同行业之首。之后，《中国包装》等

10余家新闻机构和杂志，多次报道该厂生产

经营情况，并誉为全国印铁行业的“后起之

秀”。

1985年五金行业主要企业一览表

最早
工业

固定

经济 开工 企业
总产值

职工 资产
利税

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80矩 总额
产品

数量
类型 生产 规模 人数 原值 名称

年份
不变价)

(万元)
(万元)

(万元)

鲁东乐器 日用不锈

厂
周村区东街 全民 1956 小型 620．6 299 266．4 92．6． 25吨

钢制品

淄川工具 淄川区淄 金属切

厂 城路
集体 1962 小型 180．2 169 98．3 9．6 6万件

割工具

淄博制锨 周村区火 工业

厂 车站南
集体 1961 小型 61．7 105 49．8 7．4

煤锨

淄博铝翻 周村区东 日用精
品广 门路

集体 1952 小型 551．4 438 293．8 69．8 222．3吨
铝制品

≯
f

^

_m．--。。-rl，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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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最早
工业

固定
利税

经济 开工 企业
总产值

职工 资产 产品
数量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80矩 总额

名称类型 生产 规模
不变价)

人数 原值
(万元)

年份 (7／元)
(7／元)

淄博剪刀 张店区南
集体 1971 小型 146．3 278 114．9 12．4 刀剪 314万把

厂 定镇

淄博打火 周村区火
集体 1983 小型 134 250 79．4 5．7 刀剪 9万把

机厂 车站

淄博印铁 张店环城
集体 1961 小型 409．3 426 303．1 45．5

印铁

利罐厂 东路 翩 品

淄博钢叉 博山域城
集体 1952 小量 362．1 589 284．7 83．6 钢叉

厂 镇

淄博五金 博山域城
集体 1954 小型 164．2 269 134．1 14．3 钢镐

锻造厂 镇

淄博轻型
周村区火

集体 1975 小型 497．6 182 237．4 82．7
修理

汽车装修
车站南 汽车

142辆
广

第二章皮革工业

第一节 制 革

明万历年间，周村即有皮革店数家。

清朝中叶，周村土围北部的水胶场街，列

坊从事皮胶者，不下百家，产品分水胶、弓弦、

皮鞭马鞍等杂件三大类，年生产总值5．5万

元。

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各地工商业

者云集于此，许多外地皮匠(掖县居多)纷纷

来周村做生意。至1937年日军入侵前，周村

皮胶业有36家，以苑京陶的“元泰”号最大，

年产皮革200张。

清代和民国时期，淄博皮革业原料主要

来源于鲁西南地区的自然牛皮。制作工艺落

后，手工操作，工序繁杂，家庭手工业者平均

年产皮革仅百件左右，产品主要用于绳套、皮

条、马鞭等车马挽具和做布鞋鞋口。日军入侵

淄博后，皮革业濒临绝境，发展缓慢。淄博解

放后，各皮革业户先后恢复生产。自1954年

始，淄博各地皮革业户相继组织起来，成立

合作化生产组织和皮革社。当年，周村30余

家皮革个体户联合组成皮革水胶生产社，生

产皮胶和车马挽具，年产值1．1万元；张店由

28名皮革工人和手工业劳动者，组成“张店

皮革生产合作组”，年产车马挽具约6万件，

产值5万元。此外，临淄、桓台等地的皮革业

户也都联合建立皮革社(组)。1957年全市有

皮革社6家，从业人员100余人，年总产值2

万元。1958年后，淄博制革业逐渐用转鼓、去

肉机等机构设备代替手工操作，科学的化学

配方取代传统鞣革工艺，产品由农用车马挽

具转移到皮手套、电工兜等劳保用品。1968

年周村皮革水胶生产社改称周村制革厂，生

产猪革26607张，总产值100万元。后因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和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淄

博制革业许多产品淘汰，转向生产猪革。1979

年周村制革厂改为淄博制革厂。至1985年，

全市生产皮革制品的厂家仅剩淄博制革厂、

桓台制革厂和少数乡镇村办皮革厂。其中周

村制革厂生产皮革20万张，产值316万元；

桓台县制革厂生产皮革13978张，产值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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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第二节 皮 鞋

民国初，博山永庆(后改名为同庆)鞋店

招聘李宝祥为技师，开始制作皮鞋。尔后，“文

化”、“新纪”、。元盛”等皮鞋店相继出现。1937

年博山有皮鞋店(兼做布鞋)14家，每家各有

工匠1～3人。当时工匠皆来自外地，以济南、

青岛、历城、掖县、章丘者居多，每日每人仅做

皮鞋一双。此间。周村、淄川、张店也有少数

皮鞋个体经营者，产量质量均不及博山。日军

侵占淄博后，皮鞋业处于停顿状态。

解放后，淄博皮鞋业得到恢复发展。1954

年，博山“庆华”、“聚大”两鞋店和一户绱鞋

铺，集资成立博山靴鞋生产合作组，后称博山

靴鞋生产合作社。1956年，又有9家鞋店、鞋

铺入社，人员增至98人，固定资产达到6000

元，分设4个生产点，12个门市部，年产布鞋

9．4万双，皮鞋1．2万双，年产值52万元，实

现利润3．4万元。1960年改名博山靴鞋合作

工厂，招收部分学员，人员增至282人，固定

资产48万元，年产皮鞋1．7万双，布鞋20万

双，工业总产值109．7万元。同时，缝纫机由

脚踏改为电动，部分生产工序由手工操作改

为半机械化生产。

1963年，张店鞋业合作社(后改名为淄

博皮鞋一厂)在原来只缝制布鞋的基础上增

加了劳保皮鞋、皮靴等皮革制品。同年，博山

鞋业合作社改名为博山鞋厂。

1970～1971年，博山鞋厂(后改名为淄

博皮革二厂)派人去河南开封学习硫化反毛

皮鞋制作。1974年上硫化皮鞋流水线，日产

猪皮正面革硫化皮鞋1000双。1976年临淄

制革厂并入临淄鞋厂后，翌年开始生产翻牛

皮劳保鞋和民用皮鞋。至此，淄博皮鞋生产业

有3个厂家，皮鞋品种计30余种。

1980年前后，淄博皮鞋一厂、淄博皮鞋

二厂先后购置皮鞋流水线和胶粘皮鞋生产

线，研制出社会紧缺的男女高档皮鞋。继而，

淄博皮鞋一厂建起省内一流的楼房式生产车

间，引进片皮机、片底料机、片帮机、大通片皮

机、压合机等15台(套)专用设备，形成2条

现代化皮鞋生产流水线。该厂于1985年联合

青岛、徐州皮鞋材料厂研制成功第一代聚胺

脂底，它是国内生产皮鞋的最新材料，产品畅

销13个省市。

1985年，全市有6个皮鞋厂(含乡镇企

业)，职工1524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467．

6万元，年产皮鞋56．97万双，创工业总产值

10399．3万元(1980年不变价)，实现利税63

万元。

第三节 金岭裘皮

淄博皮衣业始于清代。民国时期，汇集临

淄金岭镇制作裘衣者已达60余户。当时多数

经营者是合家人经营，少数雇用外人或搭伙

经营，生产规模很小。其原料羊皮来自附近山

区。产品有皮袄、皮裤、皮褥子等。抗日战争

爆发前年产约8000件，销往淄川、峨庄、太河

及胶济铁路沿线，总值约10万元。

1937年淄博沦陷后，日本人对皮革业横

加限制，并逼迫其工匠到日本人经营的各皮

件厂做工，淄博裘皮业基本停产。

建国后，1950年金岭皮衣业恢复发展到

50余家，全年产皮货2500余件。1964年金南

大队建成裘皮厂1处，1967年有职工100

人。1974年，该厂建筑面积增至750平方米，

并添置拉力丝机、产板机等设备，1976年产

值达1 3．3万元。主要产品为羊皮、狗皮等。

1980年后，金岭裘皮厂以生产兔皮褥子

为主。该产品以毛绒厚实、毛板光滑、质地柔

韧，成为当地名产。1985年产兔皮褥子14000

床，产值23万元。产品全部由淄博外贸部门

经销，仅向美国、日本等国家出口即达8000

余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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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企业简介

淄博皮鞋一厂

淄博皮鞋一厂始建于1954年，是由张店

区的“胜利”、“天淄”、“德兴成”、“保友”、“东

和”、‘‘新兴”、“振华”7家个体鞋店公私合营

转化而来。建厂初期主要用摇把机缝制布鞋，

60年代初增加劳保皮鞋、皮靴等皮革制品。

1979年，该厂开始生产市场紧俏的高档

男女皮鞋，同时购置两条皮鞋生产流水线，当

年生产皮鞋4．3万双，创产值98万元，实现

税利9．5万元，是建厂以来总税利的2．3倍。

1980年联合国中小型企业考察团一行多人

到该厂参观。

1985年该厂从意大利和香港引进了片

皮机、大通片皮机、压合机、绷楦机等制鞋单

机设备8台，缝纫机7台，提高了生产效率，

使产品次品率降低20％。同年6月，该厂与

青岛、保定皮鞋材料厂合作，研制出具有质

轻，耐磨、耐油、耐寒、耐腐蚀、弹性大、透气性

能好等优点的第一代聚胺脂底，成为国内外

皮鞋制作的新型材料。用此材料制做的皮鞋

不仅省工节料，提高劳动效率40％以上，而

且以式样新颖、风格独特而畅销于市场。1985

年工厂共生产皮鞋30．16万双，总产值340．

4万元。

淄博皮鞋二厂

淄博皮鞋二厂成立于1954年，初时是由

博山窦景泉、韩立志等10人组成生产小组，

生产布鞋和少量皮鞋。1963年称博山鞋厂。

随着塑料工业的发展，该厂用塑料底鞋代替

布底鞋，并试制成功机械反绱，由原来用手工

每人日绱10双提高到每人日绱120双。1970

年到1971年，工厂派人去河南开封学习硫化

反毛皮鞋制作，同时添置1吨立式锅炉1台

及炼胶机等设备，改产解放鞋，产年30万双，

年工业总产值142万元，实现利润8．4万元。

1974年建硫化皮鞋流水线，开始生产猪

皮正面革硫化皮鞋，日产1000双。同时添置

注塑机2台，模具30余套，生产注塑布鞋，日

产达1600双。1976年后，工厂抓住时机，建

成胶粘皮鞋流水线。1981年生产皮鞋50万

双，工业总产值353万元，实现利润12．5万

元。后因产品落后，一度造成产品积压，数年

亏损90万元。直到1985年情况才逐渐好转。

1985年底，工厂占地面积6857平方米，

建筑面积4835平方米，其中厂房建筑面积

3044平方米，职工487人，固定资产原值155

万元，机械设备130台，年工业总产值357万

元。

淄博制革厂

淄博制革厂位于周村区建国三路，是全

市唯一鞣革厂。

该厂建于1954年，由30余家个体手工

业者联合组成，初时生产皮胶和车马挽具。

1982年始，转为主要生产皮革。产品为猪修

面革、猪正面革、猪手套革等，其中猪修面革

为拳头产品。销往市内各鞋厂和青岛、高密、

太原、镇江等地。

1985年全厂有职工178人，拥有80年

代先进水平的电子量革机、进口磨革机、震荡

拉软机等设备，固定资产原值273．4万元。当

年生产猪革19万张，总产值316．5万元，实

现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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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5年淄博皮革业主要企业一览表

最早
工业

固定 利润

经济 开工 企业
总产值

职工 资产 税金 )产品
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80钽 数量

类型 生产 规模 人数 原值 总额 名称

年份
不变价)

(万元) (万元)
(万元)

淄博皮鞋一 张店西一
集体 1954 小型 340．4 596 189．2 30．4 皮鞋

30．16

厂 路13号 万双

淄博皮鞋二 博山公园
集体 1954 小型 357．6 487 154．9 17．3 皮鞋

20．88

厂 新村4号 万双

淄博皮鞋三 临淄辛六
集体 1954 小型 65．8 103 31．4 O 皮鞋

2．37

厂 街9号 万双

桓台皮鞋一 桓台县邢
集体 1980 小型 18．9 50 10．1 1．8 皮鞋

1．1

厂 家乡 万双

淄博振华皮 桓台县候 2．11

鞋厂 庄乡
集体 1981 小型 31．5 60 7．4 3．5 皮鞋

万双

淄博市张店 张店大张
集体 1979 小型 225．1 228 74．6 IO 皮鞋

3365

蓬布厂 乡 双

周村建国
淄博制革厂 三路251 集体 1954 小型 316．5 178 273．4 4．4

鞣制 103288

皮革 张
号

淄川皮件服 淄川黄家
集体 1969 小塑 32．8 70 9．4 1．7

皮革 19390

装厂 铺乡 制品 件

张店皮革制 张店大张
集体 1985 小型 ZO．8 28 14．5 1．3

皮革 10000

品厂 乡 制品 个

桓台县索 鞣制 13978
桓台制革厂 集体 1954 小型 56．6 128 78．8 16．6

镇 皮革 张

临淄齐都皮 临淄区齐
集体 1978 小型 14．4 13 2 2．1

车马

革厂 都镇 挽具

第三章服装鞋帽工业

第一节服装业

清道光年间，周村出现专做服装的店铺，

为业者称“裁缝”，他们多属家庭手工业，从事

来料加工，不出售产品，主顾常是官府衙门或

富户人家。1922年，美国“胜家”公司缝纫机

传入淄博，落后的手工缝纫逐渐被脚踏缝纫

机代替，以机缝为业的专业铺店在博山、周村

等地相继出现。民国前期，淄博较有名气的

“裁缝”店铺有博山华伦、东升，周村的兴昌、

华太等，各铺店有四五人、十几人不等。193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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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周村一地就有服装店铺70余家，缝纫

机一百余架。1937年前，博山有合兴成、华

伦、德庆祥、益盛公、庆记、同义成、义顺等店

铺16家，其中华伦专门制作西式服装。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原籍临淄的服装工

人，自青岛携机回到临淄，建立被服厂，为中

共清河专区制作军服。但解放前由于日军入

侵和连年内战，服装业处于萧条境地，至

1949年建国前夕，淄博仅有服装店铺五十来

家。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服装业逐步发展壮

大。1951年8月，淄博专署公安处建立被服

厂，时有职工30人，缝纫机8台，主要生产警

服，年加工布料万米。翌年，开始生产劳动护

品和商品成衣，年创产值20．8万元。与此同

时，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个体服装业户也大

量增加。到1952年个体服装店铺增至近300

家，仅博山地区就有160余家。

在合作化运动和对私改造中，博山、周

村、临淄、淄川I等地的个体服装业户自带缝纫

机组织起来，分别成立了服装合作社和合作

工厂。其中较大的有博山服装第一、第二生产

合作社，两社有职工238人，缝纫机155台。

1958年，博山服装一、二社合并组建服装鞋

帽工厂，职工700余人，年加工服装8万件，

产值30万元。

60年代初，由于原料供应紧张，各服装

厂任务量减少，大都实行以销定产，或进行折

1日翻新业务。60年代末，博山服装鞋帽合作

工厂(现淄博服装二厂)曾为沈阳部队加工军

服50万套。1973年，淄博被服厂(现淄博服

装一厂)开始生产出口服装。同年，淄博服装

二厂生产的中山服在山东省服装评比中获第

三名。1977年，淄博服装三厂扩建，当年生产

服装6万件，创产值98万元。1978年，淄博

服装二厂从以生产中山装为主转向以生产出

口服装为主。1979年建淄博服装研究所。

80年代，淄博服装各企业通过设备更

新，提高生产能力。淄博服装二厂从日本引进

高速平缝机及电脑平缝机、五线包缝机等先

进设备124台。淄博服装五厂从联邦德国引

进西服生产流水线1条。

1985年，全市市属以上服装厂共有11

家，职工共计2382人，年产服装158．75万

件，总产值2493．2万元，利税190．8万元，完

成出口收购值705．76万元，主要产品有各种

衬衣、中山服、学生服、童服棉衣、长短大衣及

西服等。产品除销往省内各地外，还出口日

本、美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德国及香

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淄博服装一

厂有职工492人，主要机械设备300余台，固

定资产200万元，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576

万元，年产机制服装47．1万件，完成出口收

购值348．28万元。

1985年淄博主要服装企业一览表

单位：万元

企业
最早开 年末职 固定

工业 利税 数量 出 口
企业名称 工生产 工人效 资产 产品名称

类型 总产值 总额 (万件) 收购值
年份 (人) 原值

淄博服装一厂 全民 1951 492 200 576 72．6 机制服装 47．1 348．28

淄博服装二厂 集体 1956 415 154．3 468．8 21．1 机制服装 35．08 288．39

淄博服装三厂 集体 1954 170 83．3 132．5 —7 机制服装 7．09

淄博服装四厂 集体 1956 78 12．5 86．6 4．3 机制服装 5．Z2

淄博服装五厂 集体 1954 203 64．7 301．8 21．3 机制服装 11．5Z 41．34

淄博服装六厂 集体 1956 149 43．5 146 7．7 机制服装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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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业
最早开 年末职 固定

工业 利税 数量 出 口
企业名称 工生产 工人数 资产 产品名称

类型 总产值 总额 (万件) 收购值
年份 (人) 原值

淄博服装七厂 集体 1954 206 67．6 246．3 18．6 机制服装 8．74

淄博服装九厂 集体 1958 204 34．9 210．3 14．4 机制服装 8．87

淄博服装十厂 集体 1969 232 37．2 142．4 9．5 机制服装 6．77

淄博服装工业公司 全民 1978 112 44．3 81．2 12．9 机制服装 1．43

淄博童装厂 集体 1956 12l 23．9 101．3 8．4 机制服装 16．67 27．75

第二节 鞋帽业

清末民初，淄博一般家庭用鞋都是自傲，

专业制鞋业户不多。1928年，周村人肖子美

到博山南关从事小孩帽和坤帽制作，产品送

摊贩代销，后扩大成子美帽庄。据《中国实业

志》载：1932年，周村有鞋业户12家，较大的

有“履祥”、“同泰元”、“东济昌”、“同元成”等，

全业资本1．7万元，年产值3．1万元。1933

年，临淄西关有鞋业户1家(民国20年成

立)，资本额为1500元，3人合资经营，年出

品量2670双，产值4560元。1937年日军入

侵前夕，博山有元盛、华兴、福盛、福来顺、永

庆(后改为同庆)、文华、义聚成、文丰泰、德盛

永、新记、谦顺成等鞋铺14家，每家1至3人

不等，每人每日能做鞋3双，经营方式是配帮

和制作。解放前夕，博山有“永盛”，“子美”等

鞋帽业户十余家，张店、淄川、周村等地也有

少量鞋帽业户。

解放后，淄博鞋帽业户在合作化和对私

改造中，联合建立起鞋帽合作社或服装鞋帽

厂。其中，周村的鞋帽业户于1954年联合建

立靴鞋合作社和帽业一、二社；博山的“永

盛’’、“子美”等13家从事布鞋、成衣加工、绣

花的48名个体劳动者联合建立博山帽业生

产合作社，有缝纫机27台，生产衣、帽、护品

等产品；淄川鞋帽业户联合成立鞋帽被服合

作工厂。1956年，博山鞋业合作社生产布鞋

9．4万双，皮鞋1．2万双。1956～1958年，博

山帽业生产合作社年均产布帽9万顶，书包、

红领巾、裤头等9万件，年均产值14万元左

右。这一时期，淄博鞋帽业多是由服装业兼

营，或其他行业兼之，产量有限，品种不多。

1958年底，博山服装一、二社、靴鞋社、

帽业社、服装鞋帽商店合并组成国营博山服

装鞋靴合作工厂，共有职工600余人。1962

年，鞋帽业又从合作工厂分出，更名为博山鞋

帽生产合作社，当年产布帽12万顶，产值12

万元，工艺技术由单人单机操作改为分工序

流水作业，裁剪、缝制使用电剪和44型电动

缝纫机。1966年，该厂增加草帽生产，翌年草

帽开始出口。1967年，临淄鞋厂增添绱鞋机、

裁布机等设备，生产塑料鞋底、翻绱布鞋等产

品。1969年，博山鞋帽厂生产布帽、草帽48

万顶，产值39万元。

70年代，淄博各鞋帽生产厂家增添设

备，生产能力提高。临淄鞋帽厂从1971年开

始制作线缝条绒双底棉鞋和布头帽；1972年

双底棉鞋转产，改产翻牛皮劳保鞋；1973年

从青岛购进立式注塑机1台，开始生产塑料

凉鞋和注塑布鞋；1978年，产值达116万元，

为建厂以来最高水平；1979年布鞋、布头帽

停止生产，除继续生产塑料制品外，全部转产

皮鞋。淄川鞋厂于1971年建成布胶鞋生产流

水线，1974年建成投产布胶鞋烘干装置，生

产能力提高。张店鞋厂于1978年开始生产半

高跟布鞋、皮鞋，当年产布鞋7万双，皮鞋1

万双，产值92万元。博山鞋帽厂(现为淄博鞋

帽厂)1973年筹建注塑布鞋生产线，翌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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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投产。产品由原来单一加工布帽发展成为

能生产布鞋、布帽、草帽等产品的专业鞋帽

厂。

进入80年代，淄博鞋帽生产厂家大都转

产皮鞋及其他产品，市属专业鞋帽生产厂家

仅剩淄博鞋帽厂一家。1982年，淄博鞋帽厂

将原来44型缝纫机全部换成96型上工牌缝

纫机，布鞋注塑成型全部采用较先进的圆盘

注塑机，年产男女高跟布鞋，男皮素头布鞋

72万双，布帽13万顶，童衣1200件，工业总

产值29．3万元。后新上发泡注塑男女儿童布

鞋、布礼帽等产品。1985年，淄博鞋帽厂有职

工285人，固定资产原值59．7万元，完成工

业总产值为187．2万元，利税总额9．3万元，

生产塑料鞋8万双。

此外，乡镇企业和区县属城镇集体企业

中也有生产鞋帽的厂家。1985年，淄川区罗

村镇塑料厂生产塑料鞋71万双；淄川崇山塑

料厂生产塑料鞋4万双；博山区博城鞋厂生

产布鞋1．19万双；周村鞋厂生产布鞋36．67

万双；桓台县鞋服厂生产布鞋52．75万双，淄

川皮件服装厂生产缝制帽10714顶。

第四章家具工业

第一节 简 况

清末，淄博地区即有木工作坊生产方桌、

棕床、太师椅等日用家具和农具。

1920年《临淄县志》载；“木器渐仿新式，

马岱庄产门材，新式椅产于北官庄，各地工艺

赛会，屡蒙奖来赉焉”。30年代《博山县志》

载：“城关木工所制桌、椅、床、箱、凳、屉、镜柜

等，严缝细整、油漆光泽，为他县所不及”。做

的秦腿大床、太师椅等产品，远销青海、天津、

青岛等地。此时博山木工作坊多达几十家，以

彭光岭、彭少端做的三楞脚书桌，刘升修做的

旋腿圆桌、花茶几等最出名。1937年日军入

侵淄博后木器手工作坊大都歇业。

建国后，淄博木器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1952年，博山孝妇河东片的木工成立河东木

业组、夏家庄木业组、万山木业组，1954年三

组合并成立夏家庄木业社。城里和河西片的

木工组成博山土木建筑前进合作社、木业一

社、二社、三社、四社、油漆组。1961年，在原

博山土木建筑前进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博

山木器合作工厂。1968年，博山大同木业社，

博山铁木社制修厂等并入，称为博山木器厂，

成为市内规模较大的木器专业生产厂家。

临淄县(4-临淄区)在1952年建立辛店

木业供销生产组。1952"1956年先后建立起

7个木业生产合作社，职工210人，产值每年

在20万元左右。1958年，上述各社相继并入

县农机修配厂、农机制造厂。1962年部分木

工又从临淄农业机械厂分出建辛店木业合作

社，生产设施简陋，职工仅33人。在合作化时

期，淄川、张店、桓台等地的木工业户也联合

成立木业社(组)。1964年，周村建木工油漆

供销生产社，有职工22人，年产值1．4万元。

建国前，淄博木器业除博山制做传统大

漆木器之外，其他地区只有零星几家。所用工

具是传统的锛、凿、锯、斧等，生产一些粗大笨

重的木制箱、柜、椅产品。1960年，博山木器

厂创造木制机器22种、计28台，提高效率

15倍，机械化程度达到83．2％，同时，利用刨

花、木屑生产出了“再生木”。时主要产品有八

仙桌、罗汉椅子、锁地书桌、灯挂椅子、罗汉

床、三元腿床、箱橱、衣橱、柜橱、柜头等民用

家具及办公桌、写字台等，皆为传统大漆木

器，产品质量列全市第一。1961年工厂月产

{}鲨I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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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器7000件。．

临淄木器业五六十年代则主要生产家具

及小农具，木制水车、马车上棚、小推车上棚。

周村木器产品多是喷上各色油漆，色彩绚丽，

式样美观，顾主十分喜爱。

自60年代中期开始，淄博木器行业生产

工艺实现机械生产流水线，1964年广泛使用

电锯、轮子锯、万能活面锯、电刨机、自动压刨

机、木旋床、开榫机、打卯机、严缝机等。1964

～1969年期间，博山木器厂仿制上海大衣橱

及其在淄博市的变形产品，风靡一时。继之试

制成功钢木家具、刨花板、软面椅子、电镀折

桌等。1970年，临淄区木器厂增添设备，产品

结构向中档家具发展，生产出大漆家具，各种

三开门衣橱、沙发、酒柜、高低柜等。1978年，

全市共生产家具10．23万件，其中木制家具

5．31万件，金属家具4．92万件。周村木器厂

从1980年起，以沙发为龙头，引进国际先进

设备，年生产能力为沙发10万件、席梦思垫

3万件，成为省内规模最大的软家具专业生

产厂，所生产的“凤阳”牌沙发，花色品种125

个，先后有21个荣获省市一、二等奖，其中

1—9型沙发获山东省二轻厅颁发的“明星

杯”，1984年被评为省优产品。

1985年全市较大的木器家具生产厂家

有博山木器厂、淄博沙发厂、张店木器厂、临

淄木器厂、淄博沙发座垫厂、淄博家具配件厂

等6个，固定资产原值3339．2万元，主要产

品有柜式家具、仿古家具、板式家具、组合家

具、钢木家具、沙发、席梦思等，产值总计

1641．1万元，年产各种家具10．99万件。

1985年家具行业主要企业一览表

最早
工业

全部

经济 开工 企业
总产值 全部 利税

产品 数量
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1980焦 职工

固定资
总额

．名称 (万件)类型 生产 规模
不变价) 人数

产原值
(万元)

年份 (万元)
(万元)

淄博市博山
博山区
双山西 集体 1956 小型 603．4 663 491．7 71．8 家具 1．6

木器厂
路

周村区
淄博沙发厂 集体 1964 小型 601．4 216 113．9 80．1 家具 4．8

和平街

淄博沙发座 张店区
集体 1973 小型 56．4 97 17．5 t．6 家具 O．23

垫厂 西门外

淄博家具配 淄川区
集体 1953 小型 92．5 132 ．70．1 7 家具 1．

件厂 昆仑镇

淄博市张店
张店区
向阳一 集体 1954 小型 180．1 233 107．6 13．9 家具 2．1

木器厂
路

临淄区
临淄木器厂 集体 1962 小型 107．3 117 89．1 9．7 家具 1．26

辛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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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篇二轻工业

第二节’主要产品

博山大漆家具

博山大漆家具，以选料考究、做工精细、

美观坚固、漆光闪亮形同紫檀而著称于世，在

明清时期已负盛名。其制漆及调制工艺皆由

陕西传来。

民国初期，博山大漆木器尤为兴盛。此

时，博山木工作坊多达几十家，所做秦腿大

床、太师椅子等产品远销青岛、青海、天津等

地，彭家做的三椤脚书桌，刘家做的旋腿圆

桌、花茶几子等也很有名，每逢博山大集、木

器市各色木器数量多、品种全，交易兴盛。

1938年后，博山大漆木工作坊大部歇业，民

家甚少加工，大集木器市场自行消失。

1948年，博山解放后，失业工人组建起

木业社发展大漆木器生产。1964年，以博山

木工生产合作社为主联合其他几个木业社组

建起博山木器厂。1964年前，主要生产传统

的大漆木器，产品有八仙桌、罗汉椅子、锁地

书桌、灯挂椅子、罗汉床、三元腿床、箱橱、衣

橱、柜橱、柜头等民用家具及办公用的办公

桌、写字台等。1964，-．,1969年，博山木器厂仿

制上海大衣橱及其在本地的变形产品，风靡

一时，旧产品多被淘汰。80年代起，博山大漆

木器在继承传统的柜式结构的基础上，又推

出板式家具、现代组合家具等新式样。1980

年12月，博山木器厂生产的大衣柜获轻工业

部优质产品奖。1983年11月26日博山木器

厂刘同森试制成功ToC一82—1透明大漆，

为国内家具工业增加了一种高级木器涂料。

1985年博山木器厂产各种家具1．6万件。除

博山木器厂外，离博山城关偏远的乡镇也有

博山大漆木器加工厂。1953年成立的石马制

修厂兼产大漆木器；1979年增添山头河南西

油漆加工厂和安上四队木工组。从1981年至

1985年又先后成立22个大漆木器加工厂。

至1985年，乡镇村办的木工厂共有25个；工

厂占地面积85137平方米，建筑面积10125

平方米，共有职工636人，拥有固定资产总值

6711万元，流动资金97万元，机械设备87

台，工业年总产值204万元。

凤阳沙发

淄博地区过去曾自产过部分简易沙发，

但产量较少。1982年淄博沙发厂新上沙发

系列产品，商标为“凤阳”牌。该产品软体部分

系用聚氨酯泡沫材料，面料有人造革、沙发布

和高档化纤纺织品等，式样有竹节式、比利时

式、港式套沙发。1982年创造工业总产值92．

1万元。在“凤阳”沙发带领下，淄博地区许多

家具木器厂和个体户也纷纷仿制沙发，投入

市场，仅周村就有70余家。1984年，淄博沙

发厂生产的1—9型单人沙发被评为山东省

优质产品；竹节式、比利时式、港式沙发在山

东省二轻工业建国三十五周年汇报展销会

上，质量名列全省第一，荣获“明星杯”；全年

创工业总产值达248．1万元，利润12．5万

元。1985年淄博沙发厂生产各种沙发6．3万

件，品种达122个。“凤阳”沙发畅销于北京、

青岛、济南、德州、聊城等省内外60多个市

县。胶东农村中流传着“娶新娘，买凤阳”的美

誉。

第三节 企业简介

博山木器厂

博山木器厂位于博山郑家峪，1985年工

厂占地面积50846平方米，有职工663人，固

定资产原值491．7万元。

工厂始建于1956年，时称土木建筑合作

社，是由当地木工作坊，小型木器铺、手工作

坊等联合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主要经营土

木工程、房屋建筑、木料加工等业务。后几经

调整，至1968年成为全市较大规模的木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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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篇二轻工业

业生产厂家，并改称博山木器厂。该厂昔以博

山大漆木器为本，生产古老的锁地书桌、太师

椅、罗汉床及其笨重的柜、橱和办公用品。后

对生产工艺进行发掘、创新，产品式样日益推

新，先后研制出镀铬金属家具、透明漆钢木家

具、刨花板等一系列具有现代风格的花色品

种。1980年大衣柜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奖。

1981年钢软面椅在山东省家具公司同类产

品评比中被评为第一名，1983年透明大漆套

装家具获市家具公司创新一等奖。

1984,--,1985年，该厂相继引进罗马尼亚

的镂铣机、纵向双端铣、横向双端铣、多头钻、

抛光机、淋漆机、剪板机板式家具设备和日本

的喷胶圆棒打入机、切片机、封边机、磨刀机、

家具装饰设备，年生产能力为；木家具3万

件，钢木家具15万件，刨花板2000平方米。

产品有板式、柜式、宾馆家具、式样多达85

种。木家具中，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大

漆拿面桌、四拿棕床等为省内独树一帜的名

牌产品；烤漆桌、软面椅等带有殴美式样的各

类家具亦成市场上的畅销产品。1985年该厂

共生产钢木家具1．6万件，完成工业总产值

603．4万元，实现利润71．8万元。

淄博沙发厂

淄博沙发厂位于周村区周邹路，1985年

工厂占地面积194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7000平方米，有职工209人。

该厂始建于1964年，当时厂名为木工油

漆供销生产社。主要业务是油漆木制家具，靠

手工操作。1965年有职工22人，完成产值1．

4万元。1966年，更名为木工油漆社，1970年

改为木器社，有固定资产13．5万元，主要从

事木器家具的生产。1974年完成产值20．6

万元。1978年该厂职工发展到153人，完成

产值35．65万元，生产木制家具5000件。

1982年，该厂调整产品结构，创出了驰

名省内外的“凤阳”牌沙发产品。1984年1—

9型沙发被评为省优产品。并捧回了省二轻

厅的“明星杯”。1985年该厂有固定资产原值

113．9万元，完成产值总产值601万元，实现

利润41．53万元，在全市同行业中名列第一。

张店沙发座垫厂

张店沙发座垫厂，位于张店区西门外。

该厂前身为淄博市邮电局家属工厂，始

建于1973年5月，当时仅16人。1974年增

至30人，主要产品为各种沙发座垫。

1979年有职工71人，固定资产2万元。

年产值30万元，利润5万元，全员劳动生产

率5085元／人。1980年10月，转为区办集体

企业，更名为张店沙发厂。

1984年4月上收淄博市二轻局，1985年

厂区面积3538平方米，建筑面积1764平方

米。年末职工97人，固定资产原值17．5万

元，完成工业总产值56．4万元，利税4．6万

元，生产家具2275件。

第五章家用电器工业

第一节 电子元件

1965年，周村制镜厂开始试制玻璃釉电

容器，次年正式生产合格产品，为山东省填补

一项空白。1970年以后，从单纯生产小型玻

璃釉电容器发展到生产耐高压的CL型和大

容量的高介陶瓷玻璃釉电容器，年产能力达

到100万只，产品畅销各省和北京、广州、成

都、郑州等地的整机单位及部分高等院校等

科研单位。

1972年该厂开始研制生产收音机中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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