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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禹城县物资志》的编修，．足在“七·五”计划开始之际．

政治安定网结，经济令闯振兴的人好形势下进行的。，

本志t要记述了1 964年4月至1 985年l 2月31 El，二十年零八

个月．禹城县物资机构的演变及经营活动的堆本内容。近七万字，

分十章、三十一节。收集资料五十余万字。

《禹城县物资志))，，降持以马列宅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

按照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

点突出。它将全县物资企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地，系统地

记述。因此。它对物资系统的经济改革、宏观管理的改善、物资

企业活力的增强、经济横向联系的促进，保证国民经济计划持续、

稳定、协调发展．都将起到勿庸蔑疑的作用。

本书的编修t作。二直得到“县志办”的帮助和公司、厂、

站负责入的支持．‘以及物资系统老前辈的指教。在此．表示深切

谢意! ：．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锂读

者，提出宝贵意见．不吝指正，：

禹城县物资局长贾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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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 例

一、‘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图文并茂a计十章，。三十一节。

． 二、资料来源于禹城县志资料；物资局档案资料；局下属六

个公司和一个厂五个物资供应站的资料；还有在此工作过的老前

辈“知情人"的口碑资料。。 √

三、在断限年限上(1964年一．1985年)作了追溯和延伸。

四、所涉及的古代年号，都标有公历年号。

五、禹城县物资局的平面示意图是根据1985年县城规划后绘

制的o

．六、对党政领导人和企业负责人的职称，均以上级任命文件

为准。

七、包括内容：‘六个公司、一个厂、五个供应站。

八、本书的度、量、衡皆采用公制单位。

九、本书分为三个时期叙述，即：三年调整时期、文化大革

命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重点写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十一本志坚持“三新”、“两性"、 “两特点’’，即： (新观

点、新内容、新材料；科学性、系统性；专业特点、地方特点)
，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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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 事记

1937年7月7日至1949年间，禹城县火车站南小闰庄、韩庄，

先后开设了三家煤栈。即：大生煤栈、大来煤栈、福成煤栈。

1950年5月。中国煤业器材公司山东支公司济南分公司禹城

煤业器材经营处成立。

1953年，禹城县火车站南的“三家煤栈”与禹城县经营处公

私合营，

1954年至1956年，禹城县煤业器材经营处赊销煤炭二十五万

吨(向农村)。欠款经国家批准减免。

1956年4月，国家批准建立山东省木材公司禹城支公司。

1957年7月，山东省木材公司禹城支公司与禹城县煤业器材

经营处合并为煤木支公司。

1957年12月，煤木支公司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本公司错划四

名右派分子o

1958年4月，禹城县煤建公司支援济南市煤炭三万八千吨。

受到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的嘉奖。

1958年的“五风"，严重干扰了物资工作，管理混乱、亏损一万

元。

1963年，禹城县煤建公司，隶属德州地区商业局，‘实行独立

核算o

1964年3月29日，禹城县物咨局建立。
。

1965年底，物资局开展“四清”运动。 ．

1967年2月，禹城县物资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后成为

1



权力机构。

1970年，禹城县物资系统，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1972年，物资局恢复了党组织活动。建立了“文革”后第一

届党支部。

1973年2月，恢复了禹城县物资局原名，领导权归物资局。

1975年，建办公楼一座，建筑面积达八百二十五平方米。’

1979年8月26日，禹城县物资局为禹城县轮胎翻新厂扩建投

资二十八万元。

1979年初，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命名禹城县物资局

为“大庆式企业刀，授予锦旗一面。

1979年5月，县府批准，商业局把煤建公司移交给物资局管

理。煤建公司更名为禹城县燃料公司。

1980年，物资局对下属公司部分项目试行承包责任制。

1982年，禹城县物资局成立禹城县物资综合公司、禹城县机

电设备公司、禹城县物资服务公司。同年，对冤假错案平反七起。

1984矩10月1日，禹城县物资综合公司分建成禹城县金属建

材公司、禹城县木材公司。

1984年，物资局更名禹城县物资公司对外仍启用禹城县物资

局印章。

1984年底至1985年春．物资局五十五名党员，参加县委整党。

全部予以登记。

1985年春节后，物资系统召开第一届运动会。省体委命名禹

城县物资局为“体育活动月先进单位”。

1985年，禹城县物资局和省外十六个单位，建立了横向经济

联系o

1985年，禹城县物资企业整顿，达到“五项标准"要求，全部

2



’

’

验收合格。六个公司、一个厂，皆获。。五好之家”光荣称号。燃

料公司被评选为地区“先进单位，，，荣获锦旗一面。

1985年7月，．“职工之家’’验收合格。

1985年j金属建材、机电设备、燃料公司等三个单位召开

首届职工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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