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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机电志”是记述德州地区机电设备公司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

八三年二十一年来在业务、财务、储运、行政等方面发展情况的志

书。

“机电志”的编写工作，是在地区史志办公室和物资局史志办

公室的组织指导下；在本公司党政领导的具体安排下，于一九八四

年三月份正式开始，九月底完成初稿的，历时七个月正，其间，共

翻阅文件档案四十余卷，抄录资料近十万字，并召开了有关人员坐

谈会和进行了个别走访，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鉴别的基础上，’按照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尊重史实，以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原则

编纂成志。

该志共分七篇十一章十九节，节内有目，其内容包括：机构沿

革和领导人的更迭；各个时期的机电产品的购进和供应；财务管理

和五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仓库管理；行政管理和党团、工会组织

等。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以及资料缺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领

导和同志们不吝指正。

机电设备公司史志编写组

负责人：杨文博、岳秀海、王秀梅

编 写：韩继增、刘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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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德州地区机电设备公司现设地区物资局办公楼内，为全民所有

制国营企业，其任务是：在组织机电产品流通过程中，认真贯彻

“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的物资工作方针，更好的为实现社会

再生产服务。

德州地区机电经营机构最初是一九六三年专署物资局业务科中

的机电组，一九六四年成立了机电科，一九六六年在机电科的基础

上建立了机电供应站，一九七三年才改称机电设备公司。

德州解放前，机电产品的经营是以私营商业出现的，那时有两

家电料行；第一家是长春电料行，经理是王长春；第二家是新丰电

料行，经理是王贻贵，地点在太平街路北。电料行的任务是承接电

灯的按装、修理并兼营收音机和电讯电工器材。

一九五六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长春电料

行加入电气合作社；新丰加入了五金总店。当时，德州的工业企业

不多，jti!A年以前只有建华铁工厂、东兴油厂、德荣棉织厂、电厂

等几个单位，但它们所需要的机电产品由于从德州买不到，都要到

外地采购。

一九五八年，德州建立市物资局，六一年又建立了专区物资

局，从此机电产品就归物资部门经营了，工厂企业所需一般机电设

准备不必再到外地购买，特别是物资局设立了专门的机电设备经营

机构之后，德州的工农业生产维修和基本建设所需机电设备，基本



上都可由本地供应了。

德州地区机电设备经营机构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A_--年二十一

年来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对德州地区的贡献也是显著的。

首先从企业本身的变化来说：在组织机构和人员方面，由最初

五人组成的机电组到拥有八十九人的机电设备公司；在经营品种和

销售金额方面，由开始经营几百种小型机电产品到经营几千种(包

括大中型)机电设备，年销售额由一九六六年的一百七十七万元到

一九A--年的一千四百二十一万元，在仓储运输方面，七五年以

前，公司本身没有仓库，也没有任何运输工具，七五年以后，公司

自己才有了面积为三千多平方米的库房和一万多平方米的场地·，并

且有了汽车、铲车等运输工具；从经营方式上，由原来单纯的计划

进货和计划供应，发展到多渠道进货和敞开供应。

从整个地区和德州市的变化来看：一九六三年全区工业总产值

为八千四百一十四万元，一九／＼-年达到十七亿九千零三十万元；

一九六六年德州市工业总产值为五千六百七十_-2r元，一九／＼-年

达到四亿八千零零五万元；电业发展情况方面，一九六三年全区发

电设备容量为七千七百五十千瓦，全区线路为二百二十四点五公

里，一九A．-年全区发电设备容量达到二万八千五百千瓦，全区线

路达一万七千四百-+-点八公里；交通运输方面，六十年代的德

州其运输_72具基本上只有人拉地排车和冒着黑烟的机动三轮，到了

八十年代，运输部门已全部换上了载重汽车和大客棚等运输212具，

机关单位大部分都配备了吉普车、旅行车或小轿车。

上述德州地区几个方面的发展变化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和党的政策的英明之外不能不包含着地区机电经营机构的工作

成果，这就是--i--年来源源不断地供应了无以数计的各类机电产



品，从轴承到机床，从丝锥到台钻，从各种电线到变压器，电动

机，仪器仪表，从摩托车到大卡车，从这些机电设备的供应工作中

体现了地区机电设备公司八十九名工作人员二十一年中付出的辛勤

劳动和为促进德州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改善全区五百万人民

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做出的贡献。

德州地区机电设备公司二十一年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

首先经历了第一次经济调正，在“调正、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指引下，物资管理刚刚走向正规，紧接着经受了“文化大革

命”十年动乱，粉碎“四人邦”后重整旗鼓，在物资系统学大庆运

动中，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各项经济指标均超历史水平，但是由

于整个经济政策没有改革，业务开展仍然受着局限。一九七八年十

二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国民经济开始了新的调正，在新形势

下，机电公司打破老框框，采取新措施，根据党的对外开放、对内

搞活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大抓市场调节，变被动为主动，机电经营

业务突飞猛进，在物资供应上开创了新局面。

德州地区机电设备公司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种种原

因，在经营管理上还存在着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某些弊病，企业

。还缺乏一定的活力，这将有待于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改进去克

服。

附：机电公司位置图

机电公司人员情况表

经营范围和经营品种表

五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表

历年资金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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