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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东平县委书记

东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朱永强

郭德文

在全县人民昂首进入二十一世纪圆满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

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十一五"规划之际，一部全面记述东平工业发展轨迹

的专业志书一一《东平县工业志》编纂完成了。这是全县工业战线值得庆贺

的一件大事。她对于再现和研究东平工业的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服务

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工业企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县域经济的发

展速度。“无工不富”这是向以农业为主的东平人民多少年经济拮据的深切

体验。从上世纪中叶至新世纪初的五十余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发展工业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东平各类工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县形成了化工、纺织、机械、食品、建材、轻工、

工艺美术等十多个行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九十年代以来，全县先后组

建了6家企业集团，1家升为国家大型(一)企业，10家升为国家中型企业，

到2004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10家，销售收入达到47．6亿元，工

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建国初的1．7％提高到45．8％。工业产品品种由建国

初期的简单农用工具和日用食品，发展到在国内外市场占有一定份额和竞争

力的1000余个品种。先后有大麻化学脱胶工艺、健美保健酒获国际金奖，

60余种产品获国家和部、省级科技进步奖，18家企业获IS09001、IS09002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5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率占规模

工业增加值的14．2％。100余种工业产品出口到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伴随

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工业管理和专业人才脱颖而出，先后有1200

多名同志担任厂级干部，有的成为全国和省市劳动模范，有的成为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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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有的走上了省、市、县的各级领导岗位，这都是东平工业的光荣、骄

傲和自豪。“十五"期间，全县工业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各级以空前的创业

激情和开拓精神，抓园区、建载体；抓招商，引外资；抓改制，增效益；抓

环境，重服务。园区建设日新月异，招商成果捷报频传，引进的工业企业形

成了快速膨胀的产业集群，带动全县经济驶入了跨越发展的快车道。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编纂新方志是两个

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古往今来，凡志在兴邦立业的

有识之士，无不重视编史修志，故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的古训。2005年9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山东省地方史志

工作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把修志纳入了法制建设的轨道。从这些意义上讲，

把东平工业发展的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工业的重大变化载入史

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符合工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迫切愿望和

要求。《东平县工业志》的成书和出版，是对东平经济的一大历史贡献，不

仅填补了县域文化产品的一项空白，更是全县人民“前有所瞻，后有所鉴"

的宝贵精神财富。 j

《东平县工业志》以完整性、真实性和系统性为宗旨，谨遵“求实存真，
‘

述而不作，褒不溢美，贬不过实"的原则，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辩，务求

体例完备，结构严谨，内容翔实，脉络清晰，诚为信史，资料丰富，信息密

集。真实全面地记载了东平县属工业、乡镇工业、民营工业、外资工业的发

展状况，列示了每家企业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同时，还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对

部分重点工艺、关键设备、名优产品作了简介，对工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

任职届满的厂长经理以及民营企业家和高级专业人员作了人物简介，文字简

明，语言朴实，涵盖面宽，堪称东平工业的小百科全书。它的出版发行，必

将对东平的改革开放和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望有志于东平工业

发展的各级领导和企业界人士，加强对工业志书的研究，从中找出有借鉴意

义和规律性的东西，用科学的发展观作指导，为东平工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键菘期疆浔lJ

日四L●月一／／年六OO二



凡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执政党理论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真实地反映东平工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使它真正起到为现实服务和历史借鉴的作用。

二、体裁

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简介、照片等八种体裁。

“述”，叙述东平县工业发展概况。

“记竹，按编年的方法，记述全县工业的大事，涉及人物限定在县属

企业正职和主管部门副职以上。

“志”，为全书主体。

“表”，汇总了全县工业企业历任负责人任职时间、各种有关统计数

字。

“图”，标示全县工业企业分布位置以及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座标图；

“录”，记录了东平工业劳模人物和专业技术人员姓名、职务、受表

彰的时间、荣誉称号；专业技术职务的晋升时间；名优产品的基本情况。

“简介"介绍自1 97 O年以来，任职的工业副县长；工业主管部门主

要负责人；任职一届以上县属工业企业主要负责人；乡镇优秀企业家；外

资工业企业、部分民营规模工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工

作简历。

“照片”，直观而形象地反映全县工业的概貌和发展。

三、资料来源

一是查阅大量档案、统计报表，，历史文书、工作日记及会议记录；二

是采访、函告、登门座谈，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三是查阅有关志书；

四是各企业提报的有关资料。凡用于本志的资料，均经多方考证，反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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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认真鉴别，文中不再注明出处。部分表格内空白处因资料欠缺未填。

四、结构

本志结构形成，皆以编、章、节、目出现，依时记述。封面之后，扉

页正面为志书名称，背面为编委会等机构人员名单，照片、序、凡例、目

录、概述、大事记，以下按编目排列，为志的主要内容，共六编二十九章，

一百二十二节，后为重要文件辑存，后记。

五、断限

本志内容，上限为1 8 62年，下限为2004年，大事记下限为2 005年，

个别记事因事而异上溯或下延至搁笔。

六、文体与文风

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各类目以时间为径，以事为纬，经纬结合，

贯通先后。志书中所反映的观点，均寓于记述之中。

文风上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流畅，通俗易懂，力戒夸张和滥用形

容词及大话、空话、套话、假话。

七、称谓

各个时期的政治机构，职官姓名，以当时的历史习惯称谓，不另加政

治性定语。对人物直书其姓名，除必要时用职务外，不加“同志”、“先生”

之类称呼。“入党”指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八、名称

凡历史沿革中所涉及的地名、厂名，一律按当时的地名、厂名。

九、纪年

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数字

本志中所采用各种统计数字，大都采用各级统计部门或业务部门存档

的数字。‘个别为调查核实后确定的数字。因统计范围和口径不同，个别数

据存有差异．

十一、标点符号

依据《新华字典》附录的《标点符号简表》使用，力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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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向以农业为主，工业相对薄弱。

清初，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缓和了

阶级矛盾，晋、陕和省内济南、周村、章

丘、高唐等地商贾竞相来县开办实业，纺

织、造纸、酿酒、榨油、烟草、铸造等手

工业日兴。民国初，民族工业一度崛起，

兴办了织布厂、面粉厂、电灯公司等。抗

日战争时期，日军疯狂实施“三光”政策，

县内人口大减，经济濒临崩溃。抗战胜利

之后，民主政府重视发展工商业，支援解

放战争。1948年，东平解放后，经济开始

恢复。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977．6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仅占1．7％。

建国后，在合作化运动中，县内兴建

起一批小型的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组

织形式，是在县供销社生产科领导下，由

个体生产者组成；生产分配方式是，设备

自带，租赁厂房，自购原料，自销产品。

资金一般为每个职工入股36元，分配按

劳动分红。1953年，组织起生产合作社4

个，1954年发展到12个社组，1955年发

展到26个社组，同年建立起东平县手工

业联合社。1957年底，全县手工业合作组

织发展到39个，个体手工业户228户，

工业总产值1868万元，职工3979人。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全

县相继成立了10处人民公社。遵照中共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

必须大办工业”的指示，当年发展公社工

业365处。县属工业先后建设投产了发电

厂、铁矿、冶炼厂、水泥厂、被服厂等10

家企业。这些企业的兴建，使工业系统有

了一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从生产方式和

设备工具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改进，增

加了柴油机、手摇车床、皮带车床、台钻、

猪咀炉、鼓风机等：从产品上增加了电、

焦炭、生铁、铁矿石、轴承、水泥等。 ．。

1959年10月，东平县建制撤销。县

域分别划归平阴、梁山、汶上三县。县属

和公社工业企业随之变迁。

1961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共中央

制定颁发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的

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

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即“工业七十条”。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

求，对全县工业进行了调整，国营工业14

处，职工759人，撤并7处，精简467人；

公社工业24处，职工836人，经过调整，

有12个企业转为县手工业合作组织，撤

并12个，下放职工666人；大队手工业

386处，1598人，调整为32处，职工96

人，下放生产队335处，下放职工15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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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恢复东平县建制，东平

县工业局、手工业联社、手工业管理局随

之恢复。根据中央和省、地委指示，压缩

非农业人口，继续精简职工，又精简1447

人。到年底，全县职工4842人。在精简

职工的同时，根据工业发展的需要，新建

了东平县酒厂、五金厂、面粉厂等。县属

工业企业增加到20个，其中三个国营工

厂，十七个集体企业，生产规模和能力有

了较大发展。当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等

原因带来的物资短缺，部分工业产品和原

材料供应，纳入严格的国家调控计划。

1963年至1964年，粮棉油等生活必需品

的生产和加工企业，先后由中央粮食部、

省粮食厅主管；酒厂、印刷厂由省轻工厅

主管；副食品加工厂由省商业厅主管：棉

花加工厂由省供销社主管；农具厂由省农

业厅、省机械管理局主管；发电厂由省水

利厅、省电力局主管。1965年随着经济的

发展，陆续下放到市、县管理。

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三年

恢复时期。这期间，党和政府坚持“以农

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

的总方针，手工业生产围绕农时季节的要

求，本着“质量第一、品种齐全、修制并

举、物美价廉、因地制宜、不误农时”的

原则，突出抓好支援农业的中小农具和城

乡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日用消费品的生

产。本着先修后造、以修为主，主要抓：

春播工具“四大件”(犁、耧、耙、耢)，

四柄(镢、镰、铣、锄)：运输工具三车盘

(胶轮、大车、地排车)；积肥工具三筐(车

筐、抬筐、粪筐)；场间五大件(权、笆、

扫帚、簸箕、扬场锨)：车马辕具三大件(坐

鼙6【、驮揪、套)。采取前店后厂，赶集摆摊、

串街串乡等流动服务方式，开展工业支援农

业活动，工业农业都有了一定发展。

1966年至1970年为国民经济第三个

五年计划时期，也正是全国文化大革命高

潮阶段。虽然动乱和造反给工业生产带来

一定影响，但由于工业战线干部职工坚持

发展工业生产不动摇，全县工业仍保持了

比较可观的发展局面。手工业方面：县里

制定下发了《关于支援农业生产、开展副

业生产的意见》，建立健全了县、公社、大

队三级农具修配网，农副产品加工网。组

织“九匠、四坊、五编、一加工”，增加公

共积累和职工、农民收入。“九匠”即：铁

匠、木匠、石匠、泥瓦匠、皮匠、窖匠、

银匠、小炉匠、各种修理匠；“四坊”即油

坊、弹花坊、缝衣坊和磨坊；“五编”即：

草编、苇编、条编、竹编、蒲编；“一加工”

即为大工业加工包装皮，有稻草绳、稻草

包，羽毛制品等。到1970年，全县工业总

产值达到759万元，比1962年增长287％。

1971年，组建东平县工业局以来，全

县工业在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转变

为工厂化生产。

电力是大力发展工业的先决条件。自

1968年东平至石横35KV输电线路接通之

后，东平电力发展迅速。1984年供电量达

到8153万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达到

4658万千瓦时。为全县工业企业的兴建和

发展创造了条件。

1971年前后，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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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五小”工业(即小氮肥、小造纸、

小水泥、小五金、小煤矿)。有了电力作

保证，县委、县政府决定，先后兴建了东

平县化肥厂、造纸厂等14家企业。在建

厂过程中，各企业干部职工以大办工业，

强县富民的高昂热情，发扬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的精神，战严寒、斗酷暑、睡工棚，

顽强拼搏，使兴建的工业项目一个个相继

投产。

为了壮大县属工业实力，针对东平县

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1971年1月，县委

决定，将下放公社管理的七处铁木业社改

为农机修造厂，并转为县属工业企业。

1972年，县属工业有72种产品列入

国家计划。其中，列入中央计划的13种，

列入省计划的38种，列入地区计划的12

种，列入县计划的9种。列入中央计划的

产品有：县农机修造厂生产的1105汽缸

盖、2105汽缸盖、1140汽缸盖：农机二厂

生产的水泵配件：造纸厂生产的有光纸、

凸板纸、火柴盒纸；棉织厂生产的棉布；

针织品厂生产的合股线；服装厂的布鞋等。

这些产品数量和质量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1978年9月，国务院号召开展第一个

“质量月”活动。县里召开了动员大会，

工业主管部门和各企业认真制定实施方

案，严格考核，切实抓好检查评比，把“质

量月”活动搞的扎扎实实，富有成效。通

过“质量月”活动，创造总结出一些质量

管理的好经验。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各企

业都实行了“四不”、“三包”。“四不”即-

原料不合格不进厂，材料不合格不投产，

毛坯不合格不加工，产品不合格不出厂。

“三包”即：包修、包换、包退。之后，

县属工业年年开展“质量月”活动。产品

质量优级品、一级品、二级品率达到了“四

四二”的要求，即优级品40％，一级品40％，

二级品20％，消灭了三级品。到1984年，

有七种产品被评为全省和地区名牌产品。

七十年代，全县工业深入扎实地开展

工业学大庆活动。大庆，是党中央、毛主

席树立的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

庆人创造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注①

的工作态度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自上世纪

六十年代以来，对推动全县工业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1971年至1980年，县委、

县政府多次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树立和

表彰学大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有力地

推动了企业生产建设。1975年，县化肥厂、

农机厂等企业组织高产拉练。化肥厂提出

反骄破满立新功，决心攻克“330”；农机

厂奋力拼搏夺高产，动员全厂职工打响

“150”战役，全县工业到处呈现出学大

庆热气腾腾，搞建设大干快上的新局面。

东平县化肥厂被树为全国化肥战线百面

红旗之一，合成车间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

表彰会，造纸厂、针织品厂等企业被省市

评为学大庆先进单位。

知识是兴业之基，人才是立业之本。

“文革”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大

中专毕业生分配发出了“面向工厂、面向

农村、面向矿山、面向边疆”的号召。1966

年至1970年五届127名大中专毕业生相

继分配来东平，大部分分配到企业工作，

成为东平工业发展的宝贵财富。1971年以

来，特别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各企业注重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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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了技术组，有的让专业人员承担产

品技术攻关课题。1981年前后，这部分专

业人员有的晋升为工程师。到1984年，

有27名大中专毕业生担任了企业副厂级

以上领导职务，占全县企业时任副厂级以

上干部总数的25％。企业干部队伍向知识

化、年轻化、专业化迈出了一大步。

在注重发挥专业技术人才作用的同

时，工业主管部门和各企业把提升职工的

文化技术素质放在突出位置，采取不同形

式，组织职工学文化、学技术，各企业相

继办起职工文化夜校，“七·二一”工人大

学，80％以上的职工参加了文化夜校学习。

1979年12月，县工业局组织全系统“通用

工种”工人应知应会考试，考试工种35个，

2200余名职工参加考试，及格率在95％以

上。工业企业职工学文化、学技术形成风气。

． 1979年之后，县属工业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农村联产承包的

经验移植到工业企业管理中，推行了多种

形式的经济责任制。1981年，县财政对国

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超利润分成，二轻

集体企业由统负盈亏改为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为提高经济效益，各企业从加强基

础工作入手，在制定比较先进合理劳动定

额的基础上，有的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

有的实行计件、超定额计件工资：有的实

行小段承包、百分计奖；有的实行联购联

销。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使国家、

企业、职工个人利益相联系，责、权、利

相统一，经济杠杆的作用调动了干部职工

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各项生产和上缴

任务的完成。

198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国营企业

进行全面整顿的通知》，县委、县政府在

县化肥厂进行整顿试点，然后在县属企业

全面推开。整顿领导班子、整顿劳动纪律、

整顿生产现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收到

明显成效。继1983年地区对化肥厂整顿

验收合格后，1984年底，全县17家县属

工业企业整顿验收均达到合格标准。

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企业民主

管理的重要内容，是职工当家作主，发挥

主人翁作用的重要组织形式。1981年，中

共中央颁发《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

暂行条例》之后，县委批准县总工会和县

工业局在化肥厂进行了职工代表大会试

点，并组织各企业参加了化肥厂首届职工

代表大会现场会。县总工会举办了80名

专兼职工会主席训练班，系统学习有关企

业民主管理、职工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知

识，为推行职代会制度打下基础。当年县

属18个企业相继召开了首届职代会和职

工大会。县委高度重视并亲自抓职代会工

作的做法，受到省委、省总工会的充分肯

定，号召在全省予以推广，有力地促进了

企业各项工作的开展。

到1984年，全县县属工业基本形成

化工、机械、纺织、食品、建材、一轻、

二轻、煤炭等八大行业的骨干企业。县属

工业职工人数达到6350人，比1971年增

长179％；工业总产值达到5695万元，比

1971年增长479％；销售收入6127万元，

比1971年增长523％；实现利税627万元，

比1971年增长33．39倍；固定资产达到

4137万元，比1971年增长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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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全县县属工业开始由经委统

一管理，围绕“七五”和“八五’’经济发

展规划，从指导思想和实施措施上，实现

了从围绕农业办工业到围绕市场需求办

工业的转变。县委、县政府做出“重工、

强农、兴商、科教兴县”的重大决策，把

发展工业放在发展经济的突出位置，围绕

搞活企业，提高效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促进了全县工业稳步发展。

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

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

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

格、资产处置、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

工资奖金等十个方面给企业自主权。1985

年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关于

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

规定的通知，要求企业用好自主权，树立

市场观念，投入产出观念、利息观念、资

金周转观念、竞争观念和智力开发观念，

尽快由单纯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开拓型。

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县委、县政府结合东

平实际，先后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搞活企

业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关于“深化改革、

搞活经济、振兴东平”的十三个方面的政

策规定，全县工业企业普遍实行了以厂长

负责制、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为中心的企

业领导体制改革。1987年以来，依照国务

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

责任制暂行条例》，县属工业企业全部实行

两轮厂长(经理)承包经营责任制。与此

同时，推行了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

改革，在工业企业实现了干部能上能下、

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搬掉了“铁

交椅”，端掉了“铁饭碗"，岗位凭作为，

报酬凭贡献的竞争意识在干部职工中普遍

确立。

推进工业企业技术进步，加速企业技

术改造是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后劲和

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1985年以来，全

县工业企业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国家经

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推进国营企

业技术进步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工业企业技术进步

工作的决定》，以及《山东省企业技术改

造管理暂行办法》，县经委认真拟定了“七

五’’和“八五”技术改造规划。按照这两

个规划，到1993年，全县共实施技术改

造项目108项，总投资52150万元，完

成67项，完成投资额21470万元，新增

产值48900万元。围绕新产品开发，推进

企业技术进步。县麻纺织厂试制开发的大

麻化学脱胶新工艺、大麻系列产品，以及

东平县酒厂研制开发的唐龙健美酒、保健

酒，提升了企业主导产品的科技含量，并

多次荣获多项奖励，为企业产品走向国际

市场奠定了基础。

1986年以来，全县工业企业依照县

委、县政府《关于工业企业管理升级奖励

政策的规定》，注重抓好管理的各项基础

工作。县属工业普遍建立健全了质检机构

和质量保证体系。通过举办学习班、研讨

会、邀请专家授课等形式，强化干部职工

的质量意识。广泛开展质量管理QC活动，

围绕产品质量开展技术攻关，到1990年

发表QC成果4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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