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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修志之际，_日照工业的步覆，带着久远的历史回

的起跑线，作腾飞之势．

日照之工业，计有机械，化工，酿酒、玻璃．．印刷．

制鞋、木器，铝制品、塑料，刺槐叶颗粒加工、纺织等诸

结构，则布点均匀、互衔互补；且与外地的经济联合渠道

开放态势。论其特色．则一为“新一，=膏为活一。谓之

照工业体系基本起于建国后，成于建国后。而七、八十年

比重较大。新建企业以勃勃之姿面向全国市场，论其总体

高，论其设备则较先进，论其生产能力则较强；谓之“活

体系适应能力强，联合范畴深广并经营弹性灵活，且其基本完备但不饱

合，从而形成科学的张力和较大可塑性，形成颇具潜力的投资市场和发

展前提。此真真若一宽阔舞台，唤有志之士演雄浑大气之活剧．

总之，既然有工业体系如巨龙跃跃欲起，有新兴企业如春笋破土，

有兖石铁路贯华夏腹地，有石臼大港揽四海之风，有一大批志士仁人乘

改革之风登上时代舞台，日照工业之腾飞自是必然。如是，人们自然欣

欣于现在，憧憬于未来。而回顾历史亦是理之当然。

盛世而修志，乃我泱泱大国文明之遗风。记辉煌灿烂之中华文化

以告慰于列祖列宗；录历史发展规迹以启示于后代子孙；兼得存史，资

治、教育之功用，真伟业也I先人多有殚思竭虑，尽心编纂者。当此之

际，我辈焉能不尽力而为之7 ．

纂修工业志，乃新兴之事业。我局遵上级指示，为记叙我市工业之

步覆，为日后工业的发展提供鉴借，集人力物力而为之，实为明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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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志者，举凡有关工业之事，横括其类，纵溯其源，无不记叙。凡有志

献身工业者，倘有此一本，将其置之案头，：观历史演变，析内在规律，

索经验教训，探管理科学，得百荆而无一害。识时务者无不视若珍宝。

然以笔者之愚，重任难当，勉而为之，使此志书以粗坯之貌问世，

自"-3-深愧于内，倘此拙作能惶惶然立于志书之林一角，起到上述作用之

一、二，吾心方能安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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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大法而无定法。以志书之体，自有格式，逾则不成志矣。．然格

式叉最忌僵死。遵矩而求巧，．以事实而出内容，以内容而定形式，此乃

本志宗旨。

此志定名为工业志，实则远不能尽括我市工业。举凡乡镇企业、建

材工业、，造船工业、粮油加2T_．2r．业以及丝绸工也之类，皆因条块关系，

此志不便涉猎，故只包容机械、化工、轻纺诸种门类。 ·

’‘

志书多为横向分类，‘纵向追溯。凡分类者，多以一贯之。然：义日照·

212业实况，建国前几无近代工业。数几小厂，早归夭亡。而现在工业，+
4

多系解放后所建，故在纵向线索上出现“断裂一。鉴此，本志书遵照实．

际，4在“工业门类及企业简分”章中，载然分出建国前、 后两部分，

各有分类，自成系统。

此志书分为：大事记、概述，工业门类及企业简介、名优产品与出口

产品．企业管理、生活福利、安全生产、机构沿革及人事更迭共八章，

余尚有附录、照片、图表诸类，全志约十余万字。

一_’此志书以语体文记叙，力求冷静，客观、科学的语言作风。然若开j

掘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质，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自是必然。顺捋线索，

构成主干；筛选材料，赋以血肉，从中窥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决

定作用方为把握真谛。“志”当属“志”； “史’’当属“史”，不言而

喻。然搿心-L-”非一机械框架，准将资料作生硬割裂，成一乏味堆积。其+

与史各有规范，但决非Z：火。本志有意摒图表罗列之弊， 略融Ⅳ史”

风，加重耵概述”章份量，成一一叙述纵线，寓历史脉搏跳动于其中。得

否失否，浅尝而已。然而无论如何。忌主观论说，寓道理于客观叙述之

§



中，方为巧手．笔者不巧，然可摹巧也·

志中笼括时限，上及有资料可查之处，下限大致及于1 985年。问有

逾限之处，皆因成稿至付印时间间隔较久，其间某部分有重大变化者，

需加以表述．

本志书图表之运用，或为表现地理位置，或为再现历史原貌，或为

以数字表达有关事项，旨在给读者以形象性、直观性，使有关内容明确

易了，亦可为志书稍添色彩。

此志书的资料来源，以工业局、手工业联社所存档案为主，兼涉外地

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彼此鉴借、互为补充。若无依据，宁缺弗补。

以上说明．望读者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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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大事

1 91 3年’

(民国二年)
j，

}； 省建设厅以。扶持贫民”的名义，投资我县，筹建起日照县第一家

’、。 官办工厂一一日照县贫民工厂． ‘，。

一
1 923年 ·· ：

一 ■

(民国十二年) 7，、．

河北省交河县手工业者韩文苍，迁入日照城关，约合本地：人曹仲

洪、曹英三等，集资筹建起曩城北炉坊桫，主要生产铲犁、，锅、‘鏊，炉

‘子等产品．
’

’

1 935年
一

． (民国二十四年)
。’

t

：。 一-． !。
，

青岛实业资本家方敏斋，在我县办起“国际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一

◆ (俗称-进步火柴厂”)。 ，。
，’

0‘ 1 938年
7 ’1’

·。

、 (民国二十七年) 一

因日寇进逼，局势动荡不宁，平民工厂(原贫民工厂)宣告解散．
q

，

’～ 1 945年 ，

(民国三十四年) ．

’

进步火柴厂屡经战乱骚扰，终告破产。

。 r‘争’-——一，．|．，．1-



1 94 9年
、

日照县各地相继建立起以组织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合作推进社，共计

6个。

1952年

城关印刷生产社转为日照县印刷厂。

1955年

1月，召开日照县手工业社(组)主任、组长会议，到会人数19

．重点是制定总结评比、劳动竞赛、盈余分配等工作计划。

7月，成立署照县人民政府手工业管理科。

12月，召开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

1956年

1月，召开日照县手工业代表会议，与会代表i04；名。

同月，撤销手工业管理科，成立手工业联社，同时设手工业管理局，

合署办公。

1 2月，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入社人数1，59 8A．，占手工

业总人数的80％．

， 1 957年

’

7月，成立日照县工业局，，与县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合署办公。
1 ，

1958年

建立日照县皮革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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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前日照县社铁工厂易名日照县先锋农具机械厂，划归日照县工业局

管理．
”

日照县酒广建成投产。 ，

开展膏大跃进一运动。

～一． 8月， 搿大炼钢铁”运动全面展开．’
．一

i
4

1 959年
．

，

～
7

中共山东省委下达整顿、巩固、提高县社工业的指示。 j
，

1 960年。

?

开始贯彻执行党中央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对工业采取了缩短基本战线以及‘关停并转的措施。

1 961年
，

6月， “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试行草案)”下

达。
’

●

．

1 963年
：

j

_

4月，召开全县手工业合作社第’二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

代表100余人，列席代表20余人．会议选举了县联社理事、监事及委员

会委员． 一

一
1 965年 一

．’

■
“|

，

7月，手工业职工实行技术定级，生产人员实行等级计件工资制，

管理人员实行行政工资制。

．

．一 3



6月， “文革开始。

1 966年

1967年

1月，工业系统成立五人“生产领导小组”。

2月，解放军介入工厂支左。

1 969年

11月，成立手工业联社革命领导小组。

1 970年

9月，恢复工业局。成立-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

城关铁业社改称日照县农具厂，划归工业局管理。

1 971年

5月，建立中共日照县工业局临时党委．

各区铁木业社改为公社农具制修厂，属工业局管理．

工业局改称为“日照县革命委员会工业局。。

1 972年

1月，召开日照县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出席

会议代表430人。

6月，全县组织生产机械产品的8个重点单位的负责人、负责质量问

题的技术人员及具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共15人，对全县重点机械产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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