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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篡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但历代旧志轻视经济和生产，

缺乏对乡镇企业生产及其兴衰发展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农村手工业实现了合作化，并逐步发展为乡镇企业。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乡镇企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已成为

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来源，是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在国民经济中充分显示了重要地位和

作用。

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这一历史过程的探索和记载为今后

乡镇企业进行新的开拓，打开新的局面，提供参考和借鉴，是一

项颇有深远意义的工作。鉴于此，我区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局在地

区行政公署史志办公室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成立了编篡办事机

构，编写了这本《德州地区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志》

全志共分概述、乡镇企业生产、科技、财务、供销等五篇、

十章、十九节。主要记述了我区乡镇企业至八五年底前的发展经

过，其中对五个层次结构和五大行业结构都作了专篇记述，力求

反映全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及面貌。

《德州地区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志))从一九八六年十月份成立

办事机构，到八七年底竣稿，前后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

间组织全局各专业部门收集资料，奔着众手成志的原则，并组织

编篡小组深入调查到八七年八月份开始整理和编写，由于整理时

间仓促加之编写人员史志素养不高等原因，难勉有偏差和遗漏之

处．请各级领导和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解忠贵

8 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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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一篇 概 述

中央(1 9 8 4)4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乡镇企业即社

(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份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

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

德州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在“五匠"“四坊"和一些手工业的

基础上，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起来的，有近三十年的历史，

到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在农业合作化时

期，农村兼营商品性手工业者参加了农业合作社，作为农业社的

工副业组办了一批小企业， 但它附属于农业社， 这是乡镇企业

的萌芽时期。到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时期，由于提出实现

农村工业化和人民公社工业化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刮了

“共产风，，“平调风"，这年年底，全区社办企业迅速发展，从

业人员大量增加，工业总产值达28 55万元。一九五九年中央发了

(1 959]2 1号文件，传达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在郑

州会议上的讲话： “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

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

们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通过传连贯彻这个指

示，社办企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到一九六。年底，社办企业总产

值达到3 0 9 1万元，占全区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 7．4 9％。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由于纠正“平调风，，“共产风"加

之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减产，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困难

时期，这时期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在农村搞退赔不允许办企

业，因此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处于倒闭停顿状态，到一九六五年

底，全区社办企业仅剩下1处，职工4 4人，产值4．9万元。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一九六六年开始

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都处在“十年动乱”时期。六六

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五、七》指示。为发展社队企业开了口



子。这时党政部!_{纽织瘫痪，城市工厂停工停产闹革命，造成市

场商品奇礁，社队企业乘隙应运诋生，承担起国计民生和某些外

贸出n的需要。这时的社队企业得到发展，产值开始回升，六六

年年底我区社办企业总产值达到22￡}万元，企业发展到11 5处，职

工2 5 2 1人。到了一九七。年，觉中央提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

步伐，社黟。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生机。这一年社办工业总产值

达到l 2 o 9万元，企业达到2 l 7处，职工7 73 O人，均有很大

增加。但在这一时期，社队企业一般处于盲目自流发展状态，加

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他们污蔑发展社队企业

是“弃农经商”“搞资本主义，，“路线不正、方向编”等等企图

将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扼杀在萌芽之中，虽然社队企业处在被

批判的逆境中，但是它们还是l习前发展了，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曼=：j_乎宽中央和固务院工作后， 中共中央

发了[1 9 7 5]2卜号文件，充分肯定了社队企业的地位和作

用。菸指出： “对现有社队企业要加强领导，发现了问题要积极

整顿。"同时中央和省都相继建立了人民公社企业管理机构，，加

强了对社队企业的管理，推动了社队企业的更快发展。截止七五

年底，垒区社办金业达到3 6 o处，从业人员2 0 5 3 1人，总

产值5 6 7 7万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1 3％。

第三阶段：是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逸一阶段又可分

为四个小段：

第(一)段：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是结束社队企

业商目自流发展，开麦鼻意：镯正规，有计划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

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地委批转了德州地革委工交办公室“关于建

立各级社队工苴砭管理机构的报告’’ 要求迅速把地、 县(市)社

三级社队工妞管理机构建立j警米，以适，；。Z社队企业发展的需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目地委决定建立地革委公社工业局。各县

(市)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叠≥区局成立；叠重点抓了调查研究，

总结推广了乐陵县范园公社心瓦厂。多种经营的经验；制定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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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区公社工业关于 “五五” 期间发展社队工业的初步规划》

和《关于大力发展社队工业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意见》；会同

县、 社党委、 政府部门加强了对社队企业的管理和整顿，举办

了全区社队企业会计培训班， 使社队企业有了较快发展。 到七

六年底，乡镇办企业共4 9 5个比一九七五年增长07。5％，从业人

员3 5 097人， 比一九七五年增长70．9％， 企业总产值8817万元，

比一九七五年增长55．3％。一一九七七年以后，地委、行署及地区

局先后在陵县、武城等地召开全区多种经营社队企业工作会议。

会上澄清了“四人帮"给人们造成的对发展社队企业的’模糊认

识，肯定了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是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什么走

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坚定了社队企业的干部职工对发展社队企业

的信心，调动了积极性，使他们在生产中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使我区社队企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到七八年底，按可比口径

统计社队工业达到9 8 4 1处。其中社办工业8 4 1处比七六年

增长69％，从业人员达1 3 6 12 2人其中社办工业4 8 8 3 8人，比

一九七六年增长3 9％，工业总产值完成3 5 6 0王万元，其中

公社工业完成1 6 2 0 1万元，比七六年增长8 3．7％，占金

区工业总产值的2 2．9％，固定资产达到6 9 l 2．8万元，

社办工业实现利润1 6 2 5．7万元。

第(二)段：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一九七九年三

月，党中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八字方针。社会上曾一度刮起了“发展社队企业是以小挤大"

“以落看挤免进”的冷风，使社队企业面临严重困难，在这关键

时刻、党中夫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

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逐步提

高社队企业的收入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党中兜、国：谬

院相继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关于

≮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关于社队企业赏

鬻嘲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地区局，裂据党中爻、
隧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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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在地委、行署直接领导下子八O年五月制

定了《关于社队工业凋整工作的初步意见》，提出了“因地制宜、

面向市场，充分利用当地瓷源，坚持为农业生产，为大工业加

工，为人民生活，为外贸出口服务"的方针。指出要在国家计划

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狠抓流通渠道。地区和部份县、

市公社逐步建立了社队企业供销公司，组成我区社队企业供销

队伍．地区局推广了一批社队企业在调整中高速发展的典型经

验。在这一阶段中社队企业不仅免遭砍掉的危险，而且能在调整

中稳步前进。到一九八一年底全区社队工业企业已发展到7 63 0处

比一九七九年增长4％，务工人员达到l 3 1 8 9 1人，比一九

七九年增加6％，完成总产值4 1 0 4 3万元，比一九七九年增

长7％，其中社办工业总产值达l 7 2 2 4万元，比一九七九年

增加7 oA；固定资产达1 0 2 3 9．6万元，比一九七九年增加

2 6．6％。

第(三)段：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党中央、国务院

在这一段连续发出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当前农村

经济工作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

通知》和转发农牧i量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

知等文件，嘲绕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翻两番的左、伟目标，大力发展社队企业，为发展社队企业创造了

良好的环境。地委行署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一日颁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领导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调

架子，，、“转弯子"实行“五个转变”，使多种经营社队企业由副

业变为主业，由一般性工作变为中心工作，开始得到各级领导的

高度重视和系统具体领导，为以后的发展乡镇企业奠定了基础，

一九八四年上半年，地委书记王殿臣、副书记吴振齐、行署副专

员赵林山等同志分三批带领县(市)委书记和地直有关部门领导

到江苏省的苏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县市参观学习，开阔了视

野，解放了思想，印发了地委副书记吴振齐同志《赴江苏参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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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乡镇工业的汇报提纲》，地委、行署并于七月份召开了

1 6 0 0人参加的全区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提高农业、大上

工业、重点发展乡(镇)村企业，为振兴我区经济而奋斗”的

口号，又于12月份召开了1 4 0 O人参加的“全区多种经营乡镇企业

工作会议”对先进单位和专业户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表彰奖励。

在地委、行署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推动下，使各级领导对发展乡镇

企业有了飞跃认识，乡镇企业韵广大干部职工奋发图强创出了新

水平。截止到八四年底，乡村工业发展到l 1 3 3 5处，比八一

年增长2 3．5％，从业人员1 3 9 6 7 8人比八二年增长

5 9．2％，其中乡办工业产值3 3 9 8 9万元比八二年增长

6 7．6％，实现利润8 8 2 2．6万元，比八二年增长8％，其

中乡办工业完成利润2 5 4 3万元，比八二年增长1 1．4％。

第(四)段：即一九八五年，这是乡镇企业发展史上较困难

的．一年。由于国家从经济上实行宏观控制，紧缩银根，压缩乡镇

企业的贷款，使某些乡镇领导对企业产生了畏难情绪，导致了某

些乡镇企业停步现象，全区乡镇企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在这种情

况下，地委、行署两次召开全区乡镇企业工作会议，着重解决这

些思想认识问题。地委副书记吴振齐同志在会上指出：“目前，压

自膏控制乡镇企业的贷款规模，绝不是不再发展乡锉企业，而是要

求我们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分类j：昌导，做到量力

而行，不盲目追求表面的高速度，还要求我们处理好三个关系：

即速度与效益；。分配与积累；铺新摊子与企业内部革新，挖潜的

关系。使乡镇企业能够健康地、稳定地发展。对这几种关系理解

了，想通了，认识一致了，我们的工作就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通过这次会议使乡镇企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振奋精神，鼓

足干劲，克服困难组织增产并新上了一批企业与项目。一九八五

年全国开展工业普查，改变了某些统计口径，重新规定了统计范

围，列除了一些不符合新统计口径的企业，这样就使得某些统计

数字下掉，这时的全年乡(镇)村工业总产值是7 03 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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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八四年下降3 0．2％，乡村工业有4 8 3 4处，、比八四年下

降5 7．4％，从业人员1 1 7 7 5 7人，比八四年下降

1 5．7 o／／。

经过曲折的道路，我区发展乡镇企业按照中央关于“积极扶

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开始注意加强和

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重视开源节流的辩证关系、逐步

走上健康稳步的发展道路。

自地区乡镇企业局建局到八五年底、全区乡村工业总产值年

平均递增8．7％、其中乡办工业平均递增7．9％、乡办工业利

润平均递增3．4％。共向农业提供资金7 7 0 1．5万元；上交

国家税金2 5 2 4．9万元。

乡镇企业已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容纳剩余劳力的重要

场所、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国家财政收入的分支来源，是

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大特

色。我区乡镇企业在利用开发当地地理资源的条件下要更好地发

展前进，以适应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这一特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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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乡镇企业的生产

德州地区乡镇企业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的农村集体企

业，二十多年来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10年文革动乱中由

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把经营乡镇企业当作错误路线来批判，使

社队企业曾有一度处于仃滞状态。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

帮”后， 全区乡镇企业在各级领导与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逐步发展壮大。全区共有2 5 7个乡镇，其中镇为5 3个，

1 0 6 2 1个自然村， 耕地面积1 2 8 5．1 7万亩；’总

人口5 6 8．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 1 2．0 5万人，男女劳力

为2 4 6．6万人。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

委、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乡

镇企业提出了“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

方针，并先在农村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由于政策对头，在短

短的三五年中农民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说明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的必然性。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批剩余劳力开

始向乡镇企业转移。一九八五年全区乡(镇)企业已达4 5 5 6 9

处；其中：乡镇办企业为1 8 7 2处，村办企业为1 6 2 3 8处，

部份农民联营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有2 5 3 0 4处，

个体企业为2 1 5 5处。全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3 0 2 2 5 9

人，占农村总劳力的1 3％。其中：乡镇办企业8 6 7 3 9人，

村办企业l 2 2 4 2 5人，部份农民联营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

8 l 9 1 7人，个体企业1 1 l 7 8人。全区乡镇完成企业总产

值1 6 6 4 3 l万元；其中：乡镇办企业完成5 8 2 5 8万元，村

办企业完成5 6 8 9 8万元，部份农民联营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企

业完成4 7 1 4 4万元，个体企业完成4 1 3 6万元。有八个乡

镇总收入超千万元，有3 5个村企业总收入超百万元。全区工业

总产值为2 8．9亿元。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为8．7亿元，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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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业总产值的3 0％。全区农业人均收入为5 8 8元，其中：

乡镇工业收入为2 5 5元9占人均收入的4 8％。八五年向农业

提供支农资金8 0 0万元，上交国家税金5 3 0 0万元，占全区

纳税总额的g 5．7％。

目前，金区乡镇工业已建起纺织、化工、机械、塑料、食

品、饲料、建材、造纸印刷、缝纫、家具、金属制品、饮料等行

业。乡镇企业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区过去的传统经济结构，由

原来的单一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一、二、三类产业并举的多元化

结构，并在发展中涌现了一批初具规模的典型企业：德州市长庄

乡北园扒鸡厂现在年生产能力为1 2万斤，德州市于官屯玉米啤

酒厂年产量为一万吨，在玉米开发中做出了先例。禹城县城关镇

饲料公司在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指导下，利用WT一3 00型棉

饼脱毒机成功地进行棉饼脱毒， 每年可生产棉籽饼脱毒饲料

1．8万吨。 ( 棉饼脱毒： 使棉饼中游离棉酚含量由原来的

0．1 5％，降低到0．O 4％以下，达到国家安全饲养标准，对家禽、

牲畜喂养效果良好， 有力的开发了蛋白资源。) 在机械-工业方＼

面；德州市北园轧钢厂；济阳回河锅炉厂；济阳镰刀厂；武城鲁

权屯乡玻璃钢总厂，城关五金厂，滕庄乡消声器材厂；宁津县城

关汽车配件厂，柴胡店电梯厂， 保店换热器厂， 时集化纤设备

厂，乐陵县孔镇活塞环厂，孔镇板簧厂；庆云县严务、崔1：3电阻

厂，齐河县桑梓农具厂，陵县神头乡钢勺厂等初具规模、由外延

性走向内涵性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上来。

本区乡镇企业在繁荣城乡经济促进商品流通，改善人民生活

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全区乡镇企业从7 6年一一8 5年发

展概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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