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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志是由振兴中华的新时势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

设需要决定的。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重要资料，是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关

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对四化建设，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教育子孙

后代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编志有助于全面系

统地了解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历史和现状，便于制定出切合

实际的四化建设规划。

济南衡器厂在市二轻局和市五金工具工业公司党委的领导下，

为了总结经验，扬长避短、传之后代，以资借鉴，根据上级修志的

要求，于一九／＼-．年五月开始进行厂志的编写工作。我们编写厂志

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济南衡器厂的由来、发展

变革和现状。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做到重点突出，材料真实，

上下连贯，繁简得当，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统

‘’。一0

我们广泛听取在厂工作多年老同志的回忆，认真查阅我厂历年

来的文书档案和帐册表报的记载，广征博采，力求得到更多可靠的

资料。然后，又将所有资料认真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分章列节，

实事求是地编写了这本《济南衡器厂厂志》。

我们编写厂志还是第一次，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编写经验，



又由于我厂档案资料的丢失不全，难免有不妥之处或缺点错误，恳

切希望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上级组织的指导和厂内外有关同志的

热情支持，特别是得到青岛衡器厂、山东省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一九八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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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九一八年，张新阶聘请王万年、余洪德在济南普利门外青年

会附近创办“美牙j公司"，开始研究生产台秤。
，

一九二三年，王万年、余洪德、徐圣甫在经三路纬一路开办

‘‘‘亚美公罚"。 ． 。

一九二五年，“亚美公司"改名“华美公司"。
。

、_九二六年，余洪德等人在经五路纬一路舍办了“雅美公司"

与“华美公司，，分庭抗礼，不久“华美公司"又改名“亚美公司”、“老

亚美磅秤厂"。 ．．

一九二八年，“雅美"搬迁到经三路纬一路，改名“真老雅美弦

，与“老亚美"竞争甚烈。

一尢三二年，余洪德、徐荣弟到青岛经办“青岛毒亚芙”。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前夕，生产台秤的工厂有“老亚美"、‘‘‘真

老雅美"、“恒通"、“德厚"、“华东"等。

一九四九年，“老亚美"和“真老雅美"成‘立了工会。

一九五。年，台秤行业成立工会。

一九五一年，台：浮行业成立团支部。

一九五二年，成立各寺秤厂组织员联合委员会(简称组联工会)。

台稃行业聘请黄培祥在老亚美台秤厂第一个测绘了杠杆球式

台秤图纸。
’

_九五．四幺成立台秤行业党支部，曲孙立恩任支部书记。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1-日济南市十四家台秤制。造厂、一家台

秤修理厂、三家翻砂铁厂合营为公私合营济南台秤制造厂，十二月
· 1 -



成立党支部和第一机械工会济南台秤厂筹备委员会。

一九五六年一月，建立团总支，下设四个团支部。这一年建立

“了职工食堂、医务室和职工宿舍。 ．、

四月举行了全厂篮球赛，组成了台秤厂男子篮球队。

一 六月开始执行劳保条例。 ’．

年底召开了第一届会员大会，正式成立第一机械工会济南台秤

厂委员会。
‘

‘、|：．一九五七年，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进行了第一次工资调整。

‘．八月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进行整风。

一九五八年，大部分职工到花园庄工地大炼钢铁。将台秤生产

麦给小五金制造厂，而生产洗选设备、水泵、水车等。

十一月，王长信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一九五九年三月，建立党总步，时寿臣任党总支书记，下设三个

党支部。 |．

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六日召开四级干部会议。

王长信同志出席全国群英会，陆培庆、昝春光、王秀莲等出

席省群英会。 ．‘’

王长信被提拔为第一个工人出身的工程师。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组织女子篮球队，男女．篮球队参加济南市

职工篮球赛，男子篮球队取得乙级队第四名。

一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举行‘春季体育运动会。

一九六。年五月，济南台秤制造厂与齐鲁机床厂合并为济南

第三机床厂。

王长信同志出访苏联。

· 2 ‘



一九六二年，五月分厂，济南台秤厂恢复生产名牌产品一一老

亚美金钟牌台秤o
‘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五百公斤台秤经有关部门鉴定达到

国家标准，同意恢复生产，并开始生产三百公斤刀式台秤，为台秤部

件互够迈出了第一步。

四月建成烘干炉，实现了台秤喷漆。

十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完成验秤起重机，从此结柬了手提砝码验三百

公斤台秤全量的历史。

这一年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工资。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

这一年男子篮球队取得济南市乙级队第三名。

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日经市人委同意改名为济南衡器厂。

一九六五年，三百公斤台俘全部改成国家标准，结构进行了改变。

七月一日行政隶属关系由轻工局归蚓于手管局领导。

L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自制衡器专用设备(八头钻、七

头钻、六头钻)、M114#[．圆磨床、M7120平面磨床、52K铣床等设

各，保证了国标上马。

． 一九六六年开始试制游标卡尺和开始研制电子秤。

“文化大革命"开始，群众组织成立。
、

一九六七年成立了“革委会"。

一九六九年开始在南郊八里洼新建厂房。

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连

续三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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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开始生产机电结合的电脉冲机床。

一九七二年，调整部分职工工资。

一九七六年，全厂搬迁到南都新厂址。

一九七七年，调整部分职工工资。’

一九七八年，进行奎厂恢复性企业整顿。

一九七九年，制定“一建、二改、三整顿，三个会战，三个新产

品，四个质量月，健全十大库"的发展规划。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轻工部验收组进厂进行企业整顿验收合格。

一九八。年初制定了“一个运动、一个整顿、一个新产品、一

个封闭、三个全面，五项建没"的奋斗目标。

一九八。午五月，厂工会被市工会评为先进工会。

八月厂被省委、省人委命名为先进单位。

男女篮球队双获五金工具公司职工篮球赛冠军c

五百公斤台秤在一九八。年全国质量评比获一等品，并荣获山

东省优质产品称号。

DH一一3型飞机电子秤被省二轻厅评为新产品一等奖。

十一月荣获省二轻系统产品设计创新先进企业称号。

一九八。年，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

一九八一年，制订了“搞好三化、三好、三全"的奋斗目标。
‘

DH一一3型电子飞机秤荣获重大科研成果一等奖。

一一九八一年被市政府命名为职工教育先进单位。．

DZH一一20B地中衡被市政府授予科研成果三等奖。

三月被市政府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市经委颁发了整顿企业

管理验收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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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本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衡器"就是衡量各种物体的器具或设备。它在国民经济的发

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广泛应用于国防、科研、工业、农业、商业、

医疗卫生和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各种物资、商品、原料和收获物的

计量。

‘大规模连续化的工业生产，不但要求衡器应具有足够的负荷能

力和高度的精确性，同时在结构上还须与生产的工艺条件相适应。

在现代化大工业生产中，衡器已逐步成为自动化生产中自动控制线

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自动计量的精密设备，就很难实

现全自动化生产。由于现代化工业发展的需要，又促进衡器本身向

自动化发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衡器的生产技术水平，，也反映

了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技术水平。

解放以前，我国的衡器很不统一，有的采用市制(十两或十六

两一斤)，有的采用公制，还有的采用英制(磅)，非常混乱。衡

器的生产鼓术落后，产量、质量很底，而且只能制造木杆秤、台秤

和修理简单的地中衡。
‘

解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提高，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衡器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已

．5．



能够自行设计和生产轨道衡、地中衡、地上衡、配料秤、吊秤、定

量秤、皮带秤、秤量车、港口秤、射流液化秤以及电子或机电结合

的自动秤等百余种产品。

济南衡器厂是济南以及山东省生产衡器产品唯一时间最长的

企业，它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生产的各种

产品，远销全国各地。老亚美“金钟牌"．台秤，解放前闻名全国各

地。“金钟牌"500公斤台秤除继续继承保留了老亚美金钟牌台秤

的特点外，并有所发展。从外观到内在质量，另部件互换，变动误

差等都大大超过了过去老亚美金钟牌台秤。一九八一年荣获轻工

部机械局颁发的优质产品证书。现在衡器厂能生产的产品从10公斤

案秤，到150吨轨道衡这样的大型衡器，以及1 35吨飞机秤、专用

衡器、电子秤等等。各种产品用于工厂、农村、商店、矿山、铁路、

医院、港口、机场。总之，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都离

不开它。农业粮棉丰收，工业生产发展，企业管理加强科学管理和

提高经济效益，对衡器的需用量更多，要求更高，这样，衡器厂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更重要，对四化建设的贡献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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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解放前的概况及历史沿革

(1918一一1948)

二十世纪初，济南市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和工业产品的进口，

中国的民族工业也在发生着变化。外国人投资以及中外合资经办的

“洋行"接连创办开业。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原来使用的计量

工具一一木杆秤就逐渐不适用了。外国磅秤的进口使中国的计量工

具开始了新的转折和变化6 ．

在济南铁路局当站长的张新阶(桓台人)．，看到粮站油站都用外

国的磅秤，洋行：芝来一批秤销售一空。他想创办个生产磅秤的工厂，

认为济南没有生产磅秤的工厂，要是能生产磅秤这独行买卖，生意

一定兴隆。1918年，他聘请了王万年(山东长清县入)和在成玉泰

兵工厂做工的徒工余洪德(山东历城县人)，在济南普利门外青年

会附近开办了“美利公司"，主要修理汽车、干电镀，开始研究生产’

磅秤。他们用英磅做样子，找翻砂厂铸成部件，手工加工(剔、锉)。

由于不懂秤的加工技术和杠杆原理，无法生产。余洪德通过在铁

路大厂工作的芦银海求教外国人吉其斯，吉其斯介绍了杠杆原理，．

哪里是支重点，刀子的远近与轻重的关系等等。余洪德根据他的

指教，慢慢琢磨，先后干了二十多台。把各种另部件都规定了名称

(如狮子头、塔板、磅桶子等等)。这时生产．的秤是木桶子，木塔板，

计量单垃是“磅"。王万年、余洪德由于和张新阶不和，三年合同

期满，他们就不干了。

一九二三年，王万年和余洪德找徐圣甫为股东，出一千元在经

三路纬一路开办了“亚美公司"，买了泰隆洋行的一部脚蹬六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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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六百元)，一部脚蹬钻床(三百元)，这是亚美公司开业的主

要设备。由于资金不足，王万年找老乡吴春来、邵学安、邵同功、

朱久胞、曹万森、朱久岭等人入股。他们有的用卖了粮食钱入股，

有的把树锯成板材运到济南折价入股。开始只有十余人，修理汽车、

生产落花机也修秤，用英国的台稃做样子，找晋泰铁工厂衣德兴铁

工厂铸造加工，生产四百磅和六百磅的台秤。产品由粮行公会检定。

亚美公司生产的台稃由于比英国磅秤做工精细，误差小，所以很受

用户的欢迎。这样，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亚美公司生产的台秤就

成了热门货。

一九二五年，股东之间发生矛盾，亚美公司改名“华美公司"。

这时，田玉丰和冯少文在经五路纬一路开办的合丰工厂于一九

二六年倒闭，余洪德以及亚美公司的几个小股东接收了舍丰工厂的

财产合办了“雅美公司"。美利洗染公司的刘明斋任名誉经理。由

于“雅美公司"宣扬自己是生产磅秤的真手，所以“华美公司”生意

不振。为了表示自己是磅秤生产的正宗，“华美公司”又改名为“亚美

公司"。当时股金不到一定数目不能称公司，亚美公司改名为亚美铁

工厂，雅美公司也改为雅美铁工厂。以后“亚美”又将名改为“老亚

美”磅秤厂。一九二八年雅美铁工厂搬到经三路纬一路，改名“真

老雅美磅秤厂"，这两家制磅厂分庭抗礼，竞争甚烈。“老亚美"

股份少，资金雄厚，设备比较多，技术力量强，生产能力高，产品

变动小，这样，老亚美金钟牌台秤享有盛名，得到用户的欢迎，销

售省内外各地。． ．

这两家磅秤厂每年约生产磅秤四百四十台，银柜四十余台。随

着时间的推移，两家制磅厂人员不断变化，设备逐渐增加，出徒的

· 8 。



铸铁 磅秤 马达一台

经三路 1923 熟铁 水车 8S 00
柴油机j台 3口

老亚美磅秤厂 ，000
钢

2Soo o 旋床2台
,509号 银柜 (元) 钻床。9台

铜 虎钳2口

铸铁 磅秤 马达J台

-纬一路 1928 22口口 熟铁 26000
水车

7 S{8 旋床J台 7了

真老雅美磅秤厂 钢 (元) 钻床J台
7 S号 银柜铜 彘锚I，7

职工以后相继组办了若干台秤厂。这两个厂成了台秤行业的发源地。

一九二七年一一九二九年冯少文、刘子修开办了奇美台秤厂。

一九三。年一一九三一年余洪德等人创办华北制磅厂，到泰

安、夏津等地改磅，把英制改为市制(十六两)。

一九三二年余洪德、徐荣弟到青岛市开办青岛老亚美台秤厂。

一-九四四年一一九四五年真老雅美出徒的聂祯祥在济南天桥

北开办中和磅厂。

一九四五年一一九五五年聂祯祥又开办了恒通台秤厂。

一九四七年一一九五五年老亚美出徒的张德厚(也曾在真老

雅美干过)，自己干起了德厚台秤厂。

‘一九四五年～九五五年，彭金榜、苏玉成等在经四路纬一路
大观园东门办起了华东台秤厂。

解放前还有枉秤兼做台秤的万顺祥秤店。

台秤行业，6IL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前夕，是由无到

有，从小到大，由修理到制造，有单一产品到几种产儡的发展时期，，

．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