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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济南市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分8册出版：(一)市情综述·大事记·政区自然环境人口·泉水

风景名胜旅游；(二)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社会经济管理·财税审计金融；

(三)工业；(四)商业·农业；(五)政权政务·政党社会团体·政法军事；(六)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七)社会·人物·附录；(八)索引。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辅之；结构为卷、篇、章、节、

日体。

四、时间断限，一般上起1840年，下至1985年；部分内容有所上溯或下

延。
“

五、所记区域范围，一般为1985年济南市行政区域；部分内容为当时行政

区域。文中“全市”、“市区”政区概念亦然。“市属’’指市直属部门和单位。

六、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视情括注历史纪年。部分贯通古今的内容，

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视情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来采用公元纪年。文中“建

国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解放前(后)’’，指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后)。

七、地名、称谓，采用当时的名称。历史地名视情括注今称。

八、行文用字，使用现行的规范简化字。运用数字，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无法确定换算值，或记载历史上的某

项规定、标准，一仍当时计量单位。货币，使用当时的名称；旧人民币除注明者

外均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九、引文中的差错，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予以补正。改正字注于[]中，脱

漏字注于()中，残缺字以口标示。

十、统计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统计部门未有的，采用事业主管

部门的数据。统计表中，空白无标注者，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标“⋯’’

者，表示该项数据不足本指标最小单位数；标“一”者，表示无该统计指标事项。

十一、所载照片，凡拍摄时间明确者，在其照片说明后括注拍摄年月。

十二、人物传记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只收录已故人物。编排以卒年为序；

卒年不详者，排于传主生活的时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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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4．5～ )

名誉主任 谢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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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南 市 志

主 审 谢玉堂 谭永青

主 编 张福山

常务副主编 许汝岭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之本 朱佩锋 寿逢午 李明亮 高善常

编 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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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组成人员

(按到职先后为序)

主 任 孔昭在(兼)。吕雨雪。许汝岭 张 本

副主任 寿逢午。王之本+吕雨雪。许汝岭’李明亮

高善常 朱佩锋

工作人员 王鲁宁 杨薇薇 朱佩锋。郭德芳 于香萍

夏 兵 高善常+董桂山 高江娜 彭连友

原春溪 徐维亭 刘映霞+高进录 宣 涛

王 炜 郭建群 杜加臣 李国宇 董殿勋

注：①1994年12月前，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称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市志办公室)，1984年

8月定为市属局级事业单位。本名单所列“主任”、“副主任”，为定为局级单位后的任职情况。“*”

表示离职。

②1980年10月至1984年8月，市志办公室(1981年4月前称济南市志编辑室)为科级单位，寿逢

午、王之本、杨东升先后到职任副主任。

③本名单所列“工作人员”，为1980年10月以来情况。曾在市志办公室工作，时间不足两年的工作

人员，未列入。



目 录

第八卷商 业

第一篇商业综述 第二篇 日用工业品商业

概述⋯⋯⋯⋯⋯⋯⋯⋯⋯⋯⋯⋯⋯⋯3

第一章经济成分⋯⋯⋯⋯⋯⋯⋯⋯⋯5

第一节私营商业⋯⋯⋯⋯⋯⋯⋯⋯5

第二节集体商业⋯⋯⋯⋯⋯⋯⋯⋯6

第三节供销合作商业⋯⋯⋯⋯⋯⋯7

第四节 国营商业⋯⋯⋯⋯⋯⋯⋯⋯8

第五节外资商业⋯⋯⋯⋯⋯⋯⋯⋯9

第二章商业市场⋯⋯⋯⋯⋯⋯⋯⋯10

第一节商区分布⋯⋯⋯⋯⋯⋯⋯10

第二节 网点⋯⋯⋯⋯⋯⋯⋯⋯⋯11

第三节解放前的专业市场⋯⋯⋯15

第四节解放后的商业市场⋯⋯⋯18

第五节购销总额(量)⋯⋯⋯⋯⋯19

第三章流通体制⋯⋯⋯⋯⋯⋯⋯⋯29

第一节商业管理体制⋯⋯⋯⋯⋯29

第二节商品经营体制⋯⋯⋯⋯⋯30

第三节商品流通渠道⋯⋯⋯⋯⋯33

第四节商品供应办法⋯⋯⋯⋯⋯34

第四章商业设施⋯⋯⋯⋯⋯⋯⋯⋯38

第一节基本建设投资⋯⋯⋯⋯⋯38

第二节仓库⋯⋯⋯⋯⋯⋯⋯⋯⋯39

第三节运输⋯⋯⋯⋯⋯⋯⋯⋯⋯40

第五章管理⋯⋯⋯⋯⋯⋯⋯⋯⋯⋯40

第一节管理机构⋯⋯⋯⋯⋯⋯⋯40

第二节经营管理⋯⋯⋯⋯⋯⋯⋯42

概述⋯⋯⋯⋯⋯⋯⋯⋯⋯⋯⋯⋯⋯45

第一章百货文化用品⋯⋯⋯⋯⋯⋯47

第一节 概况⋯⋯⋯⋯⋯⋯⋯⋯⋯47

第二节购进⋯⋯⋯⋯⋯⋯⋯⋯⋯49

第三节销售⋯⋯⋯⋯⋯⋯⋯⋯⋯51

第四节经营管理⋯⋯⋯⋯⋯⋯⋯54

第二章纺针织品⋯⋯⋯⋯⋯⋯⋯⋯55

第一节 概况⋯⋯⋯⋯⋯⋯⋯⋯⋯55

第二节购进⋯⋯⋯⋯⋯⋯⋯⋯⋯58

第三节销售⋯⋯⋯⋯⋯⋯⋯⋯⋯61

第四节经营管理⋯⋯⋯⋯⋯⋯⋯67

第三章五金⋯⋯⋯⋯⋯⋯⋯⋯⋯⋯68

第一节 概况⋯⋯⋯⋯⋯⋯⋯⋯⋯68

第二节 购进⋯⋯⋯⋯⋯⋯⋯⋯⋯70

第三节销售⋯⋯⋯⋯⋯⋯⋯⋯⋯71

第四节经营管理⋯⋯⋯⋯⋯⋯⋯73

第四章交电⋯⋯⋯⋯⋯⋯⋯⋯⋯⋯74

第一节 概况⋯⋯⋯⋯⋯⋯⋯⋯⋯74

第二节 购进⋯⋯⋯⋯⋯⋯⋯⋯⋯76

第三节销售⋯⋯⋯⋯⋯⋯⋯⋯⋯78

第四节经营管理⋯⋯⋯⋯⋯⋯⋯81

第五章化工⋯⋯⋯⋯⋯⋯⋯⋯⋯⋯82

第一节 概况⋯⋯⋯⋯⋯⋯⋯⋯⋯82

第二节 购进⋯⋯⋯⋯⋯⋯⋯⋯⋯83

第三节销售⋯⋯⋯⋯⋯⋯⋯⋯⋯85

第四节经营管理⋯⋯⋯⋯⋯⋯⋯88

o-．----··--L-_‘-．■I-··-r0【【LI-【．--I-r

|‘●0●●■■■●『-



·2· 目 录

第六章钟表眼镜⋯⋯⋯⋯⋯⋯⋯⋯89

第一节 概况⋯⋯⋯⋯⋯⋯⋯⋯⋯89

第二节 购进⋯⋯⋯⋯⋯⋯⋯⋯⋯91

第三节销售⋯⋯⋯⋯⋯⋯⋯⋯⋯92

第四节经营管理⋯⋯⋯⋯⋯⋯⋯93

第七章石油⋯⋯⋯⋯⋯⋯⋯⋯⋯⋯94

第一节 概况⋯⋯⋯⋯⋯⋯⋯⋯⋯94

第二节 购进⋯⋯⋯⋯⋯⋯⋯⋯⋯95

第三节销售⋯⋯⋯⋯⋯⋯⋯⋯⋯96

第四节经营管理⋯⋯⋯⋯⋯⋯⋯98

第八章储运⋯⋯⋯⋯⋯⋯⋯⋯⋯⋯99

第一节 概况⋯⋯⋯⋯⋯⋯⋯⋯⋯99

第二节仓储⋯⋯⋯⋯⋯⋯⋯⋯⋯101

第三节运输⋯⋯⋯⋯⋯⋯⋯⋯⋯103

第四节 计费标准⋯⋯⋯⋯⋯⋯⋯104

第九章管理机构⋯⋯⋯⋯⋯⋯⋯⋯105

企业选介⋯⋯⋯⋯⋯⋯⋯⋯⋯⋯⋯⋯107

第三篇粮油商业

概述⋯⋯⋯⋯⋯⋯⋯⋯⋯⋯⋯⋯⋯111

第一章征购⋯⋯⋯⋯⋯⋯⋯⋯⋯⋯112

第二章销售⋯⋯⋯⋯⋯⋯⋯⋯⋯⋯114

第三章储运⋯⋯⋯⋯⋯⋯⋯⋯⋯⋯118

第一节仓库建设⋯⋯⋯⋯⋯⋯⋯118

第二节保粮方法⋯⋯⋯⋯⋯⋯⋯119

第三节运输⋯⋯⋯⋯⋯⋯⋯⋯⋯119

第四章管理机构⋯⋯⋯⋯⋯⋯⋯⋯120

第四篇副食品商业

概述⋯⋯⋯⋯⋯⋯⋯⋯⋯⋯⋯⋯⋯122

第一章烟酒糖茶⋯⋯⋯⋯⋯⋯⋯⋯123

第一节 概况⋯⋯⋯⋯⋯⋯⋯⋯⋯123

第二节购进⋯⋯⋯⋯⋯⋯⋯⋯⋯128

第三节销售⋯⋯⋯⋯⋯⋯⋯⋯⋯132

第四节 经营管理⋯⋯⋯⋯⋯⋯⋯135

第二章 肉食禽蛋奶⋯⋯⋯⋯⋯⋯⋯137

第一节概况⋯⋯⋯⋯⋯⋯⋯⋯⋯137

第二节购进⋯⋯⋯⋯⋯⋯⋯⋯⋯139

第三节销售⋯⋯⋯⋯⋯⋯⋯⋯⋯143

第四节 经营管理⋯⋯⋯⋯⋯⋯⋯148

第三章水产品⋯⋯⋯⋯⋯⋯⋯⋯⋯15l

第一节 概况⋯⋯⋯⋯⋯⋯⋯⋯⋯151

第二节 购进⋯⋯⋯⋯⋯⋯⋯⋯⋯153

第三节销售⋯⋯⋯⋯⋯⋯⋯⋯⋯154

第四章蔬菜⋯⋯⋯⋯⋯⋯⋯⋯⋯⋯156

第一节 概况⋯⋯⋯⋯⋯⋯⋯⋯⋯156

第二节 收购⋯⋯⋯⋯⋯⋯⋯⋯⋯159

第三节销售⋯⋯⋯⋯⋯⋯⋯⋯⋯161

第四节贮运⋯⋯⋯⋯⋯⋯⋯⋯⋯164

第五章酱菜⋯⋯⋯⋯⋯⋯⋯⋯⋯⋯165

第一节 概况⋯⋯⋯⋯⋯⋯⋯⋯⋯165

第二节销售⋯⋯⋯⋯⋯⋯⋯⋯⋯166

第六章管理机构⋯⋯⋯⋯⋯⋯⋯⋯168

企业选介⋯⋯⋯⋯⋯⋯⋯⋯⋯⋯⋯⋯169

第五篇供销合作商业

概述⋯⋯⋯⋯⋯⋯⋯⋯⋯⋯⋯⋯⋯172

第一章物资回收⋯⋯⋯⋯⋯⋯⋯⋯173

第一节 概况⋯⋯⋯⋯⋯⋯⋯⋯⋯173

第二节收购⋯⋯⋯⋯⋯⋯⋯⋯⋯175

第三节 销售与加工利用：⋯⋯⋯··176

第二章土产杂品⋯⋯⋯⋯⋯⋯⋯⋯178

第一节 概况⋯⋯⋯⋯⋯⋯⋯⋯⋯178

第二节购进⋯⋯⋯⋯⋯⋯⋯⋯⋯179

第三节销售⋯⋯⋯⋯⋯⋯⋯⋯⋯180

第三章农业生产资料⋯⋯⋯⋯⋯⋯182

第一节 概况⋯⋯⋯⋯⋯⋯⋯⋯⋯182

第二节购进⋯⋯⋯⋯⋯⋯⋯⋯⋯183

第三节销售⋯⋯⋯⋯⋯⋯⋯⋯⋯185

第四章果品⋯⋯⋯⋯⋯⋯⋯⋯⋯⋯187

第一节 概况⋯⋯⋯⋯⋯⋯⋯⋯⋯187

第二节购进⋯⋯⋯⋯⋯⋯⋯⋯⋯187

第三节销售⋯⋯⋯⋯⋯⋯⋯⋯⋯189

删潮一绸魈燃潮猫



目 录 ·3·

第五章盐业⋯⋯⋯⋯⋯⋯⋯⋯⋯⋯190

第一节 概况⋯⋯⋯⋯⋯⋯⋯⋯⋯190

第二节购进⋯⋯⋯⋯⋯⋯⋯⋯⋯191

第三节销售⋯⋯⋯⋯⋯⋯⋯⋯⋯191

第六章棉麻⋯⋯⋯⋯⋯⋯⋯⋯⋯⋯193

第一节 概况⋯⋯⋯⋯⋯⋯⋯⋯⋯193

第二节购进⋯⋯⋯⋯⋯⋯⋯⋯⋯194

第三节销售⋯⋯⋯⋯⋯⋯⋯⋯⋯195

第七章 农村生活资料与饮食服务

⋯⋯⋯⋯⋯⋯⋯⋯⋯⋯⋯⋯⋯⋯196

第一节农村生活资料销售⋯⋯⋯196

第二节饮食服务⋯⋯⋯⋯⋯⋯⋯197

第八章管理⋯⋯⋯⋯⋯⋯⋯⋯⋯⋯197

第一节管理机构⋯⋯⋯⋯⋯⋯⋯197

第二节业务管理⋯⋯⋯⋯⋯⋯⋯199

第三节 民主管理⋯⋯⋯⋯⋯⋯⋯201

第六篇饮食服务业

概述⋯⋯⋯⋯⋯⋯⋯⋯⋯⋯⋯⋯⋯202

第一章饮食业⋯⋯⋯⋯⋯⋯⋯⋯⋯203

第一节概况⋯⋯⋯⋯⋯⋯⋯⋯⋯203

第二节经营⋯⋯⋯⋯⋯⋯⋯⋯⋯206

第二章旅店业⋯⋯⋯⋯⋯⋯⋯⋯⋯209

第一节概况⋯⋯⋯⋯⋯⋯⋯⋯⋯209

第二节经营⋯⋯⋯⋯⋯⋯⋯⋯⋯210

第三章理发业⋯⋯⋯⋯⋯⋯⋯⋯⋯214

第一节概况⋯⋯⋯⋯⋯⋯⋯⋯⋯214

第二节经营⋯⋯⋯⋯⋯⋯⋯⋯⋯216

第四章浴池业⋯⋯⋯⋯⋯⋯⋯⋯⋯219

第一节概况⋯⋯⋯⋯⋯⋯⋯⋯⋯219

第二节经营⋯⋯⋯⋯⋯⋯⋯⋯⋯220

第五章照相业⋯⋯⋯⋯⋯⋯⋯⋯⋯222

第一节概况⋯⋯⋯⋯⋯⋯⋯⋯⋯222

第二节经营⋯⋯⋯⋯⋯⋯⋯⋯⋯224

第六章洗染业⋯⋯⋯⋯⋯⋯⋯⋯⋯226

第一节概况⋯⋯⋯⋯⋯⋯⋯⋯⋯226

第二节经营⋯⋯⋯⋯⋯⋯⋯⋯⋯228

第七章租赁业⋯⋯⋯⋯⋯⋯⋯⋯⋯231

第八章管理机构⋯⋯⋯⋯⋯⋯⋯⋯232

企业选介⋯⋯⋯⋯⋯⋯⋯⋯⋯⋯⋯⋯233

第七篇医药商业

概述⋯⋯⋯⋯⋯⋯⋯⋯⋯⋯⋯⋯⋯236

第一章中药业⋯⋯⋯⋯⋯⋯⋯⋯⋯237

第一节概况⋯⋯⋯⋯⋯⋯⋯⋯⋯237

第二节采购⋯⋯⋯⋯⋯⋯⋯⋯⋯239

第三节供应⋯⋯⋯⋯⋯⋯⋯⋯⋯240

第二章西药业⋯⋯⋯⋯⋯⋯⋯⋯⋯244

第一节概况⋯⋯⋯⋯⋯⋯⋯⋯⋯244

第二节采购⋯⋯⋯⋯⋯⋯⋯⋯⋯245

第三节供应⋯⋯⋯⋯⋯⋯⋯⋯⋯246

第三章 医疗器械业⋯⋯⋯⋯⋯⋯⋯250

第一节概况⋯⋯⋯⋯⋯⋯⋯⋯⋯250

第二节采购⋯⋯⋯⋯⋯⋯⋯⋯⋯250

第三节供应⋯⋯⋯⋯⋯⋯⋯⋯⋯252

第四章管理⋯⋯⋯⋯⋯⋯⋯⋯⋯⋯254

第一节管理体制⋯⋯⋯⋯⋯⋯⋯254

第二节财产管理⋯⋯⋯⋯⋯⋯⋯255

第三节仓储管理⋯⋯⋯⋯⋯⋯⋯256

第四节运输管理⋯⋯⋯⋯⋯⋯⋯257

企业选介⋯⋯⋯⋯⋯⋯⋯⋯⋯⋯⋯⋯260

第八篇物资供应

概述⋯⋯⋯⋯⋯⋯⋯⋯⋯⋯⋯⋯⋯261

第一章煤炭⋯⋯⋯⋯⋯⋯⋯⋯⋯⋯261

第一节供应⋯⋯⋯⋯⋯⋯⋯⋯⋯261

第二节储运⋯⋯⋯⋯⋯⋯⋯⋯⋯263

第三节 网点⋯⋯⋯⋯⋯⋯⋯⋯⋯264

第二章木材⋯⋯⋯⋯⋯⋯⋯⋯⋯⋯265

第一节 供应⋯⋯⋯⋯⋯⋯⋯⋯⋯265

第二节储运⋯⋯⋯⋯⋯⋯⋯⋯⋯266

第三章金属材料⋯⋯⋯⋯⋯⋯⋯⋯267

第一节供应⋯⋯⋯⋯⋯⋯⋯⋯⋯267



目 录

第二节储运⋯⋯⋯⋯⋯⋯⋯⋯⋯268

第四章机电设备⋯⋯⋯⋯⋯⋯⋯⋯269

第一节供应⋯⋯⋯⋯⋯⋯⋯⋯⋯269

第二节储运⋯⋯⋯⋯⋯⋯⋯⋯⋯271

第三节 机电设备网点⋯⋯⋯⋯⋯272

第五章化工轻工产品⋯⋯⋯⋯⋯⋯272

第一节供应⋯⋯⋯⋯⋯⋯⋯⋯⋯272

第二节 储运⋯⋯⋯⋯⋯⋯⋯⋯⋯274

第六章建筑材料⋯⋯⋯⋯⋯⋯⋯⋯274

第一节供应⋯⋯⋯⋯⋯⋯⋯⋯⋯274

第二节储运⋯⋯⋯⋯⋯⋯⋯⋯⋯275

第三节 网点⋯⋯⋯⋯⋯⋯⋯⋯⋯276

第七章物资服务⋯⋯⋯⋯⋯⋯⋯⋯277

第八章管理⋯⋯⋯⋯⋯⋯⋯⋯⋯⋯279

第一节管理机构⋯⋯⋯⋯⋯⋯⋯279

第二节 管理体制⋯⋯⋯⋯⋯⋯⋯280

第三节计划管理⋯⋯⋯⋯⋯⋯⋯282

第四节 资金管理⋯⋯⋯⋯⋯⋯⋯283

第九篇外 贸

概述⋯⋯⋯⋯⋯⋯⋯⋯⋯⋯⋯⋯⋯287

第一章 出口商品⋯⋯⋯⋯⋯⋯⋯⋯288

第一节畜产类⋯⋯⋯⋯⋯⋯⋯⋯288

第二节纺织类⋯⋯⋯⋯⋯⋯⋯⋯288

第三节粮油类⋯⋯⋯⋯⋯⋯⋯⋯289

第四节食品类⋯⋯⋯⋯⋯⋯⋯⋯290

第五节轻工类⋯⋯⋯⋯⋯⋯⋯⋯291

第六节 化工、医药类⋯⋯⋯⋯⋯291

第七节土产类⋯⋯⋯⋯⋯⋯⋯⋯291

第八节工艺、抽纱类⋯⋯⋯⋯⋯292

第九节 五金矿产类⋯⋯⋯⋯⋯⋯292

第十节 机械设备类⋯⋯⋯⋯⋯⋯293

第十一节 名牌出口商品⋯⋯⋯⋯293

第二章包装储运⋯⋯⋯⋯⋯⋯⋯⋯296

第一节包装·装璜⋯⋯⋯⋯⋯⋯296

第二节运输⋯⋯⋯⋯⋯⋯⋯⋯⋯297

第三节仓储⋯⋯⋯⋯⋯⋯⋯⋯⋯298

第三章扶持生产⋯⋯⋯⋯⋯⋯⋯⋯299

第一节资金⋯⋯⋯⋯⋯⋯⋯⋯⋯299

第二节物资⋯⋯⋯⋯⋯⋯⋯⋯⋯299

第三节补偿贸易⋯⋯⋯⋯⋯⋯⋯300

第四节基地建设⋯⋯⋯⋯⋯⋯⋯300

第四章机构⋯⋯⋯⋯⋯⋯⋯⋯⋯⋯302

第一节 济南市对外贸易局⋯⋯⋯302

第二节 外贸支公司⋯⋯⋯⋯⋯⋯302

第三节 区县公司⋯⋯⋯⋯⋯⋯⋯304

1；f寸 洋行⋯⋯⋯⋯⋯⋯⋯⋯⋯304

第十篇进出口商品检验

概 述⋯⋯⋯⋯⋯⋯⋯⋯⋯⋯⋯⋯⋯309

第一章检验种类与方式⋯⋯⋯⋯⋯310

第一节检验种类⋯⋯⋯⋯⋯⋯⋯310

第二节检验方式⋯⋯⋯⋯⋯⋯⋯311

第二章出口商品检验⋯⋯⋯⋯⋯⋯311

第一节棉花检验⋯⋯⋯⋯⋯⋯⋯311

第二节罐头检验⋯⋯⋯⋯⋯⋯⋯313

第三节 肉类检验⋯⋯⋯⋯⋯⋯⋯313

第四节 纺织品检验⋯⋯⋯⋯⋯⋯314

第五节苹果检验⋯⋯⋯⋯⋯⋯⋯314

第六节 机电产品检验⋯⋯⋯⋯⋯315

第七节其他商品检验⋯⋯⋯⋯⋯315

第三章进口商品检验⋯⋯⋯⋯⋯⋯327

第四章管理⋯⋯⋯⋯⋯⋯⋯⋯⋯⋯331

第一节 管理机构⋯⋯⋯⋯⋯⋯⋯331

第二节监督管理⋯⋯⋯⋯⋯⋯⋯332

●jj；■1d淘1；，一0I，潮溜涠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5·

第九卷农 业

第一篇农业综述

第一章农业生产关系变革⋯⋯⋯⋯335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335

第二节土地改革⋯⋯⋯⋯⋯⋯⋯337

第三节农业合作化⋯⋯⋯⋯⋯⋯338

第四节人民公社⋯⋯⋯⋯⋯⋯⋯340

第五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342

第二章农业生产条件⋯⋯⋯⋯⋯⋯346

第一节土地、耕地⋯⋯⋯⋯⋯⋯346

第二节劳动力、畜力⋯⋯⋯⋯⋯347

第三节农具农机⋯⋯⋯⋯⋯⋯⋯349

第四节水利建设⋯⋯⋯⋯⋯⋯⋯354

第五节农用物资及农村用电⋯⋯354

第六节农业投资⋯⋯⋯⋯⋯⋯⋯355

专记农田基本建设⋯⋯⋯⋯⋯⋯356

第三章农村经济结构⋯⋯⋯⋯⋯⋯359

第一节 五业结构与种植业内部结

构⋯⋯⋯⋯⋯⋯⋯⋯⋯359

第二节农村工农业结构与劳动力

结构⋯⋯⋯⋯⋯⋯⋯⋯360

第三节农业区划⋯⋯⋯⋯⋯⋯⋯362

第四章管理⋯⋯⋯⋯⋯⋯⋯⋯⋯⋯363

第一节管理机构⋯⋯⋯⋯⋯⋯⋯363

第二节经营管理⋯⋯⋯⋯⋯⋯⋯365

第二篇粮棉油种植业

概述⋯⋯⋯⋯⋯⋯⋯⋯⋯⋯⋯⋯⋯370

第一章品种⋯⋯⋯⋯⋯⋯⋯⋯⋯⋯371

第一节粮食作物品种⋯⋯⋯⋯⋯371

第二节经济作物品种⋯⋯⋯⋯⋯374

第三节油料作物品种⋯⋯⋯⋯⋯374

第二章生产⋯⋯⋯⋯⋯⋯⋯⋯⋯⋯376

第一节粮棉油面积产量⋯⋯⋯⋯376

第二节主要作物生产⋯⋯⋯⋯⋯387

第三节名贵土特产⋯⋯⋯⋯⋯⋯389

第三章栽培⋯⋯⋯⋯⋯⋯⋯⋯⋯⋯390

第一节耕作制度⋯⋯⋯⋯⋯⋯⋯390

第二节栽培技术⋯⋯⋯⋯⋯⋯⋯391

第三节病虫害及防治⋯⋯⋯⋯⋯392

第四章农场⋯⋯⋯⋯⋯⋯⋯⋯⋯⋯395

第一节解放前农场⋯⋯⋯⋯⋯⋯395

第二节解放后农场⋯⋯⋯⋯⋯⋯396

第五章管理机构⋯⋯⋯⋯⋯⋯⋯⋯398

第一节 市级机构⋯⋯⋯⋯⋯⋯⋯398

第二节 县级机构⋯⋯⋯⋯⋯⋯⋯398

第三篇蔬菜种植业

概述⋯⋯⋯⋯⋯⋯⋯⋯⋯⋯⋯⋯⋯399

第一章菜田·品种⋯⋯⋯⋯⋯⋯⋯400

第一节 菜田⋯⋯⋯⋯⋯⋯⋯⋯⋯400

第二节品种⋯⋯⋯⋯⋯⋯⋯⋯⋯401

第二章蔬菜生产⋯⋯⋯⋯⋯⋯⋯⋯403

第一节 产量⋯⋯⋯⋯⋯⋯⋯⋯⋯403

第二节产品结构⋯⋯⋯⋯⋯⋯⋯405

第三节主要蔬菜⋯⋯⋯⋯⋯⋯⋯405

第四节名特菜⋯⋯⋯⋯⋯⋯⋯⋯407

第五节蔬菜贮藏⋯⋯⋯⋯⋯⋯⋯408

第三章栽培⋯⋯⋯⋯⋯⋯⋯⋯⋯⋯410

第一节栽培制度⋯⋯⋯⋯⋯⋯⋯410

第二节保护地栽培⋯⋯⋯⋯⋯⋯411

第三节灌溉、施肥⋯⋯⋯⋯⋯⋯413

第四节病虫害防治⋯⋯⋯⋯⋯⋯413

砂{}}『}I。IILlI■■IrI}II



·6· 目 录

第五节 蔬菜科技⋯⋯⋯⋯⋯⋯⋯414 第三章渔场⋯⋯⋯⋯⋯⋯⋯⋯⋯⋯445

第四章 管理⋯⋯⋯⋯⋯⋯⋯⋯⋯⋯416 第一节 国营渔场⋯⋯⋯⋯⋯⋯⋯445

第一节 管理机构⋯⋯⋯⋯⋯⋯⋯416 第二节 集体渔场⋯⋯⋯⋯⋯⋯⋯445

第二节 生产管理⋯⋯⋯⋯⋯⋯⋯416 第三节 个体承包渔场⋯⋯⋯⋯⋯446

第三节蔬菜交售管理⋯⋯⋯⋯⋯417 第四章管理机构⋯⋯⋯⋯⋯⋯⋯⋯447

第四节 菜田、菜农口粮管理⋯⋯419 第一节市级管理机构⋯⋯⋯⋯⋯447

第二节 县区管理机构⋯⋯⋯⋯447

第四篇畜禽养殖业
第六篇林果业

概述⋯⋯⋯⋯⋯⋯⋯⋯⋯⋯⋯⋯⋯420

第一章 品种⋯⋯⋯⋯⋯⋯⋯⋯⋯⋯420

第二章畜禽饲养⋯⋯⋯⋯⋯⋯⋯⋯422

第一节家畜⋯⋯⋯⋯⋯⋯⋯⋯⋯422

第二节家禽⋯⋯⋯⋯⋯⋯⋯⋯⋯425

第三节兔、蜂、鹿饲养⋯⋯⋯⋯⋯428

第三章饲草饲料⋯⋯⋯⋯⋯⋯⋯⋯428

第一节饲草⋯⋯⋯⋯⋯⋯⋯⋯⋯428

第二节饲料⋯⋯⋯⋯⋯⋯⋯⋯⋯430

第三节饲料供应⋯⋯⋯⋯⋯⋯⋯430

第四章疫病防治⋯⋯⋯⋯⋯⋯⋯⋯431

第一节传染病⋯⋯⋯⋯⋯⋯⋯⋯431

第二节寄生虫病⋯⋯⋯⋯⋯⋯⋯434

第三节家畜普通病⋯⋯⋯⋯⋯⋯436

第五章管理⋯⋯⋯⋯⋯⋯⋯⋯⋯⋯436

第一节管理机构⋯⋯⋯⋯⋯⋯⋯436

第二节经营管理体制⋯⋯⋯⋯⋯436

第五篇水产养殖业

概述⋯⋯⋯⋯⋯⋯⋯⋯⋯⋯⋯⋯⋯437

第一章水产条件⋯⋯⋯⋯⋯⋯⋯⋯437

第一节水域面积⋯⋯⋯⋯⋯⋯⋯437

第二节水产品种⋯⋯⋯⋯⋯⋯⋯439

第二章生产⋯⋯⋯⋯⋯⋯⋯⋯⋯⋯440

第一节 鱼苗鱼种生产⋯⋯⋯⋯⋯440

第二节成鱼养殖⋯⋯⋯⋯⋯⋯⋯441

第三节新技术应用⋯⋯⋯⋯⋯⋯443

第四节 渔业生产工具⋯⋯⋯⋯⋯444

概述⋯⋯⋯⋯⋯⋯⋯⋯⋯⋯⋯⋯⋯448

第一章林地、林木蓄积⋯⋯⋯⋯⋯449

第一节林地⋯⋯⋯⋯⋯⋯⋯⋯⋯449

第二节林木蓄积⋯⋯⋯⋯⋯⋯⋯451

第二章树种⋯⋯⋯⋯⋯⋯⋯⋯⋯⋯453

第一节树种结构⋯⋯⋯⋯⋯⋯⋯453

第二节 主要造林绿化树种⋯⋯⋯453

第三节 主要经济灌木⋯⋯⋯⋯⋯456

第四节稀有、珍贵树种⋯⋯⋯⋯457

第三章采种育苗⋯⋯⋯⋯⋯⋯⋯⋯458

第一节采种与选种⋯⋯⋯⋯⋯⋯458

第二节引种⋯⋯⋯⋯⋯⋯⋯⋯⋯460

第三节育苗⋯⋯⋯⋯⋯⋯⋯⋯⋯460

第四章植树造林⋯⋯⋯⋯⋯⋯⋯⋯465

第一节造林面积⋯⋯⋯⋯⋯⋯⋯465

第二节 山区绿化⋯⋯⋯⋯⋯⋯⋯465

第三节平原绿化⋯⋯⋯⋯⋯⋯⋯467

第四节 铁路与公路绿化⋯⋯⋯⋯469

第五节植树节与义务植树⋯⋯⋯470

第五章林场⋯⋯⋯⋯⋯⋯⋯⋯⋯⋯471

第一节 国营(公有)林场⋯⋯⋯⋯471

第二节 国社(队)合营林场⋯⋯⋯475

第三节集体林场⋯⋯⋯⋯⋯⋯⋯475

第六章果业⋯⋯⋯⋯⋯⋯⋯⋯⋯⋯476

第一节 果树种类及品种⋯⋯⋯⋯476

第二节 果业生产⋯⋯⋯⋯⋯⋯⋯480

第三节 新技术应用与推广⋯⋯⋯483

第七章林木病虫害及防治⋯⋯⋯⋯484



目 录 ·7·

第一节病虫害种类⋯⋯⋯⋯⋯⋯485

第二节病虫害防治⋯⋯⋯⋯⋯⋯486

第八章管理⋯⋯⋯⋯⋯⋯⋯⋯⋯⋯488

第一节管理机构⋯⋯⋯⋯⋯⋯⋯488

第二节管理体制⋯⋯⋯⋯⋯⋯⋯490

第三节林木保护管理⋯⋯⋯⋯⋯493

第七篇水 利

概述⋯⋯⋯⋯⋯⋯⋯⋯⋯⋯⋯⋯⋯495

第一章河道治理⋯⋯⋯⋯⋯⋯⋯⋯495

第一节小清河水系治理⋯⋯⋯⋯495

第二节 黄河水系支流的河道治理

⋯·⋯⋯········⋯····⋯⋯··⋯⋯···500

第二章水库建设⋯⋯⋯⋯⋯⋯⋯⋯501

第一节大型水库⋯⋯⋯⋯⋯⋯⋯502

第二节中型水库⋯⋯⋯⋯⋯⋯⋯503

第三节小型水库⋯⋯⋯⋯⋯⋯⋯507

第三章农田水利⋯⋯⋯⋯⋯⋯⋯⋯517

第一节引黄灌溉工程⋯⋯⋯⋯⋯517

第二节引清灌溉工程⋯⋯⋯⋯⋯517

第三节井灌、喷滴灌⋯⋯⋯⋯⋯518

第四节水土保持⋯⋯⋯⋯⋯⋯⋯520

第五节治涝改碱⋯⋯⋯⋯⋯⋯⋯521

第四章其他水利工程⋯⋯⋯⋯⋯⋯523

第一节 白云湖工程⋯⋯⋯⋯⋯⋯523

第二节济平干渠⋯⋯⋯⋯⋯⋯⋯523

第三节绣惠渠⋯⋯⋯⋯⋯⋯⋯⋯524

第四节小水电站⋯⋯⋯⋯⋯⋯⋯524

第五节饮水工程⋯⋯⋯⋯⋯⋯⋯526

第五章管理⋯⋯⋯⋯⋯⋯⋯⋯⋯⋯527

第一节管理机构⋯⋯⋯⋯⋯⋯⋯527

第二节施工管理⋯⋯⋯⋯⋯⋯⋯528

第三节工程管理⋯⋯⋯⋯⋯⋯⋯529

第四节 经营管理⋯⋯⋯⋯⋯⋯⋯532

第八篇黄河修防

概述⋯⋯⋯⋯⋯⋯⋯⋯⋯⋯⋯⋯⋯533

第一章济南地区黄河基本情况⋯⋯533

第一节 流域形势⋯⋯⋯⋯⋯⋯⋯533

第二节水沙特性⋯⋯⋯⋯⋯⋯⋯534

第三节河床淤积⋯⋯⋯⋯⋯⋯⋯534

第四节 黄河灾害⋯⋯⋯⋯⋯⋯⋯535

第二章防洪⋯⋯⋯⋯⋯⋯⋯⋯⋯⋯535

第一节 堤防工程⋯⋯⋯⋯⋯⋯⋯535

第二节河道治理⋯⋯⋯⋯⋯⋯⋯538

第三节 防汛⋯⋯⋯⋯⋯⋯⋯⋯⋯541

第三章兴利⋯⋯⋯⋯⋯⋯⋯⋯⋯⋯543

第一节引黄工程⋯⋯⋯⋯⋯⋯⋯543

第二节 引黄兴利⋯⋯⋯⋯⋯⋯⋯552

第四章管理⋯⋯⋯⋯⋯⋯⋯⋯⋯⋯555

第一节机构⋯⋯⋯⋯⋯⋯⋯⋯⋯555

第二节治河方策⋯⋯⋯⋯⋯⋯⋯557

第三节工程管理⋯⋯⋯⋯⋯⋯⋯558

第九篇乡镇企业

O

1

1

2

3

3

3

6

9

2

5弱弱弱％弱弘弱弱％w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布构分～

～产业品～构制式

一

～分结成业～生行产一机体形

～

～业业济企布业业业一理理配一合企产经业分工工工理管管分

～综

工

管

～

节节节

节节节节

节节节

述章一

二三章一

二三四章一

二三一第第第二第第第第三第第第

概第

第

第



∥成誊
“；?一；?

z～，t÷

÷¨jr。‘“j^
≯ij i“一j。j≯

j。|_?／

；?5一?，∥#i锄

乡簿
。?|Ⅳ

：，÷++j

。√÷，j!

，，

f# }7

1蠢。’
m

F二t囊m?一jj
谚，?j。l 0”o?ij

+彤，j?；一
，一“。?

．。。。。。o警

，口，。；夕曩

，

』"r

≯毽j轰攀鼍臻文一荔鬻一一魄荔攀



I
j

《

l

j



第一篇 商业综述

概 述

济南是历史悠久的著名商业城市。两汉时，丝织、冶铁、陶器、漆器等尤为兴盛。唐宋

以后，商业更加繁荣。北宋时期铸造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上刻“认门前白

兔儿为记”的商标，为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商标。元代，济南已成为山东最大的商业城

市，铁业、盐运和丝织品经营规模较大，元天历年问(1328～1329年)济南的商税额为白银

12752锭36两6钱(每锭50两)，是山东交纳商税最多的州府之一。明代，济南是当时全

国兴起的33个商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一。 ，、

清康熙之后，济南贸易发展到省内外许多地区。商品交易以粮、盐、茶、山果、药材、棉

花、丝绸、鞋帽和日用杂货等为大宗，交易场所主要集中在旧城内和城北泺口一带。清光绪

初，市场渐次向西关转移，西关成为商业中心，并形成闻名全国的国药行、杂货行、绸布行、

鞋帽行和钱行，时称西关“五大行”，左右着济南市场。

1904年(光绪三十年)，胶济铁路通车，济南辟为商埠，“准各国洋商并华商于划定界

内租地杂居。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三四年内，外商在商埠区设洋行、

公司20多家，大量倾销煤油、卷烟、棉布、砂糖、火柴、颜料、五金交电器材、日用百货等工

业产品。同时还大批收购工业原料和手工业产品，以小麦、棉花、大豆、牛、蛋、草帽辫、药

材、蚕丝等为大宗，其中棉花尤甚，使济南成为鲁、豫、晋三省货物集散地和华北的重要市

场。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进一步推动了济南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许多新兴行业

的产生，济南商户已发展到32个行业1993家。1927年，仅城关及商埠两地区的商户即达

6700多家，交易总额达2．1亿元。

1928～1932年，由于受“五三”惨案和“九一八”事变的影响，济南商业一度萧条。1932

年，总贸易额为1．67亿元，较上年减少三分之一。1933～1936年，商业市场渐次恢复并有

所发展。1934年新开工商业户724家，同年歇业商号108家，实增616家。1932"-"1936年

的货物运输仅铁路年输入量就达106万吨，比1927年增加1倍以上，年输出56万吨，增

加四分之一。1937年12月27日，日军侵占济南，推行“以战养战”的反动方针，通过“组

合”、“协会”等形式垄断和掠夺物资，操纵主要商品市场，使商品流转遭到严重破坏，民族

商业濒于破产境地。1943年5月，工商业户有7400户左右，多为小本经营的零售商和手

工作坊。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封锁禁运，加之苛捐杂税繁多，官僚资本以及社会游资

大量充斥市场，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之风愈演愈烈，物价飞涨，通货急剧贬值，致

使商品流转日渐困难，市场衰退。1946年工商业户有12449户，1948年9月只剩9357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