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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物流企业与商流企业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商流企业执行购销职能，即商品所有权转移的职能，是商品价

值的载体，．物流企业是根据所有权转移的要求，执行运存职能，运是

管商品的动态，’．存是管商品的静态，它是商品使用价值的载体。这两

类企业共同负责购、销、运、存全过程，它们是职能不同的经．济实

体： ．?‘．
’．、 ～’’；r

．一物流企业，无论是搞商品的动态或是静态，都要靠强大的物质手

段，。即运输、储存设施。建设这些设施需要大量资金。目前我国商

业二供销部门有通用仓库1．1亿平方米，。冷库容量240万吨，。2吨以上

数量的货场，．码头、．船舶、．．装卸机械等设备。全国有2，ooo多个商业、。：1

： ‘‘民矽：‘正像人们看电影一样，‘大多数人只知道演员的形象；。很少人知 ，、．／，”
J。 道服装、道具、化装、剧务以至摄影，导演、编剧等人的辛苦；够运’、；；

分．’豢．；--IF'17 I<r-I---．-淼淼纛量兰篆撩妻，：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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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很不平等，后者大约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储运市场出现激烈竞争局 j

面，而且竞争条件不平等；储运企业长期吃国家搿大锅饭"，储运职

工吃企业“大锅饭"，使企业无动力，无活力，‘素质低，效益低。目

前储运企业大多处于困境之中，正在萎缩，有拼光耗尽的趋势。，

济南市商业储运公司，在全国算是个中型商业物流企业，工作做

得不好不歹。但是，我们公司是商业部五十年代初期首批布的储运网点

之一，从1953年6月建立，到现在已近35年了。从它的发展过程，可

以剖视商业储运行业的过去和现在。我们编这本企业志书的目的：一

是希望党政领导和理论界关注储运行业，为他们作研究工作提供一个

例证材料；二是向全国的同行提供一个材料，作为相互交流，以共同

努力，呼吁社会对储运工作给予恰当评估，帮助它摆正位置，寻求合理

的政策保护措施；三是作为一个“乡土教材”，教育本企业的职工和后

代，使他们了解自己公司的过去和现在，了解企业发展到今天是多么

不易，以提高干部职工对自己企业的责任心、荣誉感，积极投身于当

前企业的各项改革，努力参与摆困境，保基础，上水平，求发展；1四是

为商业部、商业厅、一商局和政府主管部门修史编志提供具体材料。

这本企业志书，是由张雪锋同志主编的。张雪锋同志，原来文化

水平不高，参加工作后勤奋好学，虽然历尽二十多年的坎坷，但斗志不

衰。他已超过退休年龄，公司要求他“超期服役三年”，完成了这本资

料书，’我代表公司党政领导向他表示谢意!这本资料书，由于我公司

整体素质不高，难尽人意，。错误难免，务望领导和读者予以斧正。

郑 毅 ．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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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济南开埠以来的商业储运行业

(二九O五年——一九五六年)
T，

／r
．

·
一

≮

济南开埠以来的商业储运行业⋯⋯⋯一⋯⋯⋯⋯⋯⋯⋯⋯⋯⋯⋯⋯⋯⋯⋯⋯⋯⋯⋯⋯⋯

第一章仓储业⋯⋯⋯⋯⋯⋯⋯⋯⋯⋯⋯⋯⋯⋯⋯⋯⋯⋯⋯⋯⋯⋯⋯⋯⋯⋯⋯⋯⋯⋯“·

第一节开埠后的堆栈业⋯⋯⋯⋯⋯⋯⋯⋯⋯⋯⋯⋯⋯⋯⋯⋯⋯⋯⋯⋯⋯⋯⋯⋯⋯

第二节棉花行与纬六路仓库⋯⋯⋯⋯⋯⋯⋯⋯⋯⋯⋯⋯⋯⋯⋯⋯⋯⋯⋯⋯⋯⋯⋯

， 第三节解放初期的国营商业仓库⋯⋯⋯⋯“_⋯⋯⋯⋯⋯⋯⋯⋯⋯⋯⋯⋯⋯⋯⋯·

第二章运输业⋯⋯⋯⋯⋯⋯⋯⋯⋯⋯⋯⋯⋯⋯⋯⋯⋯⋯⋯⋯⋯⋯⋯⋯⋯⋯⋯⋯⋯⋯⋯

第一节转运公司和运货栈．．．⋯⋯⋯⋯⋯⋯⋯⋯⋯⋯⋯⋯⋯⋯⋯⋯⋯⋯⋯⋯⋯⋯⋯

．’第二节 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运输业⋯．⋯⋯⋯⋯⋯⋯⋯⋯⋯⋯⋯⋯⋯⋯⋯⋯⋯

第三节解放后货栈业的急剧变化⋯．．．⋯⋯⋯⋯⋯⋯⋯⋯⋯o o。e⋯⋯⋯⋯⋯⋯⋯⋯

下 篇

济南市商业储运公司 。．

，

●

(一九五三年——一九八六年)
‘ ．

●

第一章概述⋯⋯⋯⋯⋯⋯⋯⋯⋯⋯．．．⋯⋯⋯⋯⋯⋯⋯⋯⋯⋯⋯⋯⋯⋯⋯⋯⋯⋯⋯⋯⋯18

7 。第一节建立和发展阶段
‘

(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18
’ 第二节储运合一阶段 ： r ，

(一九五八年——一九六O年)⋯⋯⋯⋯⋯⋯⋯⋯⋯⋯⋯⋯⋯⋯．．．⋯⋯⋯⋯⋯19

第三节调整、巩固阶段
’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六年五月)⋯⋯⋯⋯⋯⋯⋯⋯⋯⋯⋯⋯⋯⋯⋯⋯⋯⋯ 20

第四节 口文化革命乃阶段 ，‘．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九七六年九月)⋯⋯⋯．．．⋯⋯⋯⋯⋯⋯⋯⋯⋯⋯⋯⋯· 22

．第五节恢复和建设阶段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八二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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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进入改革开放阶段 ．

(一九八三年一一九八六年)⋯⋯⋯⋯⋯⋯⋯⋯⋯⋯⋯⋯⋯⋯⋯⋯⋯⋯⋯⋯⋯

第二章组织机构⋯⋯⋯⋯⋯⋯⋯⋯⋯⋯⋯一⋯⋯⋯⋯⋯⋯⋯⋯⋯⋯⋯⋯⋯⋯⋯⋯⋯“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组织变迁⋯⋯⋯⋯⋯⋯⋯⋯⋯⋯⋯⋯⋯⋯⋯⋯⋯⋯⋯⋯⋯⋯⋯⋯⋯⋯⋯⋯

一，党支部——党总支——党委会⋯⋯⋯⋯⋯⋯⋯⋯⋯⋯⋯⋯⋯⋯⋯⋯⋯⋯⋯

二、纪委会⋯⋯⋯⋯⋯⋯⋯：⋯⋯⋯⋯⋯⋯·+⋯⋯⋯⋯⋯⋯⋯⋯⋯⋯⋯⋯⋯⋯⋯·

三、、经理室一～革委会——经理室⋯⋯⋯⋯⋯⋯⋯⋯⋯⋯⋯⋯⋯⋯⋯⋯⋯⋯⋯

四、工会一～工代会一工会⋯⋯⋯⋯⋯⋯⋯⋯⋯⋯⋯⋯⋯⋯⋯⋯⋯⋯⋯⋯⋯五、团支部⋯团总支一——团委会⋯⋯⋯⋯⋯⋯⋯⋯⋯⋯⋯⋯⋯⋯⋯⋯⋯⋯⋯
六、民兵组织⋯⋯⋯⋯⋯⋯⋯⋯⋯⋯⋯⋯⋯⋯⋯⋯⋯⋯⋯⋯⋯⋯⋯⋯⋯⋯⋯⋯

第三章职工队伍⋯⋯⋯⋯⋯⋯⋯⋯⋯⋯⋯⋯⋯⋯⋯⋯⋯⋯⋯⋯⋯⋯⋯⋯⋯⋯⋯⋯⋯⋯

第一节历年职工队伍的变化⋯⋯⋯⋯⋯⋯⋯⋯⋯⋯⋯⋯⋯⋯⋯⋯⋯⋯⋯⋯⋯⋯⋯

一、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

二、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一·

三、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0年·1⋯⋯⋯⋯⋯⋯⋯⋯⋯⋯⋯⋯⋯⋯⋯⋯⋯⋯⋯⋯··

四、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

五、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O年⋯⋯⋯⋯⋯⋯⋯⋯⋯⋯⋯⋯⋯⋯⋯⋯⋯⋯⋯⋯⋯

六、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六年⋯⋯⋯⋯⋯⋯⋯⋯⋯⋯⋯⋯⋯⋯⋯⋯一⋯⋯⋯⋯

七、历年职工队伍变化情况对比⋯⋯⋯⋯⋯⋯⋯⋯⋯⋯⋯⋯⋯⋯⋯⋯⋯⋯⋯⋯

第二节一九八五年底职工概况⋯⋯⋯⋯⋯⋯⋯⋯⋯⋯⋯⋯⋯⋯⋯⋯⋯⋯⋯⋯⋯⋯

。一、在职职工名单⋯⋯⋯⋯⋯⋯⋯⋯⋯⋯⋯⋯⋯⋯⋯⋯⋯⋯⋯⋯⋯⋯⋯⋯⋯⋯

二、离休、退休职工名单⋯⋯⋯⋯⋯⋯!⋯⋯⋯⋯⋯⋯⋯⋯⋯⋯⋯⋯⋯⋯⋯⋯··

三、先进馍范人物事迹简介⋯⋯⋯⋯．⋯⋯⋯⋯⋯⋯⋯⋯·：⋯⋯⋯⋯⋯⋯·j⋯⋯”

第三节职工代表大会⋯⋯⋯⋯⋯⋯⋯⋯⋯⋯⋯．．⋯⋯⋯⋯⋯⋯⋯⋯⋯⋯⋯一、⋯⋯··

，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

二、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

三、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一⋯⋯⋯⋯⋯⋯⋯⋯⋯⋯⋯

四、第四屈职工代表大会⋯⋯⋯⋯⋯⋯⋯⋯⋯⋯⋯⋯⋯⋯⋯⋯⋯⋯⋯⋯⋯⋯⋯

五、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

六，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

七、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一⋯⋯⋯⋯⋯⋯⋯⋯⋯⋯⋯⋯一⋯⋯⋯⋯一⋯⋯·

八、第八届职工代丧大会⋯⋯⋯⋯⋯⋯⋯⋯⋯⋯⋯⋯⋯⋯⋯⋯．．．⋯．．．⋯⋯⋯⋯

九、第九届职工代表大会⋯⋯+⋯⋯⋯⋯⋯⋯⋯⋯⋯⋯⋯⋯⋯⋯⋯⋯⋯⋯⋯⋯⋯

第四节职工教育及文体活动⋯⋯⋯⋯⋯⋯⋯⋯⋯⋯⋯⋯⋯⋯⋯⋯⋯⋯^⋯⋯⋯⋯

一，职工教育⋯⋯⋯⋯⋯⋯⋯⋯⋯⋯⋯⋯⋯⋯⋯⋯⋯⋯⋯⋯⋯⋯⋯⋯⋯⋯⋯⋯

二、职工文娱，体育活动⋯⋯⋯⋯⋯⋯⋯⋯⋯⋯⋯⋯⋯⋯⋯⋯⋯⋯⋯⋯⋯⋯⋯

第五节职工工资福利⋯⋯⋯．．．⋯⋯⋯⋯⋯⋯⋯．．：．．．⋯⋯⋯⋯⋯⋯⋯⋯⋯⋯⋯⋯⋯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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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资⋯⋯⋯⋯⋯⋯⋯⋯⋯⋯h⋯⋯．．．⋯⋯⋯⋯⋯⋯⋯⋯⋯⋯⋯⋯⋯⋯⋯⋯⋯68．

二、奖励⋯⋯⋯⋯⋯⋯⋯⋯⋯⋯⋯⋯⋯⋯⋯⋯⋯⋯⋯!⋯⋯⋯⋯⋯⋯⋯7．．．⋯⋯⋯．69
‘ 三，职工宿舍⋯⋯⋯⋯⋯⋯⋯⋯⋯⋯⋯⋯⋯⋯⋯⋯厶■⋯．．．．⋯⋯⋯⋯⋯⋯⋯⋯．．70

四，其他福利⋯⋯⋯·j⋯⋯⋯⋯⋯⋯⋯⋯⋯⋯⋯⋯一“!．“．⋯⋯⋯⋯_⋯⋯⋯⋯⋯．7l

第六节其他⋯⋯⋯⋯⋯⋯⋯¨⋯⋯⋯⋯⋯⋯⋯⋯⋯一⋯．．⋯⋯⋯√⋯⋯⋯⋯⋯⋯⋯．．7r2

，· 一，家属队⋯⋯⋯⋯⋯⋯⋯⋯⋯⋯⋯⋯⋯⋯⋯⋯⋯⋯⋯⋯⋯⋯⋯．．．⋯⋯⋯⋯⋯⋯72

．t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青年服务社⋯⋯⋯⋯⋯⋯⋯⋯⋯⋯⋯⋯⋯⋯⋯⋯⋯⋯72
，：‘ 三、计划生育⋯⋯⋯⋯⋯一⋯⋯⋯⋯⋯⋯．．．⋯⋯⋯⋯一⋯⋯⋯⋯⋯⋯⋯⋯⋯⋯⋯．73

第四章仓储管理⋯⋯⋯⋯⋯⋯⋯⋯⋯⋯⋯⋯⋯⋯o⋯⋯⋯⋯．．．⋯一⋯⋯⋯⋯⋯⋯⋯⋯：．．74．

一第一节经营范围与服务方式⋯⋯⋯⋯⋯⋯^⋯⋯⋯⋯⋯|，．．⋯⋯⋯⋯⋯⋯⋯⋯⋯⋯⋯74

：·一，经营范围的变化⋯⋯⋯⋯⋯⋯．．．⋯⋯⋯⋯⋯⋯二⋯⋯⋯⋯_⋯⋯⋯⋯⋯⋯⋯．．74

二、商品储存实行合同制⋯⋯⋯⋯⋯⋯⋯⋯⋯⋯⋯⋯⋯⋯-⋯．．．⋯^⋯⋯⋯⋯⋯··74

三、提高服务质量⋯⋯⋯⋯⋯⋯⋯⋯⋯⋯⋯⋯⋯⋯一⋯⋯·、：⋯⋯⋯⋯⋯⋯⋯⋯⋯75

．，?第二节组织领导，劳动分工和岗位责任制⋯⋯⋯⋯⋯⋯⋯⋯⋯⋯⋯⋯⋯．．．⋯⋯⋯⋯79

一一，仓库主任岗位责任制⋯⋯⋯⋯⋯⋯⋯⋯m⋯⋯⋯⋯⋯⋯⋯¨■⋯⋯¨⋯⋯⋯77

，-二，保管班组长岗位责任制⋯⋯f O'OfO⋯⋯⋯⋯⋯⋯⋯⋯⋯．t．⋯⋯⋯⋯⋯⋯⋯⋯⋯77

‘， -三，保管员岗位责任制⋯⋯⋯⋯⋯⋯⋯⋯一⋯⋯⋯⋯．．．⋯⋯⋯⋯一⋯⋯⋯⋯⋯⋯78
；·t

四、仓库工人岗位责任制⋯⋯⋯⋯⋯⋯⋯⋯⋯⋯⋯⋯⋯“⋯⋯一_一⋯_’⋯⋯⋯·78

。第三节仓储没备⋯⋯⋯⋯⋯⋯⋯⋯⋯⋯⋯⋯⋯⋯⋯⋯⋯⋯⋯⋯⋯：⋯⋯⋯⋯⋯⋯⋯7”79

一、库房、货场⋯⋯⋯⋯⋯⋯⋯⋯⋯⋯⋯叩⋯⋯．．．“⋯⋯⋯⋯⋯⋯_⋯⋯⋯⋯一’”79

二、苫垫用品⋯⋯⋯⋯⋯⋯⋯⋯⋯⋯⋯⋯⋯⋯⋯⋯⋯⋯⋯⋯一“⋯⋯⋯⋯“⋯⋯⋯86

三、机具设备⋯⋯⋯⋯⋯⋯⋯⋯⋯⋯⋯⋯⋯⋯⋯⋯⋯⋯⋯⋯⋯⋯⋯⋯⋯⋯⋯⋯⋯87，”

一第四节。商品储存⋯⋯⋯⋯⋯⋯⋯⋯⋯⋯⋯⋯⋯⋯⋯⋯⋯⋯⋯⋯⋯⋯n∥⋯⋯⋯⋯⋯·87。

·．一、历年商品储存结构的变化⋯⋯⋯⋯⋯⋯⋯⋯⋯⋯⋯⋯⋯⋯⋯：h⋯⋯⋯⋯⋯··8 7，，

二，历年商品储存情况⋯⋯⋯⋯⋯⋯⋯⋯⋯⋯⋯⋯⋯⋯⋯⋯⋯⋯⋯⋯⋯⋯：一⋯：．89

～第五：{了仓库管理制度⋯⋯⋯⋯⋯⋯⋯⋯⋯⋯0 0-Db·⋯·：⋯⋯⋯⋯一：⋯二⋯一-⋯⋯⋯⋯“·92

一，规章制度的演变⋯⋯⋯⋯⋯⋯⋯⋯⋯⋯⋯⋯⋯⋯⋯⋯-≯⋯·t二一j⋯⋯：⋯⋯⋯⋯92

二、商品进、出、存是仓库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93

：7第六节仓库定额管理和经济技术指标⋯⋯⋯⋯⋯⋯¨⋯⋯··?⋯吖⋯．．．一⋯⋯⋯⋯⋯94
4‘：． 一、仓库面积使用定额和苫垫物科定额⋯⋯⋯⋯⋯⋯¨⋯_⋯⋯一⋯⋯⋯⋯⋯⋯95

‘1二，仓储工作八项定额指标⋯⋯⋯⋯⋯⋯⋯⋯⋯⋯⋯．．．⋯⋯⋯⋯+●⋯”：⋯⋯⋯⋯96
j， 三、仓储工作六项经济技术指标⋯⋯⋯⋯⋯⋯⋯⋯_⋯⋯⋯“⋯．．．⋯⋯⋯⋯⋯⋯97

第五章运输管理⋯⋯⋯⋯⋯⋯⋯⋯⋯⋯⋯⋯⋯⋯⋯⋯⋯⋯⋯⋯-⋯一⋯⋯．．t．”．．．⋯⋯⋯·98

’、第一节‘从运输联合办公室到储运合一 ⋯一· ·⋯，-、 j，

(一九五六年一一九六一年)⋯⋯⋯⋯⋯⋯⋯⋯，?⋯⋯．．．⋯⋯⋯⋯”：⋯⋯⋯⋯98
’! 一，成立运输联合办公室⋯⋯⋯⋯⋯⋯⋯⋯⋯⋯⋯⋯⋯⋯一⋯‘：?_⋯⋯。：⋯⋯⋯．．98

． 二、由储运公司统一办理运输⋯⋯⋯⋯⋯⋯⋯⋯⋯“⋯⋯⋯、⋯⋯⋯⋯⋯⋯⋯⋯⋯·99
，． 第二节从统一办理中转运输到成立联合运输办公室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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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三月——一九七二年三月)⋯⋯⋯⋯⋯⋯⋯⋯⋯⋯⋯⋯⋯⋯⋯⋯100

一，统一办理中转运输⋯⋯⋯⋯⋯⋯⋯⋯⋯⋯⋯⋯⋯⋯⋯⋯⋯⋯⋯⋯⋯⋯⋯⋯100

二、成立联合运输办公室⋯⋯⋯⋯⋯⋯⋯⋯⋯⋯⋯⋯⋯⋯⋯⋯⋯⋯⋯⋯⋯⋯⋯101

三、运输任务完成情况⋯⋯⋯⋯⋯⋯⋯⋯⋯⋯⋯⋯⋯⋯⋯⋯⋯⋯⋯⋯⋯⋯⋯⋯102

第三节负责省内铁路十个到站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九八六年)⋯⋯⋯⋯⋯⋯⋯⋯⋯⋯⋯⋯⋯⋯⋯⋯⋯⋯103

一i·一九七二年三月——一九七六年一月⋯-⋯⋯⋯⋯⋯_⋯⋯⋯⋯⋯⋯⋯⋯”103

二、一九七六年一月——一九八。年七月⋯⋯⋯⋯⋯⋯⋯⋯⋯⋯⋯⋯⋯⋯⋯⋯104

三、一九八。年七月一九八六年⋯⋯⋯⋯⋯⋯⋯⋯⋯⋯⋯⋯⋯⋯⋯⋯⋯⋯106
四、运输任务和技术指标完成情况⋯⋯⋯⋯⋯⋯⋯⋯⋯⋯⋯⋯⋯⋯⋯⋯⋯⋯⋯107

第四节管理制度与服务标准⋯⋯⋯⋯⋯⋯⋯⋯⋯⋯⋯⋯⋯⋯⋯⋯⋯⋯⋯⋯⋯⋯⋯108

一、运输管理制度⋯⋯⋯⋯⋯⋯⋯⋯⋯⋯⋯⋯⋯⋯⋯⋯⋯⋯⋯⋯⋯⋯⋯⋯⋯⋯108

二、运输服务标准⋯⋯⋯⋯⋯⋯⋯⋯⋯⋯⋯⋯⋯⋯⋯⋯⋯⋯⋯⋯⋯⋯⋯⋯⋯⋯109

第五节汽车运输⋯⋯⋯⋯⋯⋯⋯⋯⋯⋯⋯⋯⋯⋯⋯⋯⋯⋯⋯⋯⋯⋯⋯⋯⋯⋯⋯⋯110

一，组织、设备及服务范围的变化⋯⋯⋯⋯⋯⋯⋯⋯⋯⋯⋯⋯⋯⋯⋯⋯⋯⋯⋯110

二，汽车管理制度⋯⋯⋯⋯⋯⋯⋯⋯⋯⋯⋯⋯⋯⋯⋯⋯⋯⋯⋯⋯⋯⋯⋯⋯⋯-．·112

三、历年经营情况⋯⋯⋯⋯⋯⋯⋯⋯⋯⋯⋯⋯⋯⋯⋯⋯⋯⋯⋯⋯⋯⋯⋯⋯⋯⋯114

第六节装卸理货⋯⋯⋯⋯⋯⋯⋯⋯⋯⋯⋯⋯⋯⋯⋯⋯⋯⋯⋯⋯⋯⋯⋯⋯⋯⋯⋯⋯120

一，国营装卸队

(一九五六年——一九七五年)⋯⋯⋯⋯⋯⋯⋯⋯⋯⋯⋯⋯⋯⋯⋯⋯⋯⋯⋯⋯120

二、新集体装卸队

(一九七六年——一九八六年)⋯⋯⋯⋯⋯⋯⋯⋯⋯⋯⋯⋯⋯⋯⋯⋯⋯⋯⋯⋯125

第六章商品养护⋯⋯⋯⋯⋯⋯⋯⋯⋯⋯⋯⋯⋯⋯⋯⋯⋯⋯⋯⋯⋯⋯⋯⋯⋯⋯⋯⋯⋯⋯129

‘，第一节组织领导⋯．⋯⋯⋯⋯⋯⋯⋯⋯⋯⋯⋯⋯⋯⋯⋯⋯⋯⋯⋯⋯⋯⋯⋯⋯⋯⋯⋯129

第二节养护制度⋯⋯⋯⋯⋯⋯⋯⋯⋯⋯⋯⋯⋯⋯⋯⋯⋯⋯⋯⋯⋯⋯⋯⋯⋯⋯⋯⋯130

{第三节”养护设备⋯⋯⋯⋯⋯⋯⋯⋯⋯⋯⋯⋯⋯⋯⋯⋯⋯⋯⋯⋯⋯⋯⋯⋯⋯⋯⋯⋯131

一，主要化验检测仪器⋯⋯⋯⋯⋯⋯⋯⋯⋯⋯⋯⋯⋯⋯⋯⋯⋯⋯⋯⋯⋯⋯⋯⋯132
’ ’二、主要防治机具⋯⋯⋯⋯⋯⋯⋯⋯⋯⋯⋯⋯⋯⋯⋯⋯⋯·’⋯⋯⋯⋯⋯⋯⋯⋯“133

、’第四节历年采取的防治措施⋯⋯⋯⋯⋯⋯⋯⋯⋯⋯⋯⋯⋯⋯⋯⋯⋯⋯⋯⋯⋯⋯⋯133

7第五节实验研究成果⋯⋯⋯⋯⋯⋯⋯⋯⋯⋯⋯⋯⋯⋯⋯⋯⋯⋯⋯⋯⋯⋯⋯⋯⋯⋯137

—0关于仓库温湿度管理⋯⋯⋯⋯⋯⋯⋯⋯⋯⋯⋯⋯⋯⋯⋯⋯⋯⋯⋯⋯⋯⋯⋯137

二、’关于化学药物治虫⋯⋯⋯⋯⋯⋯⋯⋯⋯⋯⋯⋯一⋯⋯⋯⋯⋯⋯⋯⋯⋯⋯⋯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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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开埠以来的商业储运行业

济南地处内陆，向为“商贾荟萃之区"，是山东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特

别自二十世纪初，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相继通车，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五年)清政府

自行开设为“华洋通商之埠"以后，中外商人蜂拥而至，济南很快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内外

贸易市场，被称为当时华北仅次于京、津的第三大城市。随着棉花行、粮栈和洋广杂货等行

业的迅速兴起，为商品购销服务的堆栈业和运输业也应运而生。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黄河洛口大桥通车，胶济铁路也铺轨至商埠，加上黄河、小清河舟

楫之便，济南已成为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枢纽。由于工业品的源源涌进和土产品的大量出

口，各种类型的仓库陆续兴建，钬路货运量不断增加，促进了储运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后到抗日战争前夕，除有短时间受战争动乱影响以外，济南市的民族工商业和

与之密切相关的储运行业大体保持了不断上升的趋势。

一九三七年以后，由于日寇的八年蹂蹒和国民党三年的腐朽统治，交通梗阻，物资匮

乏，通货恶性膨胀，苛捐杂税增多，工商业不断破产倒闭，储运行业也一蹶不振。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工商业获得了新生。不仅原有仓库设备得到充分利用，原

有经营运输业务的货栈业很快恢复营业，而且开业户数迅速增多，进一步发挥了活跃城乡物

资交流的积极作用。随着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政策的贯彻实施，济南市的货栈业也予一九五六年初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兹将

济南开埠以来私营仓库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分述如下： ．

第一章仓 储 业

。’仓储业电叫堆栈业， “凡租赁或自建饯房专以供人堆积货物取利为业者均属之2(1)。

旧《民法》债篇内订有《仓库》一节，规定凡以受报酬而为他人堆藏及保管物品为业者，谓

为仓库营业入。仓库遂成为法定名称，俗沿称堆栈(2)。

第一节 开埠后的堆栈业

济南之堆栈，最早者当推清朝末年津浦和胶济铁路兴建的码头和车站仓库，但直至抗战前

夕，尚无专门从事经营堆栈业的大型仓库。当时虽有堆栈一百二十余家，然均系兼营性质。

济南之堆栈，大体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s

1．铁路堆栈。系铁路局所经营，设于车站附近，用以临时堆存进出之货物。如存货过期

不取，则加收保管费用。

2．厂号堆栈。如洋行及厂家所设之堆栈，其主要任务在堆储其本身之产品或经营之货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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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不为他人存货。 ； ≯ ，r 一- 。‘

· 3．行家堆栈。此种堆栈并非专以保管货物为营业，不过为货物批发商或旅店营业之必

．要，而对客商带来之货物予以堆存保管。如棉花行之代客存棉，粮行之集中储粮等量。花行

并不收取栈租，而只收代客买卖之佣金。
。

．。 ，．_ i；

4．转运堆栈。系转运公司所设，．不以保管为主要任务，但为便利货物之转运起见，‘而附

有堆栈之设备。堆存货物一般以一月为限，不收租费。 ，． 。～

5．金融堆栈。系银行等金融机关所经营，其目的在于做抵押放款，以堆存担保品为主，

但如有余力，也兼存一般货物。济南除各银行之自用仓库外，尚有中国、交通、上海三银行

所经营之三行仓库一处，系民国二十三年(_九三四年)七月，。上述三银行改组上海、大陆

两银行之仓库而成a’一九三七年初，中国银行所建之纬六路打包场仓库即做为堆存棉花抵押

贷款之用的市内大型楼房仓库。 -； ；
“

、

一，+ 。

， ：；

银行仓库设备比较完善，组织也比较健全。内设主任、会计、跑街和管库员等数入。另

设把头，负责搬运货物及出入栈事宜。’
j

‘．

’二 -t

银行仓库之业务手续：(一)货物存栈之手续，系将货物先经仓库管理员查验后，运进仓

库，再领取填仓单，经主任及会计签字盖章后，按时缴费。存仓费(即栈租费，现名仓租费

——编者)在取货时缴纳。货物存放期限，多在二、三月之间。(二)办理押款。货物存入仓

库，货主即可持仓单及保险单到银行办理抵押借款。一切手续，概由货主自己办理，仓库不

、 负其责。借款之利率，月息由一分至二分，时间最多不过六个月，一般为一至三个月。

总之，济南市之仓库业，至抗战前夕，仍处于萌芽时期，尚无统一之组织与独立健全的

经营管理制度(3)(4)。 ．．4

’

．’

第二节 棉花行与纬六路仓库 ·

， P

一
，

． 济南市棉花行的兴起与仓库业的发展关系至为密切。开埠以前，济南棉花之供给，专赖各

地小本花贩肩挑手推贩运入城，其交易数量甚少。开埠以后，随着外商的大量采购和济南、青

岛等地纺纱厂的陆续兴建，棉花需求量大增，济南很快成为华北“棉之买卖最大市场"。每

年冬季，鲁西北临清、高唐、夏津及河北吴桥、清河等地到济南贩运棉花者络绎不绝；而

津，沪、青、潍等地购花者亦群集省垣。为适应购销双方需要，做为中间经纪入的棉花行应

运而生。光绪三十三年(_九。七年)代客买卖的广济花行在花店街开业。二年后(宣统元

年)，堂邑花贩王协三在商埠经二路纬七路西设立了第一个供给各地花贩食宿和储存等方便

条件的阜成信花行(后改名为复成信，设东记、西记)。此后花行日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后，由十几家发展到二十多家i逐步形成了济南的棉花市场。山东省棉花种植面积民国八年

(一九一九年)为321万亩，年产皮棉89万担，到民国二十年(t叫九三一年)发展到790万

亩，年产皮棉达215万担。．济南棉花交易数量，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不过50万担。，

自民国十八年(-7九二九年)中国银行开始向棉花行发放棉花贷款以后，市场发生突变，．棉

花交易数量一跃而为80万担，民国十九年增-至100万担，民国二十三年更达160多万担。’(5)

当时商埠西部棉花堆积如山，有“夏日雪都"之称(6)。中国银行对济南棉花行的贷款，旺

季时曾多达’(法币—÷下同)4，500万元；棉花行的大部分业务已为该行一家独揽(7)。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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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棉花行多设于商埠一带。大多数花行均建有一定数量的仓库，实行前店后仓，一方

面代客买卖，收取佣金(一般为百分之～至百分之二)，一方面自兼营业，进行收购和和贩

卖。为紧缩体积，节约费用，方便外运，较大花行均备有木制打包机，每台每臼可打70包，

每包重150斤，需费1．50元。中国棉花打包公司于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成立，设于

经二路纬六路，有英制120马力柴油水压打包机～台酋济南中国银行为大力开展抵押贷款业

务，也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在纬六路拆除了打包公司和银行仓库原有设备，筹建

起了新堆栈。

纬六路堆栈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初建成，有基地面积3 3亩，正式仓间59

个，系机砖、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的二层楼仓，建筑面积两万三千多平方米。设有铁制打包

机两台，每台每小时可打重375斤(500磅)的棉花包40包。栈租以每包平均300斤计算，每

半月收费0．10元(另代收保险费0．05元)(8)。纬六路堆栈信名纬六路棉花打包场仓库，

其主要任务是为中棉公司、复成信等各大花行进行棉花打包和存放棉花，用于抵押贷款。

纬六路打包场仓库在国民党弃城南逃时遭到破坏。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四月，

日窟以“军管理"名义，强行由所谓“北支棉花株式会社’’接管，成立了“山东打包公司筹

备处"，由[-t奉人长泽蘸负责，于同年十二月恢复营业。

山东打包公司从业人数为日本人十一名，中国入一百二十名。此后由于日伪对经济实行

垄断掠夺政策，原来集中济南之棉花，又大部改由德州转运天津，济南棉花市场迅速瓦解，

棉花行亦均相继歇业(9>(10)。

El本投降以后，纬六路仓库由国民党“行政院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济南办事处"

接收后，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发还给中国银行。但此时棉花业已一蹶不振，

该仓库已变为官僚金融资本囤积粮食等重要物资的场所。
’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该仓库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接管，并转租给粮食

局，中茶公司、花纱布公司等国营单位储存商品，包仓费用每月每平方米楼上1．90元，楼下

2．45元。一九五四年底，省人民银行根据财政酃指示，又将该库产权(除西北角自留部分外)

全部移交给中国商业仓储公司山东分公司，固定资产帐面总值(折新人民币)5，274，286

元。 一
’

．

第三节 解放初期的国营商业仓库

'’

{
磊

济南自开埠以后，虽陆续兴建了一些仓库，但直至解放前夕，尚无专门从事仓储业务的

经营单位，更未形成独立的仓库业。解放初期，各国营专业公司先后接管和租赁了一部分

仓库，这大部分是解放前的厂号，行家仓库或转运堆栈。其特点是零星分散，设备比较简

易。据一九五三年五月，山东省商业厅对济南百货、花纱布，五金、交电、化工，土产，专

卖，医药、油脂、盐业等十个国营专业公司骊查，这类仓库共有三十五处，实际面积库内 n

17，615平方米，货场74，399平方米，民房2，866平方米(详见附表)。随着社会主义商业的
’

蓬勃发展，这些分散零星的小仓库已远不能适应大量商品迅速集中和长期储备的需要。据 ， j

此，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结束的--Jh五二年，山东省商业厅分别在西郊，北郊和自马山
”

等处开始兴建大型仓库，并予一九五三年成立了“中国商业仓储公司山东分公司"(12)。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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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解放初期济南市国营商业仓库统计表(表一至表四)

(表一)、

所 自 有 实际面积(平方米)．
属

仓 库 名 称单
位 或租赁 小计 库房 民房 货场

经二路小纬十路仓摩 租赁 478 478

纬十二路仓库 ‘ ∥ 2，035 295 1，740
百

第二仓库 自有 1，214 793 421

、
●‘

纬九路批发站仓库． 租赁 1，104 999 105

货

经二路纬十一路公记货栈 ∥ 876 199 677
●

，经五路纬十路195号仓库 驿 454 105 98 251

公
．经一路小纬十一路仓库 ∥ 686’ 】76 510

批发站纬十路仓库 ∥ 267 267

司 经一路纬六路仓库 自有 3，126 1，788 1，338

，合 计 9 处 10，240 4，247 95l 5，0,12

—5一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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