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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困难国企和职工，是当下济南的一项重点工作。10月13日，周日，在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协调组工作会议
上，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表示，什么时候问题解决，协调组才能撤回。

国企是什么现状？为什么这项工作如此受重视？济南曾以工业闻名，大量的国企曾声名显赫，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
老国企在汹涌的改革大潮中逐渐陷入困境。国企是济南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领域，重视是应有之之义。

如今，轰轰烈烈的帮扶工作已经开始，三年完成帮扶的时限也已划定。为记录这一进程，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敬请请关注。

曾经拥有2600多职工，如今只有十几人上班

济济南南美美术术总总厂厂靠靠收收房房租租过过活活

“虽然我知道这很难，但我
还希望企业能好起来，单位在，
就觉得像有个家一样，我说起
来脸上也有光。”陈女士也是美
术总厂的老员工，尽管厂里还
欠着她的独生子女补贴，也欠
了她不少养老保险的钱，但说
起这个工厂，她还是充满了感
情。“以前羽毛画那么受欢迎，
能不能再重新培养一些创作羽
毛画的人，既能给厂子带来效
益，又能给济南增加一个特色
产品，一举两得，不知道能不能
行。”陈女士也给工厂的将来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

“以工厂现在的情况，根本
养不住人才，会做羽毛画的人
才，在外面自己创业能赚很多
钱，而工厂根本开不出多少工
资来留住他们，所以再恢复以
前那种创作羽毛画养活工厂的
状态不太现实。”杨洁说，现在
我们手工业跟南方比起来已经
不占优势了，也养不住技术工
人，学校里也没有羽毛画的相
关专业，原料收购也存在困难，
而且羽毛画是在家就能做的，
不用非得依托企业。

据了解，职工内债、涉诉债
务以及一些土地证件等问题是
目前美术总厂存在的主要问
题。

“现在协调组也已经进入
我们企业了，我希望利用这次
政府帮扶解困的机会，能让我
们企业走上正轨，进入良性循
环，让员工有尊严，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能为社会创造税收，
培养人才。”杨洁说。

据了解，通过帮扶解困和
政府大力支持，解决职工医药
费、生活费、解决退休职工独生
子女一次性补助等，是目前需
要解决的问题。济南发布的帮
扶解困实施意见也指出，要重
点保障职工基本生活是重中之
重。

此外，美术总厂还希望通
过政府帮扶协调金融机构，通
过借支资金、和解债务、释放资
产再发展的改革方式，使美术
总厂基本实现自我发展，进入
良性循环。

现在的山东省科技馆就是
由原来济南美术总厂的厂房改
造的。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济南美术总厂始建于1959
年10月，是一家有着54年历史
的老集体企业。曾经，每一户济
南人家里一定有这个厂生产的
产品：赠送给朋友的羽毛画、客
厅里挂着的商品油画、装饰用的
人造花、保存美好记忆的影集、
承载着荣誉的奖牌奖品，基本都
是济南美术总厂生产的。电脑普
及之前，所有的单位门口挂的白
底黑字的牌子，只有济南美术总
厂一家可以制作。

牛珀现在在雅园文化商城经
营了一家画廊，他曾经是济南美
术总厂的老员工，他的父母是济
南美术总厂的创始人，他的母亲
是羽毛画的创始人。他的父母曾
是一家名叫红光美校(音)的学
员，当时共有七八个人，创作毛主
席像的，后来，以这些人为基础成
立了济南美术工厂，继而开始生
产羽毛画，由他的父亲牛德光先
生设计，母亲王怡女士贴羽毛。

“当年搬新居、结婚，人们之
间送的都是羽毛画，来济南的客
人都得买幅羽毛画回去。”说起
羽毛画，牛珀这样来形容当时的
盛景。记者在牛珀的牛·画室中
见到了几幅王怡女士创作的羽
毛画，这些画全都是由羽毛制成

的，画面的色泽、立体感是别的
绘画表现形式无法企及的。这种
精美的艺术品，以前都挂在寻常
百姓家，而现在，只能在画廊当
中来欣赏了。“以前这就是济南
的一张名片呀，现在市场上都见
不到了，实在太可惜了！”市民白
先生是一位老济南，他对羽毛画
在市场上的消失觉得非常遗憾。

据牛珀介绍，1971年，西哈努
克访华，济南美术总厂按照上级
要求创作了一幅2 . 8米长的羽毛
画，画上是几只老虎。这幅画送给
西哈努克后，他非常喜欢，因此，
政府为济南美术总厂建造了位于
现在泉城广场位置的大楼，一共
八层，在当时那是济南最高的大
楼了，“我小时候经常站在八楼向
下看，济南的全景都看得见。”

上世纪80年代初，济南美
术总厂开始创作油画。一开始厂
里的画作经香港出口至欧洲，后
来在国内市场也大受欢迎，商品
画就这样由济南美术总厂向全
国流行传播开来。

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
发、生产、加工、销售各种工艺品
的最大企业，到上世纪80年代
末，美术总厂发展到有近20个
分厂，人员一度达到2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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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10月15日，济南朝山街。街上人来人往、一片繁忙，一个略显破旧的牌子隐藏在装修精美的店铺中间，看起
来不太协调。白底黑字的木牌上写着“济南美术总厂”，提醒人们还有一个工厂坐落在这里。

这个工厂当时拥有济南最高的楼房，最多的时候有2600多名员工，但如今，厂里只有十几个员工依然在上
班，欠了近两亿元外债，一线生产全部停摆。

是什么让这个企业走向衰落？它还能重现往日的辉煌吗？记者走进济南美术总厂进行了探访。

希望：

协调组入驻
带来了曙光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济南美术总厂隐藏在朝山街众多装修精美的店铺中，显得有些落寞。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美术总厂曾经的羽毛画经典作品：奔马图。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辉煌：

美术总厂曾是省城名片

衰落：

人才流失和厂房被拆伤元气

尽管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济
南美术总厂还是走向了没落。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人们的

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个体户”
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带有一点贬
义的称呼了，美术总厂的员工大

多数都有技术，自己创业的高
收益吸引大批的人才脱离工厂
自行创业。像美术总厂这种投
入少、见效快，主要依靠个人技
术就能出产品的企业，在留住
产品、留住人才上遇到前所未
有的困难。

李先生也是一位老济南，
在雅园商城经营了自己的装
裱店铺，他向记者介绍：“雅园
文化商城，就是原来的百旺商
城，一开始的时候里面都没几
个经营业户，后来美术总厂的
人从厂里出来，都到那里去开
店了，把整个商城带活了。”

此外，由于实施“退二进
三”(退二产进三产)的腾笼换
业战略，压缩部分工业生产，
利用贷款在地处繁华地段的
厂区建设改造了宾馆、酒店等
设施，到1996年底美术总厂下
属共投资了四个酒店和一个
家电市场。

1998年，济南市政府决定
在南门大街以西至趵突泉东
门之间建设泉城广场和科技
馆，拆除和占用了美术总厂总
部南门大街1号近2万平方米
和位于后营房街的人造花分
厂近6000平方米的全部房产，
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美术总
厂只得到了很少的补偿。这次
拆迁使美术总厂元气大伤，工
艺品生产基本停止，绝大多数
职工下岗。美术总厂当时也没
有及时利用拆迁款发展企业，
导致厂里的情况每况愈下，现
在只能靠房屋租赁低水平维
持企业运转。

“我们现有的土地和厂房
及在两个参股公司的股权均被
债权人、法院抵押或轮候查封，
从实质上讲，美术总厂目前是
以别人的资产而维持着。”济南
美术总厂厂长杨洁说起企业的
现状，显得十分无奈。

困难国企帮扶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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