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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入入企企业业忙忙““号号脉脉””
找找准准症症结结再再““开开方方””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陈
玮 ) 16日上午，是济南市帮扶
困难国企协调组进驻企业的第
三天，不少困难企业协调组成员
仍然忙着摸清企业情况，准备研
究发展思路。济南市国资委相关
负责人说，目前协调组处于深入
企业，实地查看，全面了解企业
基本情况的阶段，深入分析之
后，找准症结，再拟定方案。

在济南合成纤维厂，协调组
正了解当地发展规划，准备在大
背景下，研究企业发展方向。在
协调组办公室，两位成员穿着大
衣，正在讨论厂子情况。济南纤
维厂负责人说，由于办公室设备
简陋，协调组成员工作条件比较
艰苦，“连办公室的椅子都是破
旧的，有的坐上去都不稳当。”

在办公桌上，还放着帮扶组
联络员的联系方式。济南市国资

委相关负责人说，联络员会对各
个小组的帮扶情况进行汇总，过
一段时间小组负责人就要上报
企业情况和进展。“如果协调组
在帮扶上有困难，会上报给联络
员，再报到国资委，经过研究后，
上报到市里，统一进行解决。”

此次帮扶活动的另一个相
关利益方——— 困难国企职工也
在关注着这个事情。16日下午6
点，合成纤维厂里车间灯光非
常昏暗，工人们仍然在生产线
上工作，该厂负责人介绍，这
个车间曾经是厂子辉煌的代
表，是整个厂子的希望，虽然
大多车间都关闭了，但是这一
车间仍然苦苦坚持着。济南合
成纤维厂一位下岗职工说：“我
上世纪80年代就在工厂了，就盼
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厂里上
班，现在终于有希望了。”

本报记者 喻雯 陈玮

最近两天，市里的企业帮扶小组人
员已来到企业，深入企业，老刘得知这一
消息很是兴奋：他不愿意离开造纸厂，他
盼着企业“起死回生”奇迹的发生。

济南大易造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
增福说，这两天他们一直与帮扶组的工
作人员沟通，目前还处于摸底阶段，帮扶
组人员与困难职工召开了座谈会，深入
车间等，详细了解企业的情况。

“我们公司的情况很复杂，短短几天
还理不清思路。但是我们相信在政府的
帮助下，我们会突破难关的。”张增福说。

而在那次帮扶动员大会上，张增福
还曾介绍，要实现大易公司的重新振兴
发展，必须加快企业改制重组步伐，实现
企业间优势互补、合作发展；必须牢牢抓
住新一轮产业升级的重大机遇，推进技
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实现特色发展、绿色
发展；必须依托企业区位优势、产品优
势，走出一条重振实体经济，三产发展兴
起，多元化特色经营的新路子。

“目前，在市国资委的指导和帮助
下，我们正在围绕这一新的思路，研究制
定企业改制预案和框架协议，企业重组
和招商合作的有关事项，也有了初步的
意向和方案。”张增福说。

“我感觉大易公司突破困境的唯一
出路，就是深化合资合作。”张增福曾在
会上说，他们有省会的区位优势，有特种
纸的生产资质，有人才技术资源。“我们
也想借助外地企业的资金优势和产业优
势扩大生产。但是由于债务包袱大，诉讼
纠纷久拖不决，很多合作机会都丧失掉
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守着摊子吃老
本，委托外地企业搞点代理加工。这些都
是小打小闹，无法解决企业的出路问
题。”

与此同时，公司也有过硬产品。“我
们有品牌、有技术、有人才，如果能实行
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效益将非常可观。”

在政府帮扶下

盼企业起死回生

老职工愿望

邻近大明湖西南门，位于市中
心少年路西段，济南鲁丰纸业有限
公司虽然地处济南的黄金地段，但
是与周边酒店、商店的人来人往相
比，显得有些冷清。

16日上午，记者来到鲁丰造纸
厂。空旷的大院被一家家台球厅、
海鲜馆、影楼“分割”，已经找不到
生产车间，猛一看以为走错了地
方。一家豆浆机仓库的工作人员
说，厂子早就停产了，仓库车间早
就出租了。

再往大院里走，好不容易找到
一个车间，这是造纸厂唯一一个仍
自用的维修车间。五六名职工忙着
搬运设备。“昨天我们把一些大型
的车床、模床等设备都拆了，准备
也出租出去。”头发花白的职工老
刘叹了口气，最后的地盘也留不住
了。

老刘1980年进厂后就一直在
维修车间，34年了，老刘成了厂里
资深的钳工，但是厂子停产后，他
也没了用武之地。为了维持生计，
他们帮外厂维修设备，厂里、宿舍

区的一些水、电维修的活也是由他
们来干。仓库租出去后，他们可能
就会专职做物业服务。“现在有这
些活干着，每个月能拿1700块钱，
比起下岗职工几百块钱的收入，我
们还算好的。”

看着满地的狼藉，老刘点起一
支烟：原本100人的大车间就剩下7
个人了。在他的印象里，到了上世
纪90年代初，红红火火的厂子一下
子就不行了。真是始料不及。1993
年济南5家国有造纸厂与香港喜
多来公司合资，在合资经营期
间，外方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再
加上管理不善等问题，企业效益
下滑明显。

“我们生产出的产品没人要
了，厂里的生产车间一个个关停。
进货拉货的车也少了。”老刘说，
1994年厂子里就开始大规模下岗，
他虽然被留下，但是看到厂子里的
情况，感觉也是“破罐子破摔”，觉
得无所谓了。

靠着给外厂加工维修，老刘就
这么一直坚持到现在。

百年造纸总厂被饭馆影楼“分割”

沉默了一会儿，再点起一支
烟，老刘情绪突然一转：我们厂好
的时候，真是好。“大国营，那个时
候分到这里，谁不羡慕啊。”

老刘1980年下乡分配进厂的
时候，造纸公司还叫山东造纸总
厂。那个时候六个生产车间，一年
的利润就有1000万元。在上世纪80
年代，他们就已经能够生产200多
种产品，其中不少获得过国家质量
金质、银质奖章。

“我们生产的特种纸，绝对是
济南造纸的一面招牌。”说到这里，
老刘的话匣子打开了，“新中国第
一套人民币就是用我们的钞票纸
印制的；周总理亲自选定我们生产
的画报纸，作为人民画报专用纸；
我国成功试射的第一枚洲际导弹，
用到了我们的电子计算机纸，国防
科工委为此专门发来贺电给予嘉
奖……”

另外，《新华字典》、《现代汉语
辞典》用的字典纸，发票用的拷贝
纸，烟厂用的卷烟纸等等，很多都

是他们的产品。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济南

市造纸工业公司还是市属重点骨
干企业，在册职工达到1万多人，在
同行业中算是规模很大的企业，曾
为济南市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
贡献。

济南大易造纸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张增福说，现在这个大易公司
的前身是始建于1908年的山东造
纸总厂，是中国最早的造纸企业之
一，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济南大易造纸有限公司是
1993年1月13日成立的合资公司。
中方是济南市造纸工业公司所属
五个国有造纸厂(原山东造纸总厂
东厂、山东造纸总厂西厂、山东高
级薄页纸厂、济南造纸厂和一个尚
未完全竣工的济南纸浆厂)，外方
是香港喜多来(中国)有限公司。在
合资经营期间，外方没有按合同出
资，绝大部分出资额一直没有到
位，致使合资企业资金短缺，连年
亏损，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周总理亲自选定人民画报专用纸

本报记者 喻雯 陈玮

1996年初，合资企业中外双方
矛盾公开化，此时，大易公司经营
已连续高额亏损，双方矛盾也进一
步加剧，开始出现停产、半停产。

雪上加霜的是，上世纪90年代
中期后，国家开始淘汰造纸业落后
产能，由于环保不达标，他们的草
浆生产线无奈关停。

“我仍然记得1997年开始关停
造纸机的时候，职工们成群结队地
来找厂领导，让我们想想办法。可
是形势所迫，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间一个接一

个地关门。”张增福在济南市属国
有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代表报告
会暨帮扶解困动员会议曾介绍，
1998年，厂里最后一台造纸机关
停，大易公司彻底停产了。

“虽然困难很多，济南造纸业
不能停摆，员工的生活不能不管。”
张增福说，在这种艰难情况下，
1999年，他们按照市里确定的新思
路，先后成立了四个国有控股的纸
业公司，带领职工进行生产自救。

“只要账上有了钱，我们第一
考虑的就是职工的生活。”张增福
曾说，这几年，他们用于民生开支
的增幅一直高于企业收入的增幅。

但是，职工内债、企业外债、官
司诉讼三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
气来。目前，企业欠职工的钱，包括
工资、生活费、医药费、社保费等21
项，涉及职工3万人次。

“我们一共就7千多职工，也就
是说每人至少欠了四笔账。”张增
福曾说，企业已经20年没招工，人
员年龄老化严重，这几年正好赶
上职工集中退休，每年都在2 0 0
多 人 ，企 业 自 己 需 要 补 缴 社 保
费，还有拖欠的工资、生活费、医
药费、抚恤金等等，“这些欠账像
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压得我们喘
不过气来。”

合合资资纠纠纷纷伤伤元元气气 环环保保问问题题致致停停产产

帮扶动态

困境

本报记者 喻雯 陈玮

位于繁华地段的大易造纸公司老旧厂房被影楼、饭
馆、台球娱乐等业户承租分割。本报记者 喻雯 摄

曾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用纸，如今外债缠身

大大易易造造纸纸不不易易，，艰艰难难自自救救求求生生

造纸厂最后一个车间的设备正陆续被搬走，也没有逃脱被出租的命运。 本报记者 喻雯 摄

尽管企业困难，济南合成纤维厂工人仍坚守岗位。本报记者 陈玮 摄

作为济南造纸的一面招牌，始建于1908年的山东造纸总厂是
中国最早的造纸企业之一。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是用他们的钞票
纸印制的，周总理亲自选定他们生产的画报纸，作为人民画报专
用纸……这么辉煌的造纸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合资合作
中，造纸厂改名大易造纸公司。由于外资不到位，管理不善，那次
合作使企业陷入困境。此外由于环保不达标，车间无奈停产。20多
年来，企业长期资不抵债，外债达20亿……

解放初期，周总理亲自选定山东造纸总厂生产的画报纸，作为人民画
报专用纸。 （资料片）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用山东造纸总厂的钞票纸印制。（资料片）

位于繁华地段的大易造纸公司老旧厂房被影楼、饭馆、台球娱乐等业户承租分割。 本报记者 喻雯 摄

困难国企帮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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