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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棉棉四四厂厂要要建建民民族族工工业业博博物物馆馆
“棉”字号命运不同，或出租厂房或卖地求生

近日，在济南市公布的48个重大招商项目中，国棉一厂城市综合体项目列入了推进表。在上世纪80年代，以国棉一厂为代表的
“棉”字号企业，济南有40余家，占济南产值的四分之一，可谓“机器一响，黄金万两”。但进入90年代，受“限产压锭”政策影响，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棉”字号几乎全军覆没。“棉”字号再现了济南棉纺织行业的兴衰成败以及几代棉纺织工人的命运沉浮浮。如今，这些承载
着济南工业发展记忆和脉络的老厂区，已经列入改造计划，将获新生。

在棉纺织业最鼎盛的上世纪80年代，济南有国棉一到七厂、毛
巾厂、针织厂等40余家“棉”字号企业，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
这些企业仿佛一夜间被淹没在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几无生还，让
人唏嘘。

保留着城市记忆的“棉”字号企业现状如何？今后如何改造升
级？这些都寄托着老职工及周边居民的诸多期望，也牵动着不少老
济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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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字号沉浮录——— 探访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姜珊

99岁国棉一厂破产清算
老厂区变旧货市场

凤凰山路1号是济南第一
棉纺织厂（国棉一厂）所在地。
如今崭新的红色大牌子“凤凰
山路壹号商城”，让人很难和当
年的老厂区联系起来。300多亩
的老厂区早就变成了喧嚣的旧
货市场，厂区内道路两侧门头
房一字排开，各式桌椅家具堆
积在店门口。只有外墙上“精纺
细纺、用户至上”的标语还保留
着往日的印记。

穿梭而过的三轮车、面包
车，讨价还价的买卖声，显得老
厂区里热闹异常。“搁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厂区机器轰鸣，门
前车水马龙，再加上南侧那一
片宿舍区，这里可是咱济南最
繁华、最有活力的地方。”今年
80多岁的安先生是国棉一厂的
老职工，他叹了口气，“早就散

了，就差一年，老厂子没能熬过
百年。”

国棉一厂原名鲁丰纱厂，
始建于1915年，由潘复、蔡儒楷
和靳云鹏等诸军阀共同发起，
属官办性质，1919年正式投产，
是济南第一家纺织企业。1948
年济南解放后，成立国营济南
第一棉织厂，1955年改名为济
南第一棉纺织厂。上世纪80年
代末，年产纱锭10万枚，一度是
全省最大的纺织企业。1996年
被中国济南化纤总公司兼并，
更名为中国济南化纤总公司第
一棉纺织厂；2008年，因小清河
综合治理工程拆除厂房，国棉
一厂又被迫减少纱锭1 . 7万
枚，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负担，逐
步依靠来料加工维持生存；
2012年4月30日全面彻底停产。

历经99年沉浮，国棉一厂
在2014年11月5日宣告破产。破
产那天，安先生和他的老伙计
们特地在老办公楼前拍照留
念。“这座五层楼的建筑，是当
时济南最高的建筑之一，相当
于地标了。”如今，老办公楼已

破旧不堪，只剩下留守组的4个
人。大厅内挂着大幅国棉一厂
市场布局图用于招租，门口还
贴着2015年6月“关于破产清算
工作进展的说明”。

“停产之后，国棉一厂基本
是靠租赁老厂房维持。济南纺
织发展总公司负责现有地上建
筑物的租赁，包括厂房、办公
楼、仓库、场地等。”原国棉一厂
老职工、现济南纺织发展总公
司经营部负责人郭军表示，对
于国棉一厂的开发改造，此前
曾有开发商进行过洽谈，但是
没有实质性进展。

负责“棉”字号项目改造的
天桥区城市规划协调服务中心
副主任吕国森介绍，国棉一厂
片区项目东至前引河，西至津浦
铁路，南至水屯北路，北至滨河
南路，总用地面积约597亩。“国
棉一厂破产后需要进行资产清
算、银行核算等。2016年具备开
发条件，厂区、南侧老旧宿舍以
及东侧成大社区一并规划。现在
已经启动规划研究，争取今年实
质性开发。”2014年,济南市国资
委、滨河集团、香港南益集团及
化纤集团就已经签署了合作开
发建设协议,建设国棉一厂城市
综合体项目,今年这一项目被列
入重点推进范围。

国棉三厂实现落地开发
剩余土地今年完成出让

位于济泺路的国棉二厂也
拥有辉煌的历史。国棉二厂最
多时拥有2050台织布机、六七
千名员工，1989年产品就达到
直接出口的标准。1990年产值
过亿元，利税过千万元，当时济
南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只有16
家。1998年，国棉二厂结束了32
年的纺织生产开始转型，利用
原厂房建成大型商业绿地仓储
超市。

“当时的绿地超市是济南第
二家大型超市，开业前三年年均
营业收入近亿元。”绿地超市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此后，为安置
更多下岗职工，国棉二厂还新建

了绿地塑钢型材综合市场、摄影
器材城等。如今，绿地超市的客
流量已不能和往日相提并论，只
有南侧的二棉农贸市场依旧热
闹，当年厂区机器的轰鸣也只存
在老职工的记忆里了。

“二棉片区位于标山南路
以南，东工商河路以西，汽车厂
东路以北，济泺路以东。总用地
面积约490亩，规划建设用地面
积约380亩，包括厂区、二棉农
贸市场以及一些专业市场。”吕
国森表示，前期曾有一些开发
企业进行接触，但并没有确定。

国棉三厂的前身是1934年
投产的仁丰纱厂，1936年冯玉
祥为其题写“实业救国”。1966
年12月，改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定名济南第三棉纺织厂。后来
随着济南纺织行业集体陷落，
仁丰纺织未能幸免，只能停产。
2008年，仁丰接纳了从旁边国
棉四厂搬过来的纺织市场，由
于便宜，成为很多老济南买布
的地方。2016年4月1日，市场正
式关门。

目前国棉三厂片区是“棉”
字号企业改造中真正实现落地
开发的。记者探访发现，企业厂
区已完成地上物拆除及验收工
作，正在进行安置房基础施工，
开发商为山东钢铁集团。不久
的将来，这里将崛起一片现代
化住宅以及配套商业、学校等。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47 . 2亩，
规划建设用地约207 . 3亩，今
年剩余土地也将完成挂牌出
让。”吕国森强调。

保留城市工业遗存
国棉四厂要建博物馆

国棉四厂的前身是1932年
民族实业家苗海南创办的成通
纱厂，后改制成济南诚通纺织
公司。2009年1月1日，国棉四厂
宣告破产。

位于义合街的国棉四厂老
厂区保存比较完好，现由元首
集团接手管理。门口还保留着
老式的铁质大门，黑色大理石
牌匾上刻着黄色的“济南第四

棉纺织厂”。目前，老厂区已出
租，多为快递、物流、电商等公
司，整个厂区贴满了“仓库出
租”的条幅，原来的办公楼也入
驻了其他公司。

在厂区西侧，还有几排红
砖老厂房，门窗上的玻璃已经
残缺不全。据工作人员介绍，这
是当年放置车床的车间，现在
遗存的很多厂房高低错落，还
很结实。老职工食堂门两侧玻
璃上写着“既能吃饱、又能吃
好”和“家的感觉、丰俭由己”，
但内部已经破败脏乱。厂区的
东北角，是国棉四厂的老原料
公司，里面有大大小小的生产
车间，禁烟的标识随处可见。

“国棉四厂项目位于北园
大街以南，东西丹凤街以北，东
工商河以东，总用地面积约300
亩。今年争取完成拆迁。”吕国
森介绍。而对于“棉”字号企业
来说，每个老厂区都承载着一
段城市工业发展的记忆。

济南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会长、济南元首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温增利表示，国棉四厂
在项目开发中，将保留具有时
代印记的工业遗存，规划建一
个民族工业发展博物馆，展现
百年济南棉纺织等民族工业发
展历程。另外，济南毛巾厂项目
已经完成地上物的摸底测量，
今年上半年将启动拆迁。

“棉”字号改造升级，老职
工和周边居民有着更多的期
盼。目前，这些老厂区及周边居
住区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薄
弱，改造升级意味着配套设施
也和周边接轨，重新融入崭新
的城市生活。

事实上，记者探访发现，
“棉”字号老厂区的改造仍面临
诸多难题，像产权关系复杂，违
法违规建筑多、拆迁难度大，与
居住区混杂，缺乏统一规划以
及政策空白等。这导致一些企
业虽已破产多年，但实质性改
造却进展不大。政府相关部门
也希望通过“棉”字号的改造，
探索出一种适合老旧厂区升级
改造的成熟模式。

讲起鼎盛时期的国棉一厂，老职工们满满都是回忆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国棉一厂老厂区变成了喧嚣的租赁市场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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