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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燕 刘雅菲

50年前
四个单身汉
建议引进液化气

“我给济南百姓从北京背来
了第一瓶液化气。”说到济南燃
气的发展历史，原济南市城市规
划设计室（现济南四大设计院前
身）工程技术员、现年已经83岁
的张良佑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的燃气，直接管道输送到
家中，拧开阀门就能有，想当年，
弄来这罐液化气可是不容易。”

直到现在，他还是难以忘记
1967年12月那个冬夜。那天，他
和几个朋友闲谈说起北京有居
民已经可以用液化石油气烧水
做饭了，非常方便。“当时都住在
西门东流水街的规划设计室宿
舍，四个人都是单身汉，那时候
看到每天凌晨老百姓起来排队
买煤，很困难，就想着能不能也
让老百姓用上液化气，济南毕竟
是省会！”

当天晚上，几个人就写了一
封建议书，并签上了名。第二天，
张良佑就拿着几个人签名的报
告送到了城建办（现在的济南市
建委），很快得到了支持。但是气
从哪里弄？用什么装？

几经辗转，当时一块在建议
书上签名的刘炳南从北京一个
轻工展览会上借来一个日本产
的10公斤液化气钢瓶。钢瓶有
了，气从哪里弄？1967年12月底
的一天，天气很冷，张良佑乘火
车只身北上。

“因为我曾在北京上大学，
对北京地理交通很熟悉，就自告
奋勇到北京想办法灌一瓶气回
来。那时候安检也没现在这么
严，我就把气瓶用麻绳跨在肩
上，外面穿上大衣盖着气瓶，顺
利通过安检后，为了防止气瓶滚
出来，我又把气瓶放到座位下用
脚挡着，保持这样的姿势坐了8
个小时的车到了北京。”下车后
张良佑又像挎包袱一样转坐了
几辆公交车，步行了三里地，一
路颠簸着来到了灌装站。

到灌装站时就已经傍晚了，
眼瞅着要下班了。“当时工作人

员还说这是哪来的这么一个土
老帽，看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也就给我灌上了。”然后又马不
停蹄赶到货站，却被货站的人告
知这是危险品，得五天之后再办
理发货。盯着满满的一罐液化
气，张良佑犯了愁。“当时有个同
事叫徐聪，他家是北京的，就又
把钢瓶拉到了同事家，让家人帮
忙发货。”来不及多想，张良佑住
了一晚，第二天买了一台煤气灶
背着回到了济南。“有了煤气灶，
每天就盼着气瓶回来哩。”

半个月后，钢瓶到达济南，开
始了它的“奇幻之旅”。“当时我们
蹬着食堂的三轮车，拉着这瓶液
化气到济南日报社和济南市计委
煤建公司的煤球厂等单位去宣
传，每到一处就人山人海。”张良
佑说，“就是这一瓶从北京灌回来
的液化气，打开了济南燃气发展
的大门，给山东各城市的燃气事
业起到了率先示范的作用。”

40年前
限量供应的煤气
家里来客人才舍得用

10月20日下午，关欣欣拿出
手机，从网上简单操作了一下，
500元燃气费便充到了她的账户
中，“洗澡做饭都得用燃气，现在
充值可方便了。”作为“85后”，在
关欣欣的印象里，从没为燃气发
愁过，“就像水、电一样，燃气也
是最普通的家庭必需品了。”

但在张良佑的心中，人们对

燃气的需求，曾经是另一番样子。
“当时虽然灌回了气，但气源没法
解决。听说胜利油田有，就又去东
营寻找，结果被告知要去国家石
油部联系，但无奈到了之后落了
空，液化气的工作就暂时搁浅。”

1968年7月，天桥区一化工
厂搞一个项目，剩下了一些丙烷

“下脚料”。9月1日，济南市科技
办（现在的科技局）在此基础
上 开 始 筹 备 成 立 液 化 气 小
组，张良佑第一个接到通知，
报到后他便开始了液化气推
广筹建，1969年年底，20户用
户可以正式免费试用。

一直到上世纪70至80年代，
迎来了液化气发展期。那时候，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生活物
资都要凭计划供应。煤气在济南
人心中是绝对的奢侈品，要想拥
有灌装煤气，得有煤气本才行。
而煤气本是政府主管部门按计
划配给的。那时候，谁家里要是
有一本珍贵的煤气本，是很有面
子的一件事。限量供应的煤气瓶
平时是舍不得用的；日常家里做
饭都是烧块煤或蜂窝煤，只是家
里来了客人时，做父母的才会点
燃煤气灶。

“试点工作开展后，每天排
队申请用户很多，这种供不应求
的状况直到1988年管道煤气通
气点火后才慢慢减了下来。”

30年前
管道铺进千万家
不需再肩扛了

1979年，济南开始酝酿建设
管道煤气。当时北京、上海等城市
早已使用管道人工煤气。“当时就
去东北和国内五个城市参观调
研，国家的政策是利用当地的资
源发展煤气事业。”从1980年到
1984年，省市领导积极协调济钢
等多地气源问题。经过前期协商
准备，1985年，济南管道煤气工程
正式立项，1986年，济南开始筹建
管道煤气工程，利用济钢炼钢时
产生的焦炉煤气修建了第一条管
道煤气，当时，济南第一条煤气管
线从济钢出来，沿工业南路到解
放路，然后供给山大新校用气。

1988年6月24日下午，一团
蓝色火焰在山大新校宿舍300户

教职员工家中燃起，这也标志着
济南管道煤气正式起步。

1992年济南管道煤气公司成
立，一直到20世纪末，济南的能源
动脉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18年前
天然气登上“舞台”
让泉城既清洁又有温度

2000年4月，济南市引进中
石化中原油田天然气，为济南管
道燃气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
希望。此后，天然气渐渐代替人
工煤气走上主角位置。

2005年2月，原济南市管道
煤气公司与香港中华煤气有限
公司实现整体合资，主要负责市
区纬二路以东近500平方公里区
域管道燃气供应。燃气送到每一
户家中，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济南港华于2010年3月正
式启动危旧燃气管道及设施改
造工程，耗资超过4亿元对辖区
400余公里灰口铸铁危旧管网全
部改造为寿命超50年的钢管和
PE管，直接受益用户超过10万
户。尤其是2017年6月，随着济钢
生活区天然气置换工作顺利完
成，济南港华成为济南市唯一一
家提前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的公用事业企业，也标志着为
济南服务了30年的焦炉煤气正
式退出历史舞台。

近两年来，济南港华积极响
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在打造“泉城
蓝天”、保障城市用气、守护冬季
温暖、建设“智慧燃气”、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城市提升等工作中，始
终砥砺奋进，走在前列。

“从煤饼到液化气，从人工
煤气到天然气，老一辈燃气人
倾注了心血，也给我们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初心
就是服务老百姓用气、提升济
南省会城市首位度，我们一定
将这种初心传承好，继续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继
续做好城市燃气供应、保障泉城
蓝天等工作，致力于打造国内一
流的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为省
会龙头扬起来、建设‘大强美富
通’的现代化泉城继续努力奋
斗！”济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姜海英说。

翻开济南燃
气事业发展的历
史，是与泉城经
济社会同步发展
的历史，也是一
代代燃气人在艰
辛和困难中开拓
奋进的历史。五
十年来，当年意
气风发的年轻燃
气人如今已步履
蹒跚、头发花白，
泉 城 也 正 向 着

“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昂首迈进，
新时代的燃气人
正秉承老一辈燃
气人留下的宝贵
精神财富，不忘
初心，开拓奋进，
将一朵朵蓝色火
焰伴随着燃气人
的炽热深情送到
了千家万户。从
今天开始，我们
将逐步揭开这50
年燃气发展的层
层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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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罐罐液液化化气气是是从从北北京京背背来来的的
济南燃气五十年发展史

▲1986年3月25日，济南第一条煤气管线奠基仪式。（资料片） 济南港华供图

10月21日中午，到了
该吃午饭的时候，乐山小
区居民曹英打开燃气灶，
为一家人做起了午饭。对
她来说，拧开燃气灶就有
火苗冒出，这已经是再平
常不过的事情。然而，上世
纪60年代，济南人做饭、取
暖都是烧块煤或蜂窝煤
炉，人们连煤气是何物都
不知道。50多年来，燃气从
稀罕物逐渐变成了每家每
户的生活必需品，一路发
展而来，也有着许许多多
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的煤气本。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张良佑在向记者讲述燃气

发展历程。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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