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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拖了了七七年年，，破破产产程程序序终终于于启启动动
99岁国棉一厂将和济南人告别了

“明年就是国棉一厂建厂100年了，没想到今年坚持不
下去了。”国棉一厂是老济南人心中一个重要的印记，它见
证了济南纺织业的辉煌，也亲历了济南纺织业的衰落。如
今，克服四大难题后，已经99岁的国棉一厂正式进入破产程
序，将和济南人告别了。

差一年就成为

百年老字号了

26日上午，国棉一厂办公楼
前，十几名老职工正在合影留
念。其中一名老职工说，自己在
国棉一厂干了一辈子，听说厂子
进入了破产程序，以后也不会再
开工了，于是跟几个老同事来此
拍张照纪念一下。

“千万别小瞧这座五层楼的
建筑，在当时可是济南最高的建
筑物之一，也是当时的济南‘地
标’了。”原国棉一厂厂长、现任
厂留守处负责人王建平说。

国棉一厂全称为济南第一
棉纺织厂，位于天桥区凤凰山路
1号，原名鲁丰纱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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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归属山东省
人民政府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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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一棉资产管理部部长蒋
惠先今年59岁，他于1975年进
厂，在国棉一厂工作了39年，可
以说见证了国棉一厂的兴衰。他
说，当时纺织业兴盛的时候，由5
万锭加到10万锭，堪称山东省最
大的纺织企业，“一听说家人在
国棉一厂工作，邻居都相当羡
慕”。

“85-86年是单位最后一次
招员工。”王建平说，国民一厂设
备老化，而民营企业设备进行了
更新换代，在民企增加生产规模
的背景下，国棉一厂在此时压缩
了生产规模。“农村劳动力不交
保险，工资又低，对国营纺织厂
冲击特别大，后来国棉一厂进行

产业升级，搞一厂分四厂、合资
企业、民营企业等方法，能找的
方法也找了，仍然解决不了四千
多人的生计问题”。

2008年因济南市小清河综
合治理工程拆除厂房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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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维持生存直至2012年4月30
日全面停产。

克服四大难题

企业才得以破产

26日，记者来到原国棉一厂
厂区的周围，当年机器轰鸣、车
来车往的情景早已经不见了，仅
仅留下了当时的大门。进入泛黄
的大门，厂区里面都是各种家
具、渔具公司、商行以及酒店。

“年龄大点的每月发三四百
元，年轻一点的就发一百多元，
远远达不到济南的基本工资水
平。”王建平说，为了多赚点钱为
职工发工资，单位把腾出来的厂
房从事租赁业务，有了一部分收
入，给下岗职工发点工资，但缺
口越来越大。

“交了水电费就没有工资，
发了工资就没有水电费”。王建
平介绍，国棉一厂到2012年还有
最后一千多人，养老保险从2005
年就不交了。

对于职工而言，企业效益不
好了，破产并不是一件坏事。但
企业想破产也不容易。“国棉一
厂要想破产，面临着资金、政策、
职工安置、资产评估四大难题。”
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扶解困和
改革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孙
世会介绍，其实国棉一厂在2007
年就随中国济南化纤总公司被

国务院列入政策性破产项目计
划，但是因为资金等方面的原因
一直无法启动。在市委、市政府
进行困难国企帮扶解困以后，在
2013年11月份解决了多年拖欠
的职工医药费、死亡职工抚恤
金、死亡职工遗属生活补助费、
职工工伤致残补助费、独生子女
父母退休一次性养老补助等五
项内债清偿资金1145 . 51万元，
4659名在职和退休职工拿到拖
欠已久的清偿资金。随后，摆在
破产面前的资金、政策、职工安
置、资产评估这四大难题被一一
破解，条件具备后，济南市法院
才受理，并于今年的11月5日正
式进入政策性破产程序。

帮扶资金进厂

职工像过年一样

“好多老员工跑过来问我，
咱的厂子还能回去吗？我只能回
答不能，曾经也想着再发展，但
已经不现实。”王建平说，自去年
开展帮扶工作以来共发放资金
1 . 42个亿，1228名员工受益，对
于合同制的员工发放经济补偿
金，而固定工发放安置费，按照
工龄员工多的能拿到十五六万，
少的也能拿到七八万，职工都比
较满意。

据悉，一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开展帮扶工作，切切实实为国棉
一厂解决了沉寂多年的历史遗
留问题。

原国棉一厂财务审计部部
长蔡静说，财务处从来没有像现
在这样忙碌过，当首批清偿职工
五项内债资金973 . 63万元帮扶
资金及时到位，职工兴奋得就像
过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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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棉一厂南大门已经很难看出曾经是棉纺厂。

困困难难国国企企帮帮扶扶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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