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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撤销邹县设立邹城市三周年之际，《邹城市志》出版问世了．这是全市人民在

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一

邹城为孟子的故乡，历史上亦曾是孔子的诞生地。它地处山东省南部，凫峄耸

其前，洙泗环其后，凤凰山东瞰大海，白马河西涌微湖。远古时期，为东夷炎族文化

的发祥地；春秋时期，这里组建起邾国；秦朝始置邹县；1992年lO月撤销邹县设立

邹城市。几千年来，勤劳、智慧、淳朴、善良的邹城人民在这块充满灵气的土地上繁

衍生息，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灿烂文化。特别是193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邹城建立

组织后，邹城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前

仆后继，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谱写了无数壮丽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带领

全市人民为彻底改变邹城面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励精图治，使邹城发生了日新

月异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呈现出政通人和、人心思上、百业

兴旺之景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昔日的孔孟桑梓成为今朝国

家新兴能源基地；往日的。人齐鲁之要冲”，已成为可与国内外进行文化交流、商贸往

来的鲁南名城重镇，跃居山东省26强县(市)之列。

编修地方志是服务当今、惠及后世的有益事业。邹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为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编修地方志有着优良的传统，仅自明成化十三年至1942年的

400多年问，就编修志书19种(次)。这些旧志为我们探索、研究邹城历史提供了有 ‘。

益借鉴。但由于受历史条件局限，1日志书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尤其民国
‘+

年间，地方志的编修在邹城没有踵事增华。历史的前进，事业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

编纂一部反映邹城市历史和现状的新志书．为此，根据上级的部署，我市于1982年

始设修志机构，1984年全面展开修志工作。十余年间，在上级业务部门、有关专家，

学者的指导下，全市史志工作者发扬埋头苦干、乐于奉献的。孺子牛”精神，寻源探

流，广征博采，贯通古今，披沙拣金，去伪存真，从篇目体例到语言文字，几经熔炼，数

易其稿，终于圆满完成市志编纂任务。



新编《邹城市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详今略古，实事求是

地记述了邹城市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突出记载

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它的出版发行，为我们

提供了全面了解、研究邹城的一把钥匙，一书在手，市情昭然；它作为。揽万里于尺寸

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的百科全书，必将为邹城市施政决策提供较为详实的资

料。寓教于字里，论理于行间，是我们进行爱乡、爱国教育的良好教材，必将促使全

市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为建设家乡，报效桑梓，富民兴邹，振

兴中华作出积极贡献。

借《邹城市志》问世之际，我谨代表中共邹城市委、邹城市人民政府并以个人名 ．

义，向曾在邹城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表示良好祝愿!向为《邹城市志》的编纂出

版给予大力支持的上级业务部门、专家学者及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诚挚谢意!同时希

冀全市各界仁人志士、异乡游子、海外侨胞，更加发挥睿智，奋力拼搏，为邹城的两个

文明建设，为家乡故土更加繁荣昌盛、美丽富庶而努力!

志成之际，谨作是序：

邹城市人民政府市长

邹城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九九五年仲秋
／《迄因／骂、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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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邹城市志》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

境内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二、本志以邹城市1992年之境域为记载的地域范围。志书断限，原则上限起自

1840年，下限断至1992年。鉴于邹城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关卷、章适当上溯；

为展示某项事物全貌，有关卷章亦适当下延。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表随志附。前冠概述、

大事记；后殿人物，附录；中设专志32卷。卷下一般设章、节、目，部分目又含若干子

目，部分卷．章、节前置无题小序。 ．

， 四、本志坚持。事以类从”的原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为突出邹城市地方特

色，升格设置了煤炭电力、文物名胜、峄山、孟氏家族等专卷。

五、本志记载有较大影响的己故人物，以本籍人物、正面人物、近现代人物为主，

客籍人物、反面人物、古代人物适量记载，按卒年先后排列入志。对有影响的在世人

物，采取以事系人法载入有关卷章。 ·

六、本志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以帝王年号纪年，并加注公元；清代以后(不含

清代)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中建国后的各类数据，以市(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除少量特殊需

要外，均使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统计部门未作统计的数据，以市(县)行政公文，首

长正式讲话稿或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各类换算数据均由市(县)统计局认

可。 ．

．八、本志中地名、政权组织机构名称、首长官职名等，均沿用当时的正式称谓。

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注明简称，重复出现时用注明的简称。其地名古今不·者，均

加注今名。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档案、有关部门提供的基础文稿及社会调查等方

面，经反复考证核实后入志，志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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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375)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队及游杂

第二节 基层组织和党员状况⋯(378) 军队⋯⋯⋯⋯⋯⋯⋯⋯“23)

第三节 代表大会⋯⋯⋯⋯．．⋯·(380) 第四节人民军队⋯⋯⋯⋯⋯⋯“26)

第四节市委工作机构⋯⋯⋯⋯(385) 第二章地方武装⋯⋯⋯⋯⋯⋯⋯(427)

第五节 纪律检查⋯⋯⋯⋯⋯⋯(385) 第一节 县属武装⋯⋯⋯⋯⋯⋯(427)

第六节 统一战线⋯⋯⋯⋯⋯⋯(387) ·第二节 民间武装⋯⋯⋯⋯⋯⋯(429)

第二章国民党及三青团邹。 第三节人民武装⋯⋯⋯⋯⋯⋯(430)

县地方组织⋯⋯⋯⋯⋯⋯(389) 第三章兵役-⋯⋯⋯⋯⋯⋯⋯“34)

第一节 国民党邹县党部⋯⋯⋯(389) 第一节 募兵制一⋯⋯⋯⋯⋯⋯“34)
第二节 三青团邹县分团 第二节 征兵制⋯⋯⋯⋯⋯⋯⋯(434)

部⋯⋯⋯⋯⋯⋯⋯⋯⋯(390) 第三节．志愿兵役制⋯⋯⋯⋯⋯“34)

第三章群众团体⋯⋯⋯⋯⋯⋯⋯(391)’ 第四节 义务兵役制⋯⋯⋯⋯⋯(435)

第一节 工人团体⋯⋯⋯⋯⋯⋯(391)
’

第五节 预备役兵役制⋯⋯⋯一(435)
第二节 农民团体⋯⋯⋯⋯⋯⋯(392) 第四章民兵⋯⋯⋯⋯⋯⋯⋯⋯“35)

第三节 青年团体⋯⋯⋯⋯⋯⋯．(392)．． 第一节组织与装备⋯⋯⋯⋯⋯“35)
第四节 妇女团体．．⋯⋯⋯⋯⋯-(394) ’第二节 军政训练⋯⋯⋯⋯⋯：““36)

第五节 少年儿童团体⋯⋯⋯⋯(396) 。第三节 重大活动⋯⋯⋯⋯·^““38)

．第六节工商团体⋯⋯⋯⋯⋯⋯(397) 第五章人民防空⋯⋯⋯⋯⋯⋯⋯(441)

卷十八政权政协
’ 第一节组织机构”．．．⋯⋯．．⋯(441)

一， 第二节 工程设施⋯⋯⋯⋯⋯⋯⋯11
第一章权力机构⋯¨⋯⋯⋯⋯⋯。(399’ 第六章军民关系⋯⋯⋯⋯⋯⋯⋯汹2；

第一节 县参议会⋯⋯⋯⋯⋯⋯(399’ 第一节 拥政爱民⋯⋯⋯⋯-⋯⋯江2；
第二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399) 第二节 军民共建⋯⋯⋯⋯⋯⋯；“2j

．第三节 市人民代表大会⋯⋯⋯(400’ 第七章战事⋯⋯⋯⋯⋯⋯⋯⋯i443j
第四节 邹城市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 清末战事⋯⋯。⋯⋯⋯■3)
。． 。 ，．．．!务委员会⋯⋯⋯(403’ 第二节 国内战争时期战事⋯⋯(446)
第二章行政机构⋯⋯⋯⋯⋯⋯⋯(404)。 第三节抗E；战；毒磊≤≥．．．⋯i447；7

第一节 县 署⋯⋯⋯⋯⋯⋯⋯(柏5)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战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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