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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平县情》是一本翔实的、具体的综合住资料。本书遵照实

事求是的京剧，客理地记录了在平经济初社会发展的有关情坦和

数字，它既反映了在平发展现状又反映了发展过程，以理实为重

点，全苗、系统、科学地反映全县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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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上下出现了经济上

稳定发展，政治上安定里结的大好局面。这是全县各级

党组织和政府带领干部群众从在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

贯锦上级指示的结晶。屈原三中全会以来十年改革的进

程，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吃透"窝头，即一

头"吃透"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头"吃透"本

煌的实际，在中央的路线、方骨、政策和本地实际的结

合上作文章。现在我们正面拖着按黑十三大的理论、路

线和原则，使在平工作上一个薪台阶的使命，百要实现

这个使命，负然需要我们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离

本地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那么，在平的实际是什么?如

何把十三大精神贯翻到实主导?这就涉及到对县信的认识

和研究。只有全面深入地 IÍll -1 ~是片面肤浅地认识和掌握

本县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实际情况，才能

运用自如地将中央的路线、方针，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本

地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割造性地拿出自三的实施方案。

搞好县梧的研究工作，对于作好"结合"文章，挺

进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它

有科于科学地研究制定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这是

• 1 • f 



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在平

的自然条件、经济技术基醋、社会发展对各方面的需求

等，有一个科学地分街和认识，以找出在平的先势、潜

力和发展趋势，找出不利因素，扬长避短，确定一个合

乎在于实际的经济租社会发展的总体规知。第二，它有

利于我们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上正J5.丙方面的

经验，使我的变得更如聪明垫，工挥中少些失误。第三，

它有利于各级领导同志转变工挥作风和领导作风，适应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这就要求我1fJ对工作

的萄导更符合客观实碍，更符合事物发震客观规律的要

求，南这一切部离不开x1"县轩的科学认识。

《在于县{育》是县委办公室的同志编写的我县第一部

系统分结在平基本情况的综合性的资料书籍。它不仅为

各级领导同志熟悉县情、研究县情，正确地前í定工作任

务和方针，科学地制定经济和社会发黑战略，更好堆实

行科学决策租指导工作提供了依据，还为一切愿意了轩

在平、研究在平、建设在平的同志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

和数字。这是一项德有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

《在平县情主的编写和出版，只是县情研究工作的→

个开端。我们面拖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面i奋若在平经济、

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菌I1击着前进中不新出现的新情况。

因此，认识县情、研究县帘，不{又要从理论上，更重要

的是从实践中，并且把县情研究同对于省情、国情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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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研究联系起来， 1也县情放在国

际国内的大背景、大趋势下来认识，把对县筒的研究放

在发展变住的动态之中，紧密结合在于实际，创造性地

贯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租政策，制定好经济和社会发

展战略，挺进在平的繁荣发展。希望《在平县愣》的出

跤，能移友挥应有的作用，把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E 研究工作拉向前进。

19悉8 年 4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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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一、地理位置

在于县地处鲁西平原，聊城地区东部，大致分子东

经 115051'-116024 ' ，北纬 36022' -36045'之间，即位于

北半球中纬度地带。东11备齐河，西靠聊城、 i恼清，南连

东阿，北与高唐接壤。南北相距 13.5 公里，东西梧距

46.3 公里。

二、历史沿革

在于历史悠久。旱在新石器时期就产生T原始农业，

距今有 7000 年左右e 理赵电乡十里铺有停韶文化遗址，

在平城西尚庄有大汶口文化遗址，孙桥乡舍子高村和乐

平镇有龙山文化遗址，其血土酶器则更如展现了几千年

前人类定居农耕生活的史迹。在平吉为夷地，夏、商属

究判，西j哥属齐圈，秦行郡县制，罩在于县。因县境在

"在出气现教场铺村西北金牛山)之平陆，故名在子。建

制来三移县城，数易归属，自金天会八年〈公元 1130

年)复查，治今域。元、明、清朝在平均属东昌j吁管辖。



民医二十六年隶属山东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39

年 2 月日军侵入在平，国民党县政府流亡。 1910 年元月

县抗E 民主政府成立，属鲁西北行政委员会。 1915 年 9

月在平解放，属冀鲁豫区第六专署〈运东专署) 0 1949 年

8 月属平原省事p域专署。 1952 年 12 月归山东省聊城专

署。现属聊城地区。

三、行政这划演变

秦宣县，下设乡、里，自汉至5元沿用。元代分五乡，

明洪武分 9 里，清宣统年!可分 7 区，领 42 里。 1933 年分

七区，辖 282 乡、镇， 588 村。 1910 年 I 月抗日民主县

政府成立后辖七个区， 1915 年解放后仍 7 个区。 1917 年

6 月却为 12 个区， 1919 年 10 月并六区，包括城关、广

乎?卅里铺、杜郎口、冯屯、琉璃寺。 1956 年 3 月在搏

合县，琉璃寺区划归高唐，西南十六村划归聊城县后，设

9 区，有域关、博平、韩宅、菜屯、贾寨、杨屯、卅里铺、

桂部口、冯屯。 1958 年 1 月撤区并乡，设 21 乡; 9 月并

为 11 个公社; 12 月东向北五社〈吉官屯、陈集、高集、

牛角店、、铜域〉并入，为 16 个公社。 1961 年 5 月东问五

社吕师，余 11 社。 1962 年 1去月改为 11 个区，有域关、
博平、韩屯、菜屯、贾寨、杨屯、广平、卅里铺、社部

口 J冯屯、胡屯，辖 51 个公社。 1971 年 2 月撤区，设 19

个公社，新增王老、郝集、韩集、赵宫屯、了块、器陈、
• 2 • 



肖庄、洪屯八社，转 76 个营运。 1981 年 8 月将社改乡、

镇，县辖在平、自平、冯屯、乐于铺、菜屯等 5 镇，赵

官屯、辑:集、广平、丁块、大桑、杨屯、洪屯、贾泰、自

庄、韩屯、张营、温陈、在g屯、王老、杜郎口、郝集、 {!J\

f芽等 17 乡 .785 个行政村， 1051 个自然材。

四、人口和民族

1986 年全县共 1 1. 5 万户，其中农业户数 1 1. 03 万，

占 95.9% ;忌人口 18.6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45.8 万人，

占 91.2% 。农业劳力 18.9 万人，占农业人口的 4 1. 3% 。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435 人。 1986 年人口出生率 9. 7%0' 

死亡率 6. 3%0' 自然增长率 3.1%0。由82 年人口普查统

计:人口男女性比例为 102. 15 : 1∞。人口年龄将成， 18 

岁议下者占 1 1. 10% ， 19 岁至 60 岁者 15.92% ， 61 岁至

80 岁者 8. 46 %, 81 岁以上者 4.52%。人口文化程度状

况，大专文化程度者占1. 1%0' 高中生占 1.7% ，扔中生

占 3 1. 9 % ，文言、半文盲占 46.5%。人口民族构成，共

-9 个民族，汉族占 99.8% ，回族(主要居住在洪屯乡吕

民李、在平镇南关手日乐平镇〉占 O. 18 % ，满族 11 人，留

鲜族 5 人，彝族 3 人，蒙古族 2 人，壮族 2 人，维吾尔

族 2 人，苗族 l 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 E 人.，散居 13

今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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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员和地形

在平大地构造体系属华北地台系，鲁西北凹陷二级

单元。鲁西北凹陷属渤海四陷的一部分， jJJ中更新世，还

基本为浅海所占。嗣后由于黄河为主的多?是沙河流;中填，

影成了广阔平坦的黄泛大平累。所以，在平属于以凹陷

并接受以黄河为主河流沉积物的鲁西北泛滥平原。

在于全境南高北纸，西高东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西离最高点海拔 38.5 米，东北最纸赴海拔 26.5 米，平

均坡降为 1/7000--1/9000 .. 

六、经济现状

1986 等全县工农业总产徨 1.56 亿元，比 1985 年增

长 3.6% ，比 1980 年增长 122.5% ，比 1978 年增长

187.8% ，比历史最好年份 1984 年减少 2.9% 0 1987 年

工农业总产值 5.69 亿元， 1988 年达 6.9 i乙元，予it 1989 

年可达 8.2 乞元，比 1980 年翻两番。(1978 年----1986 年

工农业总产宦比较表克表。

全县农民人均所得 1986 年为 469 元，比 1985 年增

如 70 元，增长 17.5%; 比 1978 年增长 9.7 倍，比 1980

年增长 3.5 倍 z 比 1984 年增加 26 元，增长 5.9%。全县

职工平均工资 1986 年为 1054 元，比 1985 年增如 15% 。

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为 1174 元，集体所有制职工工

资为 872 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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