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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子区志>是坊子区首部社会主义地方志，是坊子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大型资

料工具书。它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承前启后，反映现实，服务“四化”，

存史传代。它体现了全区人民的共同心愿，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意义深远，作

用重大，它的编成出版实在可喜、可赞、可贺。

坊子区虽建区较晚，但境域历史悠久o 5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聚居和繁衍

生息。夏朝的斟鄂国，西汉的斟、桑犊、乐都三县，其治所均在境内。自古才智之

士，彪炳史册，士女质而慧，勤劳勇敢，开发地利，货殖四方，且内抗压迫，外御顽

寇，富于光荣的革命传统。1907年，由煤矿井下爆炸事件引发形成了山东产业工

人史上第一次自发的、规模最大的罢工斗争，揭开了山东产业工人大规模反帝斗

争的序幕。1923年，潍县早期共产党员宋伯行、庄龙甲来坊子宣传马列主义，发展

共产党员。王尽美、邓恩铭、关向应等革命先驱先后来坊子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

火，指导建立了中共地方党组织o 1938年3月，共产党员何凤池、何凤鸣等人组织

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第二大队，对敌进行武装斗

争．很快发展到1300余人。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岁月里，坊子人民英勇顽

强，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坊

子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坊子区志>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走过的艰辛历程和创下的丰功伟绩。特别是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坊子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积极

迸取。勇于开拓。把坊子经济和其它各项社会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

重大成就载入史册。通过今昔对比．使百姓明确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坊子的今天这一真理。更加相信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

改革开放，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才能繁荣坊子，振兴坊子o

(坊子区志>坚持考镜历史，鉴往知来，循规以振，有益当今、惠及后世的原则，

：

^

§i

i釜-

期

一

i_●日雾：争



2 序

对历史的旧资料进行了大胆的批判继承和创新，以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为先

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纵述始末，横列百科，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将社会的兴衰因果及发展

规律寓于事实的记述之中，达到了“资政、存史、教化”之目的o

<坊子区志>为坊子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科学的重要依据和历史资料，对于推

动全区两个文明的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它集思想性、资料性、实用性

于一体，确为一部朴实、严谨、科学，具有当代地域权威的文献巨著，是一部对全区

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的乡土教材。

“千秋史笔传世行远，中华文墨源远流长”，借(坊子区志>出版之际，谨以喜悦

的心情，向战斗在修志第一线的全体编纂人员和给予热心支持、关怀的各界人士

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希望广大读者稽考补削，以求志书的日臻完善。

中共坊子区委书记 李宗步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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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坊子有史以来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坊子区志>的编成付梓，是一项较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是一份珍贵丰厚的精

神财富，是利于当今，惠及后世的一件大事，是全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又一

丰硕成果。．

坊子历史悠久，渊源流长o 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耕耘土地，繁衍生息，

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沧海横流，时序变迁。近百年来，坊子人民饱受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的欺凌、压迫。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坊子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坊子人民抵御外侮，推翻封建统治，操戈奋戟，浴血奋战，

闹翻身，求解放，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多少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生

命o“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1948年的解放，揭开了坊子史上新的一

页。坊子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既经受过彷徨、挫折、失败的痛苦，也有过探索、前

进、胜利的喜悦。为建设新中国，建设新坊子，全区人民艰苦奋斗，拼搏实干，创造

了辉煌的业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春讯，唤醒了坊子大地。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坊子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锐意进

取。奋力开拓，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

设取得丰硕成果，社会稳定，五业俱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正在迅速崛起。

载先辈丰功于青史，留光荣传统于后世，是全区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这代

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区委、区政府决定编修(坊子区志>的初衷o

<坊子区志>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风，统合古今，提要钩玄，系

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坊子的历史与现状，发展与变化以及经验、教训和挫折o

“使百事之中，若为鱼贯，百科之事．形于目前”，咫尺之间即可纵览数代史事，其间

兴衰起伏，发展流变，尽收眼底。一卷在手，通晓坊子各种信息，可谓坊子之百科

全书，具有资当今之利，惠后世之功，它的编修有存史、资政、教化之价值。为四项

基本原则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部翔实的教材，也为读者提

供了一面取经验、记鉴戒、探规律、启发展的历史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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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坊子区志>的编修过程中，专事修志人员克服工作条件差、历史资料少等

困难，以燕口夺泥、大海捞针的精神，广征博采，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历八度春秋，

终成巨编。期间得到了许多老前辈、老革命、老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心指导和大

力支持、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勤劳勇敢的坊子人民，用智慧的双手谱写了光辉

壮丽的昨天和今天，也一定能够描绘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明天。

坊子区人民政府区长 张树琛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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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观点、新

材料、新方法、新体例，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o ；

二、本志采用大编结构，章节体例。志首设总述、大事记，综述区情，总揽全

志。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编按章、节、目次序记述，少数章节根据需要

增设子目。各项政治运动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

三、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鉴于区划原因，历史上从未撰修过地方区域

志，故记事上限不限，凡有文献资料记载的事宜尽量收入；下限断至1989年，个别

资料适当延长到总纂搁笔。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的形式，以志

为主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按事物性质设章立篇，不受其行政管理系统的制约，

相同事物不论其隶属关系如何，均收入同一章节中。

五、文体，总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专业

志为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

六、纪年，清朝及其以前的时间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自中壤民国元

年(1912年)始，用公元纪年。

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4月11日坊子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七、政区及名称，均以当时当地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

标准地名。 ，

八、各项数据均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统计部门不载的数字，以业务主管部门

提供的资料为主。

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用名称和表

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分数用汉字；历史纪年的年、月、

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九、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立传人物均以卒年顺序排列，不划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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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评述，靠人物本身一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其地位和影响。为褒扬革命先烈、表

彰英模人物，本志专设革命先烈英名录和省以上英模名录，专设高级知识分子名

录，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十、本志以现行区划为基础，上溯至原源。材料多来自原<潍县志>、现潍城、

寒亭区志稿，市直部门有关专业志资料，坊子区各乡镇和区直部门提供的资料，国

家、省、市档案资料。正史、家谱、碑牒，有关报刊、专著和回忆录，实地调查、考证、

访问的口碑资料等。资料都经鉴定，采用后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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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子与潍城、寒亭同属潍坊市辖区。位

于山东省中部偏东，山东半岛西侧，潍坊市区

南部。东经119。03 7～119。26 7，北纬36。30 7～

364457。东与昌邑县以潍河为界，西邻潍城

区，南和安丘、昌乐县毗连，北同寒亭区接壤。

东西横距33．5公里，南北纵距26公里，总面

积361．7平方公里。辖4镇(坊子、清池、穆

村、荆山洼)5乡(眉村、涌泉、车留庄、沟西、

埠头)，271个自然村，278个村民委员会，10

个城镇居民委员会，61031户，236346人，其

中农业人口196479人。占人口总数的83％。

年人口出生率1 3．4‰，人口自然增长率

7．6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53．4人。汉

族人口为多。另有回、苗、白、满、高山、朝鲜等

少数民族近百人。区人民政府驻坊子镇六马

路西段路北，1983年底组建，1984年1月施

政。

境处泰沂山脉东北洪积扇尾的延伸地

带，沂沭断裂带中部，昌潍凹陷之内。地质构

造属老第三纪地层。坊子镇附近为中生界侏

罗系，岩石以凝灰岩、页岩为主；东部为中生

界白垩系下统青山组，岩石以凝灰岩、中基性

火山碎屑岩为多，尚见到安山珍珠岩、英安岩

和霏细斑岩。

地势南高北低，除少数低山孤丘外，多为

缓埠丘陵地，属倾斜高平地、倾斜平地地貌

类，平均海拔高度70米。境内无大山，仅有

低山孤丘13个。其中海拔高度在100米以

上的10个，系泰沂山脉的残丘，多呈南北走

向。南部灵山最高，海拔高度为212．6米；东

北部潍河滩最低，海拔高度仅11米。境域有

大小河流14条，均属雨源型季节性河流，多

南北流向，仅渭水河为西东流向。较大的河

流有潍河、汶河、白浪河、虞河。

坊子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大陆

性气候，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2．3"C。极端最高气温40．7"C，极端最低气

温一21．3℃。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一3．3"C；

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5．9"C；气温年交差

29．2℃。年平均降水量647毫米，降水差异

较大；丰水年最大降水量1298．5毫米(1964

年)；枯水年最小降水量295．7毫米(1977

年)；年内夏季降水最多，平均占年降水量的

62．8％。年平均蒸发量2010．6毫米，年日照

平均2715．4小时，年内有效积温(≥10℃)

4227．6℃。无霜期191天，初霜始于10月

19日左右，终霜多在翌年4月11日前后结

束。冷冻期一般自11月上旬始，至翌年4月

上旬止，约150天。主要自然灾害是干旱，其

次是干热风、冰雹、内涝、低温和冰冻等。

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全区土地面积

542480亩，其中山地7446亩，占土地面积的

1．4％；丘陵地2 7 0 1 2 8亩，占土地面积

的49．8％；平原264906亩，占土地面积的

48．8％。可利用的土地面积410812亩，占总

面积的75．7％。土壤分为三个土类(棕壤、

褐土、潮土)，八个亚类(棕壤性土、棕壤、潮棕

壤、褐土性士、淋溶褐土、褐土、潮褐土、河潮

土)。褐土面积375352亩，占可利用土地面

17—7



总 述

积的91．37％；潮土面积26095亩，占可利用

土地面积的6．35％；棕壤面积9365亩，占可

利用土地面积的2．28％。现已利用的土地

面积397749亩，其中耕地329700亩，人均

1．39亩；园林68049亩，尚未开发利用的荒

滩、荒地13063亩。非土壤面积131668亩，

其中居民点、工矿用地71164亩；交通用地

20045亩；水域面积39115亩；特殊用地1344

亩。水资源严重不足，除自然降水外，多年平

均地表水可利用量1104．4万立方米；地下水

可利用量3526．38万立方米，其中入境河流

客水量895．3万立方米；多年平均需水总量

为14448，36万立方米，平均年缺水9817．58

万立方米，属贫水区。矿产资源较丰富，已探

明的非金属矿有煤、粘土、膨润土、沸石、珍珠

岩、重晶石和石灰石等；金属矿有铅、银等。

动植物资源有家畜、家禽和野生动物250余

种；树木、花卉、粮油作物和野生植物1000多

种，其中中药材100余种。

坊子历史悠久，5000年前先民已在这里

聚居，繁衍生息，勤劳耕作，创造了灿烂的文

化。现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

等27处，夏建斟鄂国，汉代乐都、桑犊、斟县

治所皆在区境内。几千年来，朝代更迭，世事

沧桑，淳朴聪慧的坊子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

地上辛勤耕耘，建设家园。

勤劳、朴实、勇敢、坚毅，是坊子人民的光

荣传统。多少年来，操戈奋戟，支持风起云涌

的农民起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反

抗旧世界的战歌。秦、隋、唐、宋、元、明、清，

在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民不堪忍受统治

阶级的压迫剥削，革命和斗争连续不断。天

空曾飘扬过太平天国的义旗，大地上曾留下

过赤眉军、黄巾军、捻军的足迹；历史上曾出

现过不畏强暴勇斗权奸、为民除害的许舜民，

也有为伸张正义，率八村民众火烧盐店的勇

士辛科选；有李明书太公堂聚众起义抗清兵，

还有斗地主、打恶霸的“大刀会”、“红枪会”、

“义和拳”等。

鸦片战争以后，坊子人民投入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洪流。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

侵、<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德国人在坊子开

煤矿、修铁路，美英传教士也来坊子建教堂。

传播宗教迷信思想，坊子陷入了帝国主义铁

蹄的蹂躏之下。1900年7月2日(清光绪二

十六年六月六日)，坊子义和团袭击外国传教

士，火烧德国矿务局，城乡民众异口同声要

“灭洋灭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派

兵占据坊子，修兵营、建机场、设赌馆、开妓

院，公然在坊子设立民政署侵犯我国主权。

英勇不屈的坊子人民展开了反对日本侵略者

的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组

成国货维持会抵制日货；火烧Et本领事馆坊

子出张所，高呼“把洋人赶出中国去”。1915

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纂政复辟称帝，国民党元

老居正招募反袁大军，坊子人民积极响应，开

展了护国讨袁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坊子人民的

革命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1924年，共产党

员庄龙甲到坊子传播马列主义。1925年，中

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先后到坊子、曹

庄一带活动，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秋，牟

光仪、邱传贤、郭家瑞等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时坊子铁路工会成立，发展会员20

余人。1926年春，中共坊子铁路支部建立o

7月，中共曹庄支部建立。1927年上半年，中

共郭家支部建立，发展党员11人，成为潍县

农村中党员最多的支部。1928年2月1日，

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坊

子召开，会议调整了省委领导机构，决定在全

省发动农村抗捐抗税斗争，组织武装暴动。

是年秋至翌年春，中共潍县县委在车留庄乡

东曹庄先后三次调整组织，并选举产生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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