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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淄川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孝祥



《城张村志》付梓出版，是城张社区的一件大事好事，是城张村文明建设的一项

重要工程，是城张村历史上的一座丰碑，社区全体居民为之欢欣鼓舞，额手庆贺!

据史籍载，城张系明初建村。旧社会，由于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加之自

然灾害和战乱、饥荒，村人生活贫穷困苦。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村

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当家作主，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和提高。特别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张村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走农工

商综合经营的道路，全村经济不断发展，向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奋

勇前进。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共城张社区总支部委员会、城张社区居民

委员会，十分重视并多次商讨、酝酿修志事宜。遂于2005年1月，做出编纂《城张村

志》的决定。在修志工作期间，社区各单位及广大居民，主动提供资料，与编纂人员

密切配合。编纂人员广搜博征，认真核实资料，精心撰写志稿。几经修改，数易其

稿，终于编纂成书。 。

《城张村志》详近略远，翔实资料，客观地反映了城张村历史和现状。志书之

义，在存史、在资政、在教化、在传承文明，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不言而

喻的。本志书的出版，为今人了解历史，后人借鉴创新，提供了一部极有价值的珍贵

文献。在此，向大力协助和支持编纂志书的单位和个人，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谨为序。

中共城张社区总支部委员会书记

城张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
赵新利

2006年12月26日



中共城张社区总支部委员会

城张社区居民委员会

关于编纂《城张村志》的决定

编纂村志，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千秋大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张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百业俱兴，经济发展，村民物质和文化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使城张社区广大居民了解城张村的发展史、变化史，城张社区党

总支部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多次商讨，一致同意编纂《城张村志》。为此，特作如下

决定：

一、成立《城张村志》编纂委员会，赵新利任主任，孙涛、程兆德任副主任，刘荣森、胡

以宝、朱俊国、袁辉春、杨玉珍、朱贻明、杨於和、司艳声、杨志山、张秀霞、胡以莲、孙秀兰、

赵本喜、许在永任委员。

二、聘请区退休干部、省市作协会员韩其芳，淄JlI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淄川区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主席王继训，淄JlI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朱恒山，城张村老干部朱

俭修、胡以华、朱贻明任顾问。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朱俊国任主任，编纂工作人员：司

艳声、朱贻明、杨於和、韩其芳(特聘)。

三、编纂出版村志，是全村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是惠及后人的大事。在志书编

纂阶段，社区各单位及广大居民，要密切配合，主动提供资料；编志工作人员，要认真负

责，努力工作，共同为修志做出贡献。 、

2005年1月1日



凡 例

一、《城张村志》编纂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秉笔直书、实事求

是地记述城张村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编纂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上不设限，下限2005年，部分内容根据需

要适当下延。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也适当采用通达的古词语。结构分篇、章、节、目

四个层次编排。采用述、记、表、图、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体为主，力求做到通俗、简

明。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对历史纪年以括号加注。凡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

数码。计量单位均采用公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的规定

执行。

五、按史学通则，不为生者立传。但为存史之目的，本志所载人物均以简介记

述。党员统计表名录以其入党时间先后排列。村干部、在外工作科级以上干部、

各行各业杰出人物均以出生年月先后顺序排列。

六、村庄称谓，第一篇、第二篇、第四篇、大事记及荣誉篇，涉及历史沿革，某些

章节出现张家庄，其余篇章至2000年均用城张村(城张大队)。2000年后部分章

节称城张社区。

七、资料来源于村档案、旧本《淄川县志》，建国后编纂的《淄川区志》、《淄城

镇志》、《淄川工业志》及经鉴别核实后的口碑资料。统计数字以历年统计上报资

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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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城张村地处淄川城区。现为松龄办

事处所辖，今称之城张社区居民委员会。

全村总面积0．233平方公里，863户、2294

口人。
。

城张村明初建村。据1990年版《淄

川区志》村庄名录载：村庄建于明初，距今

已有600多年历史。初以姓氏名张家庄，

为淄川县辖村之一。1949年后因重名以

位于淄城近郊称城张。人民公社化时期

称城张大队。“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

改称红旗大队，时间不长又复称城张大

队。1984年4月，地方建制改革，复称城

张村。2000年7月，撤销淄城镇，改称松

龄街道办事处城张村。2002年1月城张

村改称城张社区居委会。

城张村域地势自东向西、自南向北渐

低，均为平原地。属暖温带季风区半干旱

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平均气温为12．9。C。

年均降水量692．9毫米。光照平均总辐

射为122．91千卡／平方厘米，对作物生长

季节光能资源基本满足需求。
’

概述

城张境内田畴平坦肥沃，宜于种植蔬

菜五谷。600多年来，勤劳、朴实的祖辈村

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用聪明和智

慧，创造了城张村的历史和文明。

城张村民淳朴节俭，勤于农桑。解放

前村人生活贫困，据1948年统计，全村

138户，其中贫雇农户118户。村民人穷

志不穷，爱憎分明，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解放战争时期，淄城地区处于沦陷、

收复、又沦陷、再收复的拉锯形势中。长

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重重压迫的城张村人民在淄川县人民

政府领导下，建立村政权，开始有组织地

进行减租、减息、增资和土地改革运动。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开

展反奸诉苦，把地主、富农土地分给穷苦

农民，彻底改变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

度。为拥护人民政府，保卫胜利果实，

1946年1月，村公所建立了民兵组织，广

大青年积极参军支前。1947年至1949年

3月，城张村有10名青年民兵参加部队。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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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有17人参加支前运输队、担架队，

参加过莱芜战役。有4名村民参加担运

团，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渡江两大战役。

在村妇救会领导下，广大妇女为前方将士

连夜赶做军鞋。城张村民为新中国诞生

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4名在

部队服役的城张籍军人参加了抗美援朝。

城张村民兵组织，在各历史时期，为治安

保卫和生产建设都发挥了主力军、突击队

作用。

城张村有史以来，以农业为主。主要

种植菜、粮。新中国成立前，城张村大部

分土地为地主占有，加之耕作原始落后，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遇风调雨顺之年，粮

食亩产也仅徘徊在50公斤左右，村民过

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民国时期，由

于战乱灾荒，绝大部分村民生活极端困

难，不少户被迫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村民

分到了土地，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走合作

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1955年实现了农

业合作化，变革了生产关系，建立了生产

资料公有制，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

生产的发展。

人民公社化初期，大刮“共产风”，加

之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

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一2一

农村由一级所有制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年10月，城

张生产队改称城张生产大队。大队党支

部建立后，随之建立健全了民兵、共青团、

妇女等组织机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

复和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落后

面貌，城张村民在大队党支部、大队管委

会带领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促进了农业

生产的更快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

思想影响，曾使村内经济和农副业生产受

到干扰，但全村党员干部，团结广大群众

共同努力和奋斗，农副业生产仍取得了一

定成绩。

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

“左”的错误，农村贯彻经济体制改革的政

策，城张村建立了经济委员会，成立了鲁

星实业公司，逐步落实、完善了各种形式

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村民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1984年始，在发展

第一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使全村经济进入农工贸联合，多种经营，

全面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发展

起8家企业，10家民营企业，1家建筑业，

12家运输业，3家客运户、148家服务业

户。1985年，村经济总收入232万元。

1994年，总收入5265万元，被中共淄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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