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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济宁是全省乃至全国较早建立中共组织的地区之一，拥有光辉的

革命斗争历史 。

早在 1 924 年 5 月 ， 济宁城区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 ; 1 926 年夏 ，

济宁市现辖区域内第一个中共组织 中共曲阜二师支部诞生 ， 拉开

了中国共产党有组织领导济宁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序幕(曲阜二

师曾与保定二师齐名，被誉为南北"红二师"，闻名遐边) ; 1927 年春，

究州也建立了中共山东区委直属支部 。 从此，伴随着革命斗争的跌岩

起伏，一幕幕波澜壮阔、如火如茶的历史壮剧在济宁这片广袤的大地

上演 。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济宁地方党组织领导曲阜二

师、滋阳乡师、济宁七中等校的进步师生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反

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相继发生了震惊全国的" { 子见南子》案 " 和

致使津浦铁路交通中断 4 天的鲁南七校卧轨截车南下抗日请愿事件 ;

领导开展了济宁火柴厂工人罢工、济宁玉堂酱园工人罢工、微山湖摆

渡工人罢工和曲阜二师等校学生罢课等一系列斗争，并取得了微山湖

渔湖民反贪污、反高利贷、反封湖、反警察迫害、反挖河斗争的胜利 。

由于大革命浪潮的影响和工农运动、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济宁地区

的共产党组织尽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扼杀，党组织仍由曲阜、

充州发展到济宁、邹县、夏镇、金乡等地。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

全区党员已发展到 1 77 名 。 邹县还建立了济宁市现辖区域内第一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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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县委一一中共邹县县委 。 这期间 ， 泪水、汶上、鱼台、梁山等县也

有了党员活动 ， 为开展抗日斗争创造了好的条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 邹县、泪水 、 鱼台、金乡、汶上、夏镇等

地人民揭竿而起 ， 抗日斗争的烽火燃遍济宁大地。 在党的领导下 ， ì四

(水)北、邹(县)西、汶(上)西、金(乡)西和微山湖东 、 湖西

等地人民纷纷组建抗日武装，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 积极开展敌后游击

战争，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规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特别是八路军

一一五师主力部队挺进到湖西、鲁西和鲁中南地区后，与当地抗日武

装协同作战 ， 沉重地打击了日、伪、顽军与地方各种反动势力 ， 湖西、

鲁西、鲁中南(尼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复杂的斗争中先后创建起来。

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 抗日军民密切配合 ， 不屈不挠 ， 浴

血奋战，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抗击日伪军和反击顽、匪的重大胜利 。 战

斗在津浦路沿线、微山湖畔的机智勇敢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铁道

游击队和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令敌人闻风丧胆。 微山湖区地方抗日武

装一一微湖大队 ， 利用微山湖上秘密交通线，传送了大批情报并护送

刘少奇、陈毅 、 肖华、朱瑞等 1000 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成功穿越敌

人严密封锁线前往鲁西或延安 。 梁山战斗、嗖山战斗等创造了以弱胜

强、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 ; 微山湖反顽战役，开辟了大片新区，使湖

西这一由华中通往华北的门户完全为抗日武装控制 。 与此同时 ， 党的

建设、政权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壮大 ， 为夺取全

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济宁地区的统治打下

了基础 。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 济宁地区是敌我反复拉锯的战场，又是人民

解放军大量运动歼敌和进行战略进攻的前沿阵地与战略决战的后方基

地的一部分。 在共产党领导下，地方民主政府和军民坚持本地斗争 ，

并全力支援主力部队作战，为解放济宁乃至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许(世友)谭(震林)

率领的野战军在济宁党政军民的有力配合支援下先后取得了巨金鱼、

羊山集、究州等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 ; 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

开重要军事会议 ， 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作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

重要历史意义的具体部署 。 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济宁地区

广大军民在保家、保田、保卫解放区的战斗口号下，掀起参军、参战

和生产、支前高潮，以大量人力、物力支援主力部队作战 。 在人民解

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 中， 济宁地区除地方武装大批升编为

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外，还抽调大批干部南下， 支援新解放区 。 与此

同时，济宁地区各级党组织领导全区军民继续清剿残余敌、匪、特 ，

进行土地改革 ， 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 。 1 949 年 10 月 1 日，

济宁地区广大军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从此跨进了 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

在漫长而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济宁人民浴血奋战 ，

前仆后继 ， 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注、激越豪迈的动人乐章 。 多少革

命志士在这里出生入死、流血牺牲 ; 多少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刑场上大

义凛然、视死如归 ; 多少好儿女在这里抛洒下一腔热血、慷慨就义 !

硝烟炮火逝去 ， 浩气精神永存 ! 他们的热血浸润着济宁这片厚重的沃

土 ! 他们的情魂牵系着后人无限的思绪与向往 ! 他们的鞠躬尽瘁、矢

志为民、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宝贵品质将彪炳千秋、永

载史册 !

为继承先烈遗志，弘扬革命精神 ， 促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 把济

宁建设得更加美好，按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

究室和中共济宁市委的部署 ，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对全市革命遗

址、遗迹进行了普查，在普查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红色足迹一一济

宁革命遗址概览》 。 该书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 ， 如实反映了济宁 1 24



处革命遗址、遗迹的由来、现况，概括介绍了与遗址相关的历史事件

与人物 。 这些烽火的影像，记录着革命先辈们气壮山河的丰功伟绩，

弥漫着仁人志士留存于天宇间的浩然正气 ， 镑刻着英雄儿女们艰苦卓

绝的奋斗足迹，回响着激荡于济宁山河间催人奋进的号角声，并成为

济宁人民心中永远的珍贵记忆 。 保护好、利用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

对于宣传我市的光辉革命历史，弘扬革命传统和先进文化，加快推进

全市文化旅游业发展和资源型城市转型，推动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跨越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全书史料翔实，图文并茂，

体例新颖，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地方党史普及读物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的生动教材。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重拾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剪影，

是为了牢记烽火岁月给人民带来的深切创痛，为了感受革命斗争的艰

苦卓绝，更是为了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 ! 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

弘扬先辈精神，把握发展机遇 ， 以我们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在新

的历史征程中谱写更加绚丽的篇章，描绘更加宏伟的蓝图，创造更加

美好的幸福生活 !

编者

2012 年 12 月



1 985 年 1 1 月 8 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
总理万里(右二) ， 在山东省省长李昌安、中共济宁市委书记赵永贵等陪同
下在其母校一一曲阜师范学校视察。

1987 年 5 月 ，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楚图南(前右二)在曲阜师范学校视察。



1988 年 4 月，首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原常驻联合国代表、国务院副秘书
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秘书长陈楚(左)在曲阜师范学校视察。

1991 年 7 月，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曹宁尤(前左二)在曲阜师
范学校视察。



2012 年 4 月 21 日，中共济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平昌(左三)
率市委领导干部一行在羊山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 。

2012 年 5 月 20 日，中共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前右一)等陪
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邓楠(邓小平之女)在羊山战役纪念馆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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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历史机构遗址 I 

中共济宁特别支部成立旧址 /3

济宁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一一中共丁庄支部成立旧址/ 7 

中共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支部成立旧址 /9

共青团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支部成立旧址 119

中共蔡庄支部成立旧址 / 21

中共鲁南一地委、 一专署机关驻地旧址 /22

中共曲阜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地旧址 / 24

车家庄抗日自卫团成立旧址 /26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总部驻车家庄旧址 /28

中共邹县支部成立旧址 / 34

中共邹县委员会成立旧址 /36

鲁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旧址 / 38

中共夏镇支部旧址 / 41

中共夏镇总支部旧址/侣

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与湖边司令部成立旧址 /45

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旧址 / 47

中共金乡县第一高小支部旧址 / 49

金乡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一一中共霍庄支部旧址 /52

中共金乡县工作委员会旧址 /54

中共鲁西南工委旧址 /56

目

录



中共金乡县肖云镇鲍楼村支部旧址 /58

中共金乡县工委情报站旧址 /60

中共南旺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地旧址 /62

嘉祥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旧址 /65

汶东工委成立旧址 /67

汶上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一一中共泪汶村支部诞生地旧址 /69

汶上县早期革命活动中心一一张楼小学旧址/70

梁山县第一个党支部一一中共田大店小学支部旧址 /72

2 
| 重要事件与人物活动纪念地遗址 I 

毛泽东第一次到曲阜考察旧址 /77

鲁南七校卧轨截车抗日请愿事件旧址/79

华东野战军前委济南战役曲阜会议旧址 /82

华东野战军前委淮海战役曲阜会议旧址 /86

曲阜县城解放旧址 /93

收编"黄团"旧址 /97

d晏山战斗遗址 /99

九山剿匪遗址 /101

九山阻击战遗址 1102

林前战斗遗址门03

孟母林伏击战遗址门04

袭击吴村车站遗址 /105

破袭歇马亭铁路遗址 1106

故安桥战斗遗址 1107

老寨山战斗遗址 /109

南亢事件旧址 /111



3 
|重要人物故居
孔庆德将军故居 1165

徐万顺故居 门67

刘明故居/ 168 

郭耕夫故居 / 169 

小山战斗遗址门 12

红色之湖一一微山湖/ 113 

红色码头一一一葫芦头 /118

刘少奇过湖纪念地一一大捐村门20

南阳伏击战遗址门24

洪振海烈士牺牲地门25

周堂地道战遗址 1127

湖西"肃托"事件旧址 1129

刘少奇去延安途经金乡停留地旧址 /132

大棠树事件遗址 /133

万里进驻高庄办公地旧址 /134

永安寺起义白塔战斗遗址 /136

"草桥阅兵"旧址 /138

胡楼战斗遗址 /140

独山抗日歼灭战遗址 /142

将军渡遗址门48

永安寺抗日武装起义旧址/152

鹅鸭厂战斗遗址/156

祝庄战斗遗址 /159

"毛泽东读书休息处" 纪念碑 / 161 



4 

秦和珍故居/ 171 

杨一辰故居 / 173

周冠五故居门75

陈伯衡故居门77

张寿椿故居/ 179 

| 革命烈士墓和重要纪念设施 I 

蔡材7烈士墓 /183

济宁烈士陵园门84

究州三十六烈士井墓 /188

究州革命烈士陵园/ 190 

孙梦进、陈玉峰烈士墓 门93

陈翠云烈士墓 /194

薛李氏基 /195

曲阜革命烈士陵园 门96

曲阜市董庄乡东焦沟烈士林纪念碑 / 200

曲阜市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一一中共董家庄支部诞生地纪念碑 /20 1

泪水县烈士陵同 / 204

泪水县第一个党支部一一中共拓沟支部诞生地纪念碑 /207

中共内汹工委旧址纪念馆 / 210

中共泪水县委始建会址纪念碑 /213

戈山人民抗日纪念塔 /2 16

邹城市革命烈士陵同 /2 18

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 /228

郭继胜烈士墓 /230

禧雅青烈士墓 /232



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十一团为和平民主鲁南战役牺牲烈士公墓 /234

微山湖英烈纪念园 / 236

铁道游击队纪念园 / 243

马霄鹏烈士墓 /247

聂峨亭烈士基 /249

肖 云镇店子村革命烈士纪念堂 /251

5 
曲阜市东陈家村惨案遗址 / 277

曲阜市小雪、 是村伏击战遗址 /278

曲阜市宋家林惨案遗址 /280

曲阜市西终吉惨案遗址 /282

曲阜市侵华日军弹药库遗址 /284

曲阜市南北庄子惨案遗址 /285

曲阜市后宣村惨案遗址 /286

曲阜市杨家院惨案遗址 /287

日 军火烧泪水太平庄遗址 /288

金乡县十二烈士纪念碑 /253

鲁西南战役纪念馆 /254

王杰纪念馆 /264

嘉祥县烈士陵园 /268

汶上革命烈士陵园 /270

梁山烈士陵园 /272

微山县 "猪(朱)羊(杨)大祭"事件发生地遗址 /290

微山县李烟堆教堂'惨案遗址 /291

鱼台县隋海惨案纪念碑 / 292



鱼台县相里集战斗遗址 1294

金乡惨案遗址 1295

金乡县鸡泰集惨案遗址 1298

金乡县苏楼惨案遗址 13∞

日军统治金乡七年之久的指挥所一一周家祠堂旧址 1302

金乡县清狱惨案遗址 1304

金乡县石佛集惨案遗址 1306

嘉祥县武霍山惨案遗址 1308

6 
| 济宁革命遗址名去 l 

济宁革命遗址名录 1312

其他遗址名录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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