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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区志》是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

记述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变革的社会主义新区志，它必将在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天桥区志》揽古今万事于一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天桥区的历

史和现状，了解各项事业的基本面貌，找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给人

们以智慧和启迪。

天桥区历史悠久，是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相互映辉的地方。春秋

时期，齐晋争霸，辜(an)之战即发生在今北马鞍山一带。唐宋以来，地

处济南城厢区的制锦市一带工商业逐步兴起。明代，居民聚居，村庄、

街巷遂成。清末民初，济南开埠以后，胶济、津浦铁路相继建成通车，

天桥地区成为济南交通运输和工商业较发达城区之一。济南解放后，

辖区人民加紧生产，清剿匪特，全力支援前线作战，同全国人民一道

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建国后，I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来区内视察。1958年7月14日，刘

少奇主席视察了成记面粉厂。1958年8月6日，周恩来总理视察泺口

黄河铁路大桥。1958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视察了北园镇水屯村。

1960年5月27日至29日，朱德委员长视察仁丰纱厂、印染厂等企

业，1966年1月11日至14日又来区视察了济南汽车制造厂，并亲笔

题写了“黄河”二字作为该厂汽车的牌标，沿用至今。此后，江泽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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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等近30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我区清

河村和部分工商企业，对天桥区的工作，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指导，

对我区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桥区

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工农业生产持续协调全面发展，现已成为济南市

门类比较齐全、规模较大、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业区。精神文明建

设取得丰硕成果，城乡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

进，城乡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这些，在《天桥区志》中，都实事求

是地作了记述。这是天桥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成

果，必将激励今人，教育后人，用智慧和双手描绘更加灿烂的明天。

中共天桥区委书记 √勿磋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



序 二

在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跨入了“十年规划、‘八五’计划”的

新时期，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大好形势下，

我区第一部《天桥区志》付梓问世，这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

天桥区位于济南市区北部，总面积73．31平方公里，人口35．01

万人。天桥地域文化发展较早，历史悠久，人才荟革，现代工业起步

早。解放前，工业门类已有机械、化工、造纸、面粉、纺织、印染、制革业

等。解放后，天桥区工农商各业迅猛发展。1 990年天桥地区工商企业

6000余家，其中，区街乡镇工业企业491家，工业总产值7．2亿元；第

三产业营业收入10．97亿元；农村总收入9．06亿元；文教、体育、卫

生、科技等各项事业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

势。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承前启后，反映现实，服务四化，存史传代，

是全区人民由来已久的愿望。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区委、区政府于1984年作

出了编纂《天桥区志》的决定，并设立天桥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调

集有志之士，动员各方力量，广征博采，较全面地收集区情资料。在编

纂区志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邓小平同志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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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天桥

区的历史和现状。在方志体例上，坚持既要继承又要创新的原则，力

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重点突出天桥区人民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的精神，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变

化、新气象，为各级领导全面了解天桥区历史和现状，提供历史借鉴，

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热爱家乡、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

会主义的乡土教材。

编纂《天桥区志》任务艰巨，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全区各

部门、各单位、在天桥区工作过的老干部和有关专家、学者均给予了

热心的支持、关怀。在省、市地方史志办领导和区志编委、顾问的精心

指导下，参加编写区志的同志们十年如一日，勤奋笔耕，迎难而进，终

成志书。志成之际，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所有为《天桥

区志》的编写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天桥区人民政府区长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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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天桥区志》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坚

持实事求是的记述原则，编纂而成的一部反映天桥区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能为读者提供翔实的区情资料，可资领导机关决策参考；能为海内

外人士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和开发依据；能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教育

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

三、本志记述内容详近略远。原则限自事物发端，断止1990年。

四、本志结构按环境、人类、社会三大类安排编次，以概述总揽全志。表述方

式采用熔各种体裁在内的综合体。

五、本志为体现城市特点，在环境大类中专设基础设施编，重点记述城市人

造环境。为体现人类这一主体，专设居民编与人物编集中记述。

’六、本志立传人物系已故本籍或在本地有影响的客籍人物。对获得省以上荣

誉称号的在世人物列英模谱。

七、本志资料取材于天桥区各主管部门，以及档案、文献、报刊、志书和当事

人的回忆材料，并经鉴别核实后入志。入志资料除引用原文者外，均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所载各种数据，主要录自统计部门，少数数据是经主管部门核实后

的统计数据。

九、本志数字使用，按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建国前后通

用并难以准确换算的计量单位，均保持原名称和数据。

十、本志行文采用公元纪年，其中，中华民国以前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

(后)，简称解放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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