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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市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兖州市历史大事记》

(1949．10一1996．12)的正式出版，是我市党建工作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新成果。在此，谨向为该书的编写

出版倾注了心血、付出了劳动的同志，以及提供了支持、帮

助的有关单位，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中共兖州市历史大事记》一书，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

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

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以翔实的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准确

地记载了兖州共产党组织自新中国成立至1996年底，领导

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47年光辉历程。新中

国成立后，兖州共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推动社会进步、谋求人民幸福，在建设社会主义道

．路上不断探索前进，使兖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20年间，在邓小平理论

的指引下，我市同全国一样，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高扬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主旋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实力成倍增长，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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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言

速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呈现 _
出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欣欣向荣的景象。《大事记》以马列 -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I
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仅全面反 一

映了兖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
黪

客观地记述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初步总结了正反两方
7“

面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这就不仅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 鼍

导干部提供了全面了解建国以来兖州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最 l

基本的历史资料，而且为各级共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 。专

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提供了决策和行为的历史借鉴。 ≯

编史修志，旨在资政育人。我们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

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带领全市人民团结一致，深

化改革，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持 菘

之以恒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中共兖州市历史大事记》一
’

书则是我们不断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
、

明建设的难得的教材。希望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这本书，在

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干部和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
8

学习教育活动，把学习全党历史和学习地方党史结合起来， }

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以期资政治世，明理育人，推进现 ?

代化建设，再创新的辉煌，迈向更加光辉灿烂的21世纪。 ：

马兴文胡桂龙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 一、《中共兖州市历史大事记》一书简要记载了1949年

0月至1996年12月，兖州市现辖区域内，中共地方组织

白发展及其领导全市人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

旨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全书以市(县)级党

向活动和党的领导为主线，记述本市(县)党的历史上的重

k事件，同时兼顾政、军、统一战线、群众团体的重大活动，

9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

二、本书内容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

芝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乏新时期划分。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相结合的记述方法，

季一个时期的大事均按年、月、日编排。日不详的以月记之，

目不详的以季记之，属于全年性的以“本年’’记之。基本上采

艮一事一记，对于时间跨度较长、演变过程复杂的事件，则

良照历史进程分条记载。

三、本《大事记》对组织机构沿革的记述，只限区(公社、

≥镇)级以上行政区划的调整和科级以上机构的设、撤、合、

}，以及名称的变化、隶属关系的变更。对于因党委的重要



举措而相应设立的临时机构，亦简记之。1''一
四、本《大事记》对人事任免的记述，一般记到市(县)委

正副职，纪委、人大、政府、政协、人武部的正职领导人(党俄

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选举结果直录)；市(县)群众团体负

责人，按各次代表大会选举结果，记载正职。领导人参-9雕

重大活动，市(县)委记到常委，人大、政府、政协记到副职

纪委、军事机关记到正职。英模人物及党外知名人士，则-t

受职级限制。上级领导干部在兖州的活动，一般只记到副畸

(地)级以上。

五、本--I垮pJ,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为基本素材，在反复龙

实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每年末的经济发展成就数字，pJ,市勿

计局的统计资料为准一 ．、

编 者

199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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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述

1949年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

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的伟大胜利。从此，兖州(原称滋

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新的历史时期。
。

’

·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到1956年8月，在中共中央的一

系列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指引下，滋阳县党组织带领全县

人民克服种种困难，认真做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逐步完成了对全县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

转变。 。’

。‘ -．

新中国成立后，刚刚摆脱“三座大山”残酷压榨的滋阳

县人民，面临着种种严重困难，国民党反动政府留下的是一

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真可谓百业待兴。1949年10月至

1952年12月的三年间，中共滋阳县委遵循党的七届二中

j。。j与__l’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概 述

全会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全县人民致

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一方面，加强党组织和政权机构

的建设，在全县公开党组织，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先后召开

了第一届至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工会、青年团、妇女

代表大会。另一方面，深入开展了清理资产、镇压反革命、土

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政治运动；严厉打击了反革命分

子，整顿了社会治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彻底废除了封

建土地所有制，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摧垮了封建地主阶

级，确立了农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查处了贪污浪费行为，纯

洁了干部队伍；有力地打击了私营工商户的不法活动，教育

了广大干部群众。这些运动的顺利开展，有效地医治了战争

创伤，整治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生产。1952年，全县

粮食总产量达到9507．25万公斤，工业总产值达到309万

元，财政收入达到279．1万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群

众的生活也得到了初步改善。 ，

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以后，全国人民在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

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从1953年至1956年，中共

滋阳县委遵循稳步前进、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贯彻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基本上完成了对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农村大力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从而



概 述 3

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

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期间，先后举行了

滋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滋阳县第一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1955年11月，滋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决定将滋阳县人民政府

改为滋阳县人民委员会，并且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县人民委

员会县长、副县长、委员和县人民法院院长。自此，各级机构

日臻健全，人民政权进一步巩固。这一时期，县委按照中央

和省、地委的部署，在全县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开展了“新

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整党补课、审

查干部、肃反等政治运动。同时，县委制订了发展党员规划，

在全县城乡大力发展新党员。1956年5月召开了中国共产

党滋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制订了1956—1967年滋阳

县全面发展纲要。会后，在全县开展了社会主义增产竞赛运

动，取得了显著成效。1956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提前一年完

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其间，滋阳县于建国初隶属于尼山专署；1950年5月

划归滕县专署；1953年7月划归济宁专署。全县行政区划

也多次进行了调整。1950年11月，全县所属各区由地名称

谓改为序数称谓。1955年11月，各区又改为以地名称谓，

全县设城关、漕河、大安、河庄、新驿、嵫山、泗庄、王因、道沟

9个区。1956年3月，撤销了河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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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 述

(二)．；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

行，滋阳县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大会精神，带领全县人民群

众逐步展开了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1956年至

1966年的lO年建设中，全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发挥了

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逐步建设了一批重点企业；农业和林、牧、副等各业均得

到较大发展；基本建设、交通、邮电、财政、金融都有了长足

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等项事业都取得了

显著成绩。但是，由于党的工作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出现

了严重失误，滋阳县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

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经历了艰难眭折的发展

过程。
’

：

1957年7月至1958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地

委的部署，全县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由于党组织对当时的

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了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全县有164名党内外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被错

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后果。1958年5月，党的八届

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滋阳县委立即行动，在全县范围内

掀起学习总路线的高潮。由于总路线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

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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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脱离

实际、急于求成的冒进行为。全县迅速掀起了“以钢为纲”带

动其他工作全面“大跃进”的高潮。按照毛泽东主席“还是办

人民公社好”的指示，8月，全县撤销区(镇)建制，成立了6

个人民公社。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

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严重地

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经济规律，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1958年至1961年春相继开展的“拔白旗"、“反右倾”、“整

风整社”、“整风补课’’等运动，又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许多

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农民，进一步助长了浮夸

风，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t

1958年11月It日，根据山东省委、省人委关于区划

调整的指示，滋阳、曲阜两县合并为曲阜县，县委机关驻兖

州城。此时，县委辖16个人民公社(原曲阜县10个，滋阳县

6个)i 1959年上半年，经过贯彻党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和

八届六中、七中全会精神，曲阜县委开始认识并采取措施纠

正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落实

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初步遏制了“左”的错误，

使形势有所好转。但随之开展的“反右倾整风运动”，使一批

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员、干部受到伤害，加上旱涝等自然

灾害，导致1959年至1961年全县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

难。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中共曲阜县委按照中央、省、

地委的指示，领导全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做了大量艰苦

工作。1960年冬，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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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全县纠正

“一平二调"的错误，扎扎实实地开展了生产救灾工作。1961

年通过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发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集中力量加强了农业战线。调整了工业布局，缩

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分批精简职工，压缩了城镇非农业人

口，减轻了国家经济负担；批判了“五风”(即共产风、浮夸

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传达贯彻了中央

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实施

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同时，县委根据中共

中央关于甄别处理工作的指示，对1958年以来错误处理的

党员、干部、群众逐个进行复议甄别。还派出大批干部到基

层帮助开展生产救灾运动。通过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国民经

济有了明显好转，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1962年1月，以原滋阳县行政区域从曲阜县划出，设

立兖州县。兖州县委、县人委进行了区划调整，将原6个人

民公社调整为10个人民公社。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

全会后，中共兖州县委遵照全会通过的“以农业为基础，以

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关于巩固集体经济、

发展农业生产等决定以及人民公社《六十条》修正草案精

神，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坚

持把农业放在首位，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措施，工农业

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出现了阶级



概 述 7

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1963年3月，县委根据中央部

署，在县直机关和县属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

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

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同年11月，县委广泛宣传、贯

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简称《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

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县委召开三级干部

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头“洗手洗澡”，揭批“五风"

错误。年底，县委决定在全县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抽调170名干部，先在道沟、王因两个公社进行试点，以清

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后称“小四清")为

重点，开展了“四清”运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政

治局召开的工作会议纪要，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

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县委立即组织学习贯

彻。在省、地委派驻的四清工作团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全

县在两个公社试点的基础上，在其余8个公社和县机关、企

事业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

想”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

命令等作风和社队经济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对于打击投

机倒把、制止封建迷信等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左”倾错

误理论的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基层干

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伤害。

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是党领导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在这10年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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