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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K林 f者荣孙珙岐成修身 刘中必 隋德民张立田

王子臣 于成贵 任道成 l张志洪』司继文张华庭I王金荣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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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锡银卢维祥刘秀起 胡广东 温龙亭张培忐杨树行

张吉利{顾士富I张齐才张洪升郭新明邵建刚李孟欣
张树春成俊恒崔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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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蒋子顺

副主任：张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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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顾问：l骆宾基l
顾 问：黄子良两敬亭

编纂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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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战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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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广饶人民热切关注的《广饶县志》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建国以来广饶县的

第一部新县志。她的出版，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大盛事。遵编

纂委员会之嘱，草成下文，权以为序。

广饶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个古老的县份之一。早在5000多年以

前，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之上。先秦时期，这里被称之为齐地乐

安。古代有名的大军事家孙武就诞生在这里。距今2500多年前，世界影响最大

的一部古代优秀的军事哲学著作《孙子兵法》就在这片沃土之上孕育而生。汉高

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即有广饶之县名。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广饶人民辛勤

耕耘，艰苦创业，建设着家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他们不仅勤劳、智慧，而

且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他们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

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革

命斗争史。“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对广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23

年，这里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1925年，中共延集、刘集党支部的建立，使

广饶成为山东省内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地区之一；1926年，最早的《共产党宣

言》中译本已经传到广饶境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这里涌现出了耿贞元、

刘良才、李耘生、丁莱夫、刘子久以及李延年、李玉堂等大批国共两党的党政军领

导人物和杰出人才；抗日战争中，徐向前、许世友、杨国夫等曾在这里挥师杀敌；

解放战争中，全县人民参军参战，踊跃支前，8万多名男女儿郎奔赴前线。在历次

革命斗争中，广饶就有2000余名英雄儿女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献身。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广饶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尤其是中国

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使广饶县的经济迅速增长，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广播电视等上层建筑都有长足的发展。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

今。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的，只有认真地了解和研究广饶的昨天，才能很好地

认识广饶的今天，才能更好地建设广饶，发展广饶，振兴广饶。《广饶县志》正是了

解广饶、认识广饶的一部资料翔实的知识全书。

地方志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

化传统。广饶创修县志自明朝始，至民国时期共8次修志。这些县志，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广饶的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和风土人情等情况，但其内

k辩蛰謦鼍



2 广饶县志

容多以称颂皇恩、夸耀乡贤、旌表节烈孝悌为主，对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等内

容却记述过简，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反动阶级的思想和封建糟粕。新编《广饶

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通古贯今，略古详今的原则，对

于广饶县的人文地理、自然社会、风土人情以及历史和现实的诸多资料，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崭新的

体例，实事求是地记载了下来。同时，重点突出了建国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资料的选择和记述，真实地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全

过程。

盛世修志，旨在资政育人。我们编修《广饶县志》的H的，就是鉴往知来，古为

今用。有句古话，叫做“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长河

中的一定阶段。现代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

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

乎规律的发展”。历史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要求我们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

预见未来，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历史。广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现代的文明，

可以说，是无数代广饶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是广饶几千年的历史的积累和文化

的积淀。因此，在建设广饶、发展广饶、振兴广饶的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认识现

实的广饶，而且需要认识历史的广饶。这样，就会在不断重温广饶的光荣史和悲

惨史、斗争史和苦难史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探求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指

导我们的工作减少或避免失误，汲取热爱广饶的巨大力量，激发人们做一个无愧

于广饶、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广饶人。《广饶县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宝贵财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好教材。革命前辈的

斗争业绩，仁人志士的崇高品德，祖辈先人的不懈追求，可以振奋精神，净化心

灵，激励斗志，鼓舞干劲。因此，确实值得大家一读。

编修县志，是一件庄重、严谨、留传后世的事业，也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广

饶县志》七修篇目，五易其稿，历经十载，终于成书。这是县志编纂人员勤勤恳恳、

艰苦劳动的结果，是省市业务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支持指导的结果，是各单位、

各部门积极提供素材、热心帮助的结果。值此县志出版之际，谨代表中共广饶县

委、广饶县人民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广饶县志》的编写和出版做出贡献的领导

及同志ffJ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共广饶县委书记

广饶县人民政府县长

‰{．i墨
阔盖稍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限适当追溯，下迄1985年。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内容

侧重1840年以后，尤其详记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三、广饶县行政区域变更频繁，时大时小，为保持历史的原貌，记述各个时期

时，均按当时的区划范围。

四、体裁，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以志为主。

五、本着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结合社会分工并体现特色，置专志36

编，设编、章、节、目4个层次，个别层次服从内容需要，部分编冠以无题小序。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现代人物为主，按卒年先后排列。

七、本志纪年，建国前采用历史纪年后注公元年代(表格中用公元年代)，建

国后用公元纪年。行文中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八、本志所用数字，建国前以旧志或有关历史资料为准；建国后多取自《广饶

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九、计量单位，辛亥革命前使用当时的名称，辛亥革命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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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建筑业⋯⋯⋯⋯⋯⋯⋯(533)

第一节建筑队伍⋯⋯⋯⋯⋯(533)

第二节 建筑设计 设计管理

·⋯··⋯⋯·⋯⋯⋯··(534)

第三节建筑施工⋯⋯⋯⋯⋯(534)

第五章环境保护⋯⋯⋯⋯⋯⋯(535)

第一节环境污染⋯⋯⋯⋯⋯(535)

第二章消费⋯⋯⋯⋯⋯⋯⋯

第一节农民消费⋯⋯⋯⋯⋯

第二节 非农业居民消费⋯⋯

第三章居住⋯⋯⋯⋯⋯⋯⋯

第一节 住 宅⋯⋯⋯⋯⋯⋯

第二节用 具⋯⋯⋯⋯⋯⋯

第二十一编政党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551)

第一节 党组织的建立及早期

活动⋯⋯⋯⋯⋯⋯⋯(551)

第二节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553)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

的中共广饶县委员会

⋯⋯⋯⋯⋯⋯⋯⋯(556)

第四节党的代表大会⋯⋯⋯(560)

第五节纪律检查⋯⋯⋯⋯⋯(561)

第六节 统一战线⋯⋯⋯⋯⋯(563)

第七节 党校⋯⋯⋯⋯⋯⋯(565)

第八节·基层党委⋯⋯⋯⋯⋯(566)

第九节 总支支部 党员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

第一节 组织沿革⋯⋯⋯⋯⋯

第二节 活动概况⋯⋯⋯⋯一·

附 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

第三章共和党⋯⋯⋯⋯⋯⋯⋯

第二十二编群众团体

(568)

(571)

(571)

(573)

(574)

(575)

第一章工人团体⋯⋯⋯⋯⋯⋯(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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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组织沿革⋯⋯⋯⋯⋯

第二节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第三节 主要活动⋯⋯⋯⋯⋯

第二章农民团体⋯⋯”⋯⋯⋯·

第三章青年团体⋯⋯⋯⋯⋯⋯

第一节 组织沿革⋯⋯⋯⋯⋯

第二节 团代表大会⋯⋯⋯⋯

第三节 主要活动⋯⋯⋯⋯⋯

第四章少年团体⋯⋯⋯⋯⋯⋯

第五章妇女团体⋯⋯⋯⋯⋯⋯

第一节 组织沿革⋯⋯⋯⋯⋯

第二节 妇女代表大会⋯⋯⋯

第三节 主要活动⋯⋯⋯⋯⋯

第六章工商团体⋯⋯⋯⋯⋯⋯

第七章学术团体⋯⋯⋯⋯⋯⋯

第八章抗美援朝分会⋯⋯⋯⋯

第二十三编政权

第一章权力机构⋯⋯⋯⋯⋯⋯(593)

第一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593)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594’

第三节人大常务委员会⋯⋯(596)

第二章行政机构⋯⋯⋯⋯⋯⋯(597)

第一节县署⋯⋯⋯⋯⋯⋯(597)

第二节县公署⋯⋯⋯⋯?⋯”(601)

第三节 民国县政府⋯⋯⋯⋯(601)

附 日伪政权⋯⋯⋯⋯⋯⋯⋯(604)

第四节 抗日民主政府⋯⋯⋯(604)

第五节人民政府⋯⋯⋯⋯⋯(605)

第三章议政机构⋯⋯⋯⋯⋯⋯(614)

+第一节议会⋯⋯⋯⋯⋯⋯(614)

第二节参议会⋯⋯⋯⋯“⋯(614)

第三节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615)

第四章基层政权⋯⋯⋯⋯⋯⋯(617)

第一节保甲制⋯⋯⋯⋯⋯⋯

第二节 区乡制⋯⋯⋯⋯⋯⋯

第三节 抗日民主基层政权

第四节 区乡人民政权⋯⋯⋯

第五节 人民公社⋯⋯⋯⋯⋯

第六节 乡(镇)人民政府⋯⋯

第二十四编军事

第一章驻军⋯⋯⋯．．．⋯⋯⋯

第一节封建官军⋯⋯⋯⋯⋯

第二节 农民起义军⋯⋯⋯⋯

第三节 军阀部队⋯⋯⋯⋯⋯

第四节 国民党军队⋯⋯⋯⋯

附一 日本侵略军及伪军⋯⋯

附二 日伪军罪行录⋯⋯⋯⋯

第五节人民军队⋯⋯⋯⋯⋯

第二章地方武装⋯⋯⋯⋯⋯⋯

第一节 武装机构⋯⋯⋯⋯⋯

第二节地方武装力量⋯⋯⋯

第三章兵役⋯⋯⋯⋯⋯⋯⋯

第一节 募 兵⋯⋯⋯⋯⋯⋯

第二节抽丁⋯⋯⋯⋯⋯⋯

第三节 志愿兵⋯⋯⋯⋯⋯⋯

第四节义务兵⋯⋯⋯⋯⋯⋯

第四章民兵⋯⋯⋯⋯⋯⋯⋯

第一节领导机构⋯⋯⋯⋯⋯

第二节 民兵组织⋯⋯⋯⋯⋯

第三节军事训练⋯⋯⋯⋯⋯

第四节武器管理⋯⋯⋯⋯⋯

第五节 民兵参战支前事略

·⋯···⋯⋯⋯⋯··⋯(640)

第五章，军事设施人民防空
’

·⋯···⋯⋯⋯⋯⋯·····(642)

第一节 军事设施⋯⋯⋯⋯⋯(642)

第二节人民防空⋯⋯⋯⋯⋯(643)

第六章重大兵事⋯⋯⋯⋯⋯⋯(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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