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滨州概述 

简介 

 

滨州 
滨州位于黄河下游、鲁北平原，地处黄河三角洲尾闾，北临渤海，东与东营市接壤，南

和淄博市毗邻，西同德州市和济南市搭界，是山东的北大门。 

基本概况  

  1950 年建惠民专区，几经沿革，1992 年改称滨州地区，2001 年撤地设市。现辖滨城区、

无棣县、阳信县、沾化县、惠民县、博兴县、邹平县、滨州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北海新区共 4 区六县，版图面积 960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74.85 万人（截止 2010 年

11月 1 日零时）。  

  滨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黄河文化和齐

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商朝时建有蒲姑国，秦朝开始建县，从西汉起至民国先后设有郡（国）、

州、府、道等地方行政建置，五代时期置滨州，以濒临渤海而得名。传统民间艺术异彩纷呈，

发源于惠民的胡集书会、泥塑、木版画及滨州剪纸具有深厚的乡土气息，独具艺术风格。滨

州民风淳朴，人杰地灵。邹平县是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生长地。博兴县是汉孝子董永的

故乡，中国“孝”文化的发源地。革命战争年代，是中央渤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  

  滨州交通便利。济青高速、滨博高速、京滨高速和 205、220 国道穿越境内，是连接苏、

鲁、京、津的重要通道。津汕高速大高至鲁冀界段、威乌高速辛庄子至邓王段、滨德高速、

黄大铁路滨州段、黄河公铁两用桥、中国滨州大高通用航空城、滨州万吨级港口等一大批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滨州市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土地 94.5 万公顷，其中已开发的耕地 46.7 万公顷，人均占

有耕地 0.13公顷。自 2003 年底开始的以防潮堤为屏障的“北带”开发扎实推进，新增土地

61 万亩。黄河贯穿东西，淡水资源充足。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 26 种，已开发 15 种。石油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沾化县：7 镇、2 乡、2 街道办事处、1 派出机构  

  下洼镇、古城镇、冯家镇、泊头镇、滨海镇、黄升镇、大高镇、下河乡、利国乡、富国

街道办事处、富源街道办事处、海防办事处（非街道）。  

  博兴县：9 镇、3 街道办事处。  

  曹王镇、陈户镇、兴福镇、庞家镇、湖滨镇、店子镇、纯化镇、乔庄镇、吕艺镇、城东

街道办事处、锦秋街道办事处、博昌街道办事处。  

  邹平县：13 镇、3 街道办事处。  

  长山镇、魏桥镇、西董镇、好生镇、临池镇、焦桥镇、韩店镇、孙镇、九户镇、青阳镇、

明集镇、台子镇、码头镇。黄山街道办事处、黛溪街道办事处、高新街道办事处。  

  滨州经济开发区：3街道办事处。  

  杜店街道办事处、里则街道办事处、沙河街道办事处。  

  高新技术开发区：2街道办事处  

  小营街道办事处、青田街道办事处  

  北海新区：1 镇 、马山子镇 

第二章：历史沿革 

建制沿革 

   

滨州政区图 

滨州市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商朝建有蒲姑国。秦朝

开始建县，西汉起先后建有郡或国，隋朝开始置州，清朝升州为府，民国初曾一度置道，国

民党政府先后置第五和第十行政督察专署及鲁北行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

渤海区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  



13 处人民公社，无棣县改为 17 处人民公社，沾化县改为 19处人民公社，博兴县改为 14 处

人民公社，邹平县改为 18 处人民公社；1970 年，高青改为 7 处人民公社，阳信县改为 13

处人民公社，至此，各县撤区改社全面完成，境内八县共置 112 处人民公社。  

  1967 年 2 月 27 日，中共惠民地委与惠民专署被地区革命委员会代替。1971 年 6 月 5

日，重建中共惠民地委。1978年 7月 10 日，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惠民地区行政公署。  

  1980 年，滨县北镇人民公社改为镇。1981 年 12 月，各县城驻地人民公社全部撤社建镇。  

  1982 年，析滨县北镇、博兴县小营人民公社和蔡寨人民公社朱全镇管理区建立滨州市，

置 1 镇 3 乡 3 个办事处。惠民地区辖滨州市和滨县、惠民、阳信、无棣、沾化、博兴、邹平、

高青、桓台、广饶、利津、垦利共 1 市 12 县。  

  1982 年 11 月 10 日，国务院批准，析利津、垦利两县及广饶县六户、牛庄、辛集、油

郭四处人民公社，沾化县义和、四扣、太平、新户四处人民公社，博兴县龙居公社和乔庄公

社的老于、刘家、王家三个生产大队建立东营市。1983年 10 月东营市正式建立。  

  1983年 10 月，广饶县划归东营市，桓台县划归淄博市。惠民地区辖滨州市和滨县、惠

民、阳信、无棣、沾化、博兴、邹平、高青共 1 市 8 县。  

  1984 年，各县改人民公社为乡镇，全区划为 27 镇 93乡，另有滨县 8 个区 28乡（含七

个管理区）和滨州市 3 个市区办事处。1984 年，为了与滨州市统一地名，惠民地区党政机

关驻地北镇改为滨州。  

  1985 年，滨县、无棣、沾化、博兴等县对乡镇又进行调整，全区建乡工作结束，惠民

地区滨州市和滨县、惠民、阳信、无棣、沾化、博兴、邹平、高青共一市八县，148 个乡镇

（含 33 个镇）、6135 个自然村、6093个行政村。  

  1987年 2 月，撤销滨县入滨州市。  

  1989 年 12 月，高青县划归淄博市。1990 年 1 月 1 日，高青县的旧镇划归滨州市管辖。

（原高青县旧镇及其所辖田楼、窑洼、旧镇三个管理区、65 个自然村、74 个行政村划归滨

州市。）  

  1992 年，惠民地区更名为滨州地区。  

  1994 年，滨州地区辖滨州市和惠民、阳信、无棣、沾化、博兴、邹平六县，113 个乡镇

（含 44 个镇和 4 个街道、一个沾化海防办事处），5365 个村委会，351.78 万人。  

  滨州市  

  2000 年 6 月 10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2000]59 号），撤销滨州地区和县级滨州市，设

立地级滨州市。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滨城区。滨州市设立滨城区，以原县级滨州市的行政

区域为滨城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黄河六路。滨州市辖原滨州地区的邹平县、沾化县、

惠民县、博兴县、阳信县、无棣县和新设立的滨城区。  

  2000 年，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滨州市总人口 3563921 人；滨城区 600883、惠

民县 604751、阳信县 419591、无棣县 423113、沾化县 366178、博兴县 462815、邹平县 

686590。 （按当年行政区划；单位：人） 

第三章：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 

  近年来，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发展

是主题，调整是主线，招商是重点，实干是关键，稳定是基础，廉政是保证”的工作方针，



直属单位 

下辖无棣县盐务局（山东无棣海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阳信县盐务局、沾化县盐务局、

惠民县盐务局、博兴县盐务局、邹平县盐务局（盐业公司）、控股滨州滨东盐业有限公司、

滨州滨丰盐化有限公司。 

第四章：行政区划 

滨州市辖滨城区、无棣县、阳信县、沾化县、惠民县、博兴县、邹平县、滨州经济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海新区共 4 区六县。全市 15 个乡，53 个镇，22 个街道办事处 

滨城区 

是我国山东省滨州市的中心城区，滨州市委市政府驻地。 
 

   

滨城区 

滨城概况 

    滨城区地处黄河下游鲁北平原。东邻东营市，西接惠民、阳信两县，北连沾化县，南接

博兴、高青二县。面积 1040 平方公里，总人口 60 万。是滨州市委、市政府驻地,也是全市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滨城区地势西南部偏高，黄河从市区南端穿境而过，气候

属温带季风气候，大陆性较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12.5°C，年平均降水量

583.2 毫米。黄河过境流量 1500 立方米/秒。 滨城区 1990 年被评为全国"十佳"卫生城，1992

年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鉴定。被誉为黄河三角洲上的一颗明珠。  

发展条件 

滨城区资源丰富 

有可利用土地 118.6 万亩，其中耕地 68 万亩，近 25 万亩的荒地、荒滩、荒涂资源有待

综合开发。黄河横贯境内 38.5 公里，徒骇河纵贯南北，市区内有大中型水库 4 座，水资源

充足，能确保全区生产、生活用水。石油、 天然气资源蕴藏丰富，是胜利油田的重要产区。  

交通便利 

滨州黄河大桥，黄河二桥，滨州公铁两用特大桥是连接苏、鲁、京、津的重要交通枢纽， 



周越 
  北宋时邹平人，著名书法家、书道理论家，是北宋黄庭坚、米芾、蔡襄三大书法家之

师，撰有《书苑》一书。  
范仲淹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四岁随母改嫁至邹平，刻苦攻读长白山醴泉寺，

后终成大业。范仲淹在邹平生活 18 年，其“先忧后乐”的民本思想发端于此，被推为东方人

人格形象的典范。  
张临 

  元朝邹平人，世称长白先生，终生以传授成朱理学为己任，在城东七里铺设馆授徒，

被誉为一代儒师。  
张万钟 

  明末邹平人，著有世界最早的关于鸽子的著作《鸽经》，被誉为世界鸽子研究的真正开

创者。  

邹平荣誉 

  全国百强县  
  全国双百强县  
  全国卫生县城  
  2009 年 12 月 25 日晚 邹平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殊荣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第五章：滨州景点 

孙子兵法城 

   

孙子兵法城 

孙子兵法城位于惠民县城北侧，面积达 7200 亩，是一个环古城墙、护城河、省道庆淄

路、乐胡路三角形的广阔平坦区域，共二十个景点。  

孙子兵法城主题建筑武圣府设计采用秦汉建筑风格，整个建筑群平面布局沿中轴线自南

向北布置阙门和十五个大殿，纵向一字排开，全长 999m，宽 88m。第一大殿取名序殿，用于

展示孙子家世和故里惠民历史文化。第十五大殿取名泽世殿，展示孙子文化的影响、流传，

并兼做后门。中间十三个大殿展示孙子兵法十三篇，用十三篇篇名定名。孙子兵法城南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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辋城”。据《无棣县志·古迹》载：“广武城，在县北百一十里鬲津河岸，相传西汉广武君李

左车所筑，故名。今半为河流浸没。旧志，后周及唐尝驻兵于此，有囤粮及冶铁遗迹。”这

里过去是海陆交通要道，车水马龙，商贾云集。赵国名将李牧之孙、秦汉之际谋士广武君李

左车曾在此驻兵。后经海潮、地震，城毁失，现仅存一月牙形土岭，位于古鬲津河东岸的鲁

北盐场北部，高 3－5 米，长约 150余米，占地面积约 200平方米。1977 年实地勘查，古城

残基的夯痕仍历历可见，在蓬蒿海沙间散弃着汉陶残片，曾出土铜剑、箭簇等文物。1992

年 9 月，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光武城遗址，位于无棣县城东北 22 公里的西小王乡境内，秦台遗址西北，俗名“光广

城”。据《无棣县志·文物·古文化遗址》载：“东汉光武帝刘秀据燕制齐时所建，并于此驻

兵。”经后代海潮冲击侵蚀，已分割成若干高台，主台面积约 700 百平方米，高 3 米许，他

处稍低，互不连属，排列亦无规律。现城迹已无，仅存一土丘，曾出土汉代奔过来砖瓦陶器

残片及马蹄钱、铁神像等文物。    

如今，沧海桑田的广武城遗址和光武城遗址业已成为无棣历史文化旅游新亮点，古韵犹

存，新姿甫绽。 

第六章：滨州特产 

沾化冬枣 

   

沾化冬枣 

  山东省“沾化冬枣”是一种珍贵稀有的鲜食果品。十几年来，沾化县不断探索开发之路，

使之造福人类。如今，这一稀有资源终于从庭院走向大田，其规模不断扩大。1995 年 5 月，

在“全国首届百家特产之乡”评选活动中，沾化县被命名为“中国冬枣之乡”。全县已开发

密植园 50 万亩，年产量可达 5 亿斤。  

成份与评价 

  沾化冬枣成熟期晚(10 月中下旬成熟)，状如苹果，有“小苹果”之称。平均单果重 20g

左右；色泽光亮赭红；味质极佳，皮薄肉脆，细嫩多汁，甘甜清香，营养丰富。经北京营养

源研究所分析化验，沾化冬枣含人体所需的 19氨基酸和 A、B、C、P 等多种维生素，含可溶

性固形物 34-38%，维生素 C352cg/100g。与其它果品相比，是苹果的 70 倍，梨的 140倍。  

  营养价值为“百果之冠”，被誉为“百果王”、“活维生素丸”。一位中央领导品尝后



【性味】：平、甘、无毒。    

【归经】：入肺、脾、肾、胃。    

【功效】：健脾、厚肠胃、补肺、益肾。    

【主治】：脾虚泄泻，久痢，虚劳咳嗽，遗精带下，小便频数，消渴，子宫脱垂。    

【禁忌】：感冒、温热、实邪及肠胃积滞者忌用。    

【说明】：鲜淮山是一种日常食物，可当作蔬菜食用，干淮山入中药用，性质平和，多

食无妨。  

    警告 

1、山药皮中所含的皂角素或黏液里含的植物碱，少数人接触会引起山药过敏而发痒，

处理山药时应避免直接接触。    

2、不可以生吃，因为生的山药里有一定的毒素。  

    史料 

早在汉代，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将具有益寿抗衰老作用的药物列为上

品，指出它们有久服不老、轻身延年、耐老增寿的效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单味抗衰老中

药，能增强人体免疫力，促进性腺机能，调节神经、循环、消化、内分泌及肾上腺皮质功能，

还有抗感染、抗肿瘤等作用，从而起到抗衰老及延寿的作用。    

淮山在《神农本草经》有记载，称其“性平，味甘，补脾胃，益肺肾，生津止渴，益肾

气，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 

第七章：滨州名人 

董永 

   

董永墓 

董永，汉代千乘（今博兴陈户镇）人，为著名孝子。董永自幼丧母，与其父相依为命。

后其父年迈病重， 行动不便，董永恪尽孝道。每去田间劳作，总是以车载父，一边侍奉父

亲，一边耕作。 父亲病故，董永自卖其身，贷钱 1 万，葬埋父亲，因此孝名远扬。其孝行

历代广为传诵，奉董永为孝子楷模，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在山东省嘉祥县出土的武饲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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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2010 年 中国文化的命运    

2011 年《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2011 年《读书与做人》 

第八章：风土人情 

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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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为主，间有肉蛋鸡鱼；常年喝大、小米粥和稀饭；茶点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滨城区等

地饮茶尤甚，宴请宾客饭菜丰盛，有冷盘、热炒、大件（全鸡全鱼）、甜货等，多达十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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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福园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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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 

西捻军转战海丰：1868 年（清同治七年）初，张宗禹率捻军自天津南下，清政府急令

左宗棠、李鸿章带兵分路堵截。5 月 2 日夜，捻军自庆云县攻入，乘团练头子王毓宝出城招

募团丁之机，将其击毙，一举攻占海丰县城。捻军留一日，南下。后十余日，捻军从阳信入

海丰境，至大沽河，拟 从海上转移，未成。又折向西，入盐山。6 月 14 日，捻军从阳信入

沾化，沿海滨西北行，过马谷山（今碣石山），攻庆云、盐山。6 月 20日，捻军由临邑、德

平至海丰、盐山，在城子口（埕口）、小山等处遭敌夹击，受挫。7 月 12 日夜，捻军屯兵水

湾、庞家集、吴家庙，遭清军刘松山老湘营、郭宝昌卓胜营围攻，损兵千余。天明，捻军突

围北上，在郝家寨与清军接战，先胜后败，又损失 1800 余人。捻军著名将领周老广兄弟及

其战将数十人被俘牺牲。据民国《无棣县志》记载。6 个月内，捻军先后六次进出无棣县境，

歼清朝乡绅官员 28 人，地方团练 1875 人。    

清军袭击义和团：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7 月 4 日，海丰义和团首领牛三标、杨子

明邀集庆云县义和团首领杨树林、阳信义和团首领张太小、阳信齐家庄义和团首领贾树田带

领团民 700—800 人，向海丰县衙索取军装、枪械、马匹、粮食，遭清先锋后路左营张勋部

突然袭击，义和团民奋起抵抗，结果团民阵亡 110 人，大师兄杨子明当场牺牲，余部分散转

移。    

日军扫荡刘郑王：1939 年农历五月初二，高树勋率十军团在刘郑王村击溃日军，撤出。

翌日，日军集结兵力，扫荡该村，农民解长全被破腹，刘玉栋被穿胸，刘玉生等八人被集束

烧死，少妇、幼女二人被辱死于战刀下；牲畜抢光，粮食掠净，房舍化为灰烬。 

第十章：滨州文化 

历史文化 

滨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迹，

不断出土问世。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王薄，在邹平县雕窝峪首举义旗，成了隋王朝的掘墓人。

明初农民起义领袖唐赛儿，滨州市人，她揭竿而起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汉孝子董永的故乡

就是位于小清河畔的博兴县。宋朝的范仲淹，就学苦读的醴泉寺就在邹平的长白山中。在现

代史上，滨州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渤海根据地。 传

统民间艺术异彩纷呈，著名的山东吕剧就发源于博兴县支脉河畔刘官村一带，起源于元朝的

胡集灯节书会，泥塑、木版画及具有七百年历史的滨州民间剪纸具有深厚的乡土气息，独具

艺术风格，久负盛名。  

  清道光三年杜受田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为山西学政。道光

十五年特召进京，直上书房，教授太子读书。道光十八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上书房

总师傅、实录馆总裁。清咸丰时期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

学士。  

  杜受田（公元 1787～1852 年），字芝农，清滨州旧城里人（今滨城镇南街杜家）。清咸

丰皇帝之师。其父杜堮为清嘉庆时期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其家世显赫，久有“书香官

宦门第，进士多人之家”，因杜家“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并有加授“太师太保”

的高官，《中国文学大词典》、《书画大词典》、《中国名人大词典》对其家均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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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咸丰帝即位后，感激老师的拥戴之恩，任命杜受田为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遇事言

听计从，奉若生父。清朝协办大学士相当于明朝的宰相，在朝廷中最有权势。杜受田也想凭

借咸丰的信任以展自己的治国宏图。清咸丰帝即位不久，他首先建议起用林则徐、周天爵等

在鸦片战争中因主战而被撤职的大臣，以镇压刚刚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清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山东、江淮地区受灾甚重。杜受田上疏请截留江、广漕米

六十万石救济灾民，并荐山东、江宁布政使督办赈务。是年 7 月 9 日杜受田在实施赈务途中

触染暑疫，逝世于淮安清江浦，终年 66 岁。杜受田逝世后，清咸丰帝伏案痛哭流涕，如丧

考妣；他亲自带领两班大臣前往祭奠，并追赠杜受田为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太师

大学士”和“文正”是清朝人臣中最高级的一种册封，清嘉庆帝以来汉族大臣被追封太师大

学士者，仅杜受田一人而已。 

第十一章：滨州名校 

滨州医学院  

滨州医学院是山东省省属普通高等医学院校，60 余年来，几代滨医人坚持“教学第一、

质量至上”，“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办学传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学校

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为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滨州医学院坐落于渤

海之滨、黄河之畔的山东省滨州市，是一所省属高等医学院校，前身为青岛医学院（现青岛

大学医学院）。1970 年搬迁至山东北镇办学，1981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北镇医学院，1983

年随驻地更名改称滨州医学院。 

教学设施 

  学校现有滨州、烟台两个校区，占地 1589.5 亩，总建筑面积 58.1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总值 12 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5 亿元；图书馆藏书 223 万册；有直属附属医院 2

所（滨州附院和烟台附院），非直属附属医院 11 所，教学医院、实践教学医院 80 余所；教

学实习用床位 11000 余张。  

  学校直属滨州附属医院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资产总值 10 亿元，仪器设备总值 3亿元，

开放床位 1526 张，是鲁北地区医疗、教学、科研、保健、康复中心；  

  直属烟台附属医院目前占地面积 50 亩，总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2.1

亿元，开放床位 530 张。烟台附属医院新院区于 2010 年 9月底开始动工建设，2012 年底完

工，2013 年 5 月正式投入使用，计划开放床位 1500 张。占地面积 237 亩，总建筑面积 17.5

万平方米，开放床位 1500 张，总投资约 10 亿元，建成后将是烟威地区唯一的一所省级三级

甲等医院。  

学校文化 

  滨州医学院是山东省省属普通高等医学院校，60 余年来，几代滨医人坚持“教学第一、

质量至上”，“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办学传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学校

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为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03 年被国务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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