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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盏絮赛曩善善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女子 L

欣闻《香磨李居志》问世，感到由衷地高兴。这是我国村居第一代社会

主义新居志。它以极其丰富的内容，从不同的侧面，客观地论述了香磨李居

的历史和现状，真实地反映了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腾飞的

全部历程，充分展现了香磨李人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风貌。《香磨李居志》

的问世，是我国村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可喜，

可贺。

古往今来，勤劳质朴的香磨李人民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勤耕

耘，从昨天走向今天，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享有“镶嵌

在齐鲁大地上又一颗明珠”的盛誉，闻名遐迩。

过去，香磨李居虽然地处城市近郊，却守着“金饭碗”，端着“穷饭

碗”，依旧是一个贫穷的小农村。人们以种菜为生，住着黑泥坯屋房，过着

“卖了细粮换粗粮”的穷日子。直到公元1978年，偌大的香磨李村，全村各

业经济总收入只有25万元，年人均收入只有160元，固定资产只有9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香磨李人民依靠党的富民好政策，干群一

条心，团结奋斗，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奋发图强，一举甩掉了贫穷落后的

帽子，成为闻名省内外的社会主义新村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香磨李居党委、居委和华宇集团三位一体的一

班人，带领全居党员、干部和群众，立足本地实际，发挥地处城市近郊结合

部的优势，扬长避短，不失时机，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短短

20余年的奋斗，使香磨李走上由“纯农型”到“农工商型”再到“商贸型”

的发展道路，建成了省内外知名的济南泺口服装市场。至2001年，泺口服

装市场经营面积20余万平方米，设有2．5万多个摊位，年交易额40多亿元，

日客流量达20万人次，成为全国百强专业批发市场之一，跨入山东省十大

市场行列，香磨李居成为山东省乡镇企业综合经济实力“五百强”单位和济

南市文明单位o 1997年，香磨李居办泺口服装城列入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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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156”工程后，加快了发展步伐。香磨李居党委以“抢抓机遇、扩大

流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主攻方向；以“搞好大流通、建好大市场、造

福一方百姓”为宗旨，大踏步地改建、扩建泺口服装市场，实现了一年建成

一个市场，一年上一个大台阶的跨越。先后投资2．5亿元兴建具有自动电动

扶梯4．2万平方米的泺口服装城商贸中心和3处交易大厅，建成羊毛衫城、

鞋城及布匹、床上用品、箱包、西装、童装、皮衣、衬衣等专业批发市场以

及精品服装街，专业经营全国各地的名优服装及世界名牌服装，并设有与之

配套的美食街、宾馆、酒店、银行、超市、长途客货运输、物流中心、停车

Jj_lJ●llIl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中共天桥区委书记

天桥区人民政府区长

j 3仅狱

易 暂
盛世修志，自古亦然。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经修志工作者的辛勤

笔耕，历经二年，香磨李居历史上第一部志书——《香磨李居志》出版问世

了。该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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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磨李居历史与现状的大型资料性

著述；是了解香磨李、建设香磨李、发展香磨李，使香磨李居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的大型工具书。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

程，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o《香磨李居

志》的问世，是我区基层居委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新成

果，也是我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可喜，可贺! ．．．

香磨李居地处天桥区北部，南依小清河，北临黄河，周围与“齐烟九

点”的匡山、马鞍山、粟山、药山、鹊山、华山、标山、凤凰山等名山相

望。该居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春秋时期四大著名战役之一的“齐晋鞍之

战”就发生在村西附近的北马鞍山一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汉的乐舞

杂技陶俑等大批文物在村西无影山出土；明成祖朱棣为夺取皇位兴兵来济，

在村西2公里处炮打济南，历史上有“燕王四子打济南”的诗篇。古往今

来，勤劳质朴的香磨李人民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不辍劳

作，从昨天走向今天，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享有“镶嵌

在齐鲁大地上的又一颗明珠”的盛誉。

世世代代，香磨李村虽地处城市近郊，占据水源充足，交通方便的地理

优势，可依旧是个穷村。祖祖辈辈，人们以磨香面做香为生，以种粮、菜为

业，日出而作，日暮而患，面朝黄土背朝天，流尽汗水，辛勤劳作，依然住

着黑泥坯屋房，过着“卖了细粮换粗粮，咸菜就米汤”的贫困生活。解放前

曾流传的“香磨李，穷村庄，一年四季半年糠；香磨李，穷人窝，十家九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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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挨饿”的歌谣，是对香磨李村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香磨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夺高产，过上了好日子。但

由于多种原因，香磨李村仍然发展不快。直到1978年，偌大的香磨李村，

只有2处简陋的小型企业，各业经济总收入不过25万元，人均收入仅有160

元，全年利税19万元，全村固定资产只有9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香磨李人民依靠党的富民好政策，发挥地处城

市近郊的地理优势，认真贯彻“服务城市，致富农民，活跃市场，方便群

众”的城郊型工作方针，坚持走“贸工农型”经济发展的路子，按照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

定，短短20余年，香磨李村便跨入了“亿元富翁村”的行列，勇往直前地

向强村迈进。特别是1989年建立泺口服装市场以来，经10多年的发展，至

2001年已形成建筑面积20余万平方米的十大市场，2．5万多个摊位，日客流

量20万人次，年营业额40多亿元，成为全国百强专业市场和山东省十大市

场之一，使香磨李居跨入山东省乡镇企业综合经济实力500强单位，各业总

收入40．66亿元，人均收入4480元，实现利税6803万元，固定资产65715万

元，分别是1978年的1．6万多倍、28倍、358倍和7000多倍。

改革20多年，香磨李居干群一条心，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历经坎坷，

奋发图强，一举甩掉了贫穷落后的穷帽子，建成了远近知名的文明村、小康

村，群众过上了“衣、食、住、行、医、学、乐、为”八保证的幸福生活。

改革20余年，香磨李人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积极探索，大胆实践，闯出

了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成功之路，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光明

大道，建成了一个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业隆民安的社会主义新

型村居。

编修居志，记载历史的变迁和人民改造社会、创造未来的辉煌业绩，是

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明智之举。这是香磨李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香磨李

居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o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o《香磨李居志》为全区党政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地情参

考资料，为全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

会主义教育、改革20余年巨变的教育和区情居情教育的生动教材，为各界

人士了解香磨李居提供了一部百科全书。《香磨李居志》的出版问世，必将

为香磨李居乃至全区村居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回首往事，香磨李居有着光荣的历史；展望未来，香磨李居有着光明的

前程。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香磨李人民

将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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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与时俱进的姿态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新世纪，创造出更加辉煌的

业绩。

祝愿香磨李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21世纪的辉煌1

200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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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区泺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天桥区香磨李居党委书记

天桥区香磨李居委会主任荟f习夕移
香磨李居委会位于济南市天桥区北部，泺口街道办事处南端，“齐烟九

点”的标山、凤凰山脚下。全居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276户，890人。

世世代代，香磨李居人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

水利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但由于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香磨李人民在饥

馑中挣扎，在痛苦中呻吟。直到20世纪40年代，香磨李居的土地依旧是

“冬春白茫茫(盐碱)，夏秋水汪汪(水淹)，种一葫芦收一瓢，麦秋过后外

逃荒”的荒凉景象，人们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解放前夕，全村4户地主和

2户富农即占有土地188亩，房屋71间。当时，地富每人占有土地7．2亩，

而贫农只占6．6厘多，是贫农占有土地的109倍。在总人口中，1／3的人口

吃不上饭，半数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

出逃荒谋生，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直到1948年9月24日济南

解放，香磨李人民才获得新生，当家做了主人。

解放后，香磨李人民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战天斗地夺高

产，粮食生产年年获得大丰收，成为北园镇产粮大村之一。但由于单一农业

生产，依然是高产穷队，成为北园镇欠发达村庄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年，是香磨李村由穷变富、跨入经济强村

的大发展时期。香磨李人民发挥地处城市近郊的优势，贯彻“服务城市，致

富农民，活跃市场，方便群众”的城郊型工作方针，坚持走“贸工农”发展

的路子，依靠党的富民好政策，以“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励精图治，争创

一流”的奋斗精神，在稳定农业，发展工业，大力强化第三产业的思想指导

下，不失时机，抢抓机遇，迅速建起了300余亩地的济南泺口服装市场，引

来了国内外2万余家客商前来经商，兴办服装业；乘小清河北路、济泺路和

标山路的新建和拓宽机遇，采取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展第三产业”

的策略，迅速建起长达2公里的3条商业街，沿路两旁建起450余家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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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店和其他服务店堂。特别是1989年兴办济南泺口服装市场以来，香磨

李党政经3套班子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以“抢抓机遇，扩大流通，大力发

展第三产业”为己任；以“搞好大流通，建好大市场，造福一方百姓”为宗

旨，大踏步地新建、改建、扩建泺口服装市场，实现了一年建一个市场，一

年上一个大台阶的跨越。先后投资2．5亿元兴建了具有自动电动扶梯4．2万

平方米的济南泺口服装城商贸中心及档次较高的3处交易大厅，建成泺口服

装城羊毛衫、鞋类、布匹、床上用品、箱包、西装、童装、皮衣、衬衫等专

业批发市场，以及一条3000平方米的精品服装街，专业经营全国各地的名

优服装，业户全部是国内外各名牌产品在山东的总代理；建有与之配套的美

食街、宾馆、酒店、银行、购物超市、停车场、托运部、长途货客运站、物

流中心、火车售票、航空售票等服务设施，还建有1万多平方米的大型仓储

设施和5000平方米的服装加工房，20余座高档化、花园式六层公寓住宅楼

供客商选用，其子女就近入托、入学，专人接送；市场工商所、派出所、治

安联防、民事调解、各家银行、供电、供水、交通、邮电、律师事务等驻居

单位，为服装市场进行着全面的服务。泺口服装市场先后引进了全国各大、

中城市的业户及港台大客商，创建了“济南模式”的服装市场。“泺口服装，

潇洒漂亮”已在省内外家喻户晓，成了全省城乡人民的口头禅。经10余年

的奋力拼搏，济南泺口服装有限公司已成为集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物

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集团公司。市场经营面积20余万平方米，设有摊位2．5

万个，年交易额达40亿元，日客流量20余万人次，年实现利税6800万元，

成为全国百强专业批发市场、山东省十大市场之一，跨入了山东省乡镇企业

综合经济实力“五百强”单位，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和济

南市文明单位。

泺口服装市场的繁荣兴旺，致富了香磨李居人民。香磨李居率先完成了

旧居改造，全居人民全部住上了公寓式的六层居民大楼，人均居住面积100

多平方米。至2001年底，全居各业总收入40．66亿元，人均收入4480元，

实现利税6803万元，固定资产6．5亿元，全部劳力转入了二三产业。全居

人民在“衣、食、住、行、医、学、乐、为”方面实现了八保证，过上了

“看彩电，听三洋，住楼房，睡软床，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漂亮，家具讲高

档，车辆讲式样，户户票子存银行，齐心协力过上小康”的幸福生活。

改革20余年，香磨李居发生了巨变，其经验：一是香磨李人始终不渝

地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发展是

硬道理，不失时机，抢抓机遇，把促进发展放在首位；三是深刻理解，充分

利用党的富民好政策；四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本居实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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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走自己的发展路子，避免照抄照搬别人的发展模式；五是依靠一大批

思想解放、清正廉洁、敢为人先、奋力拼搏的干部队伍，带领全居人民艰苦

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村居。

在回顾香磨李居的历史，总结香磨李居发展的经验时，香磨李居党委、

居委、华宇集团领导班子和全居人民认为，对前辈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

当代居民们开拓进取所取得的业绩，应该详细而真实地记载下来。为继承和

发扬中华民族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达到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香磨李

居党委、居委、华宇集团总公司于2001年9月研究决定编修一部《香磨李

居志》，把前辈们和当代创业者们的创业政绩载入史册；把党的英明领导和

各级领导的支持关怀载入史册；把改革开放20年来的辉煌业绩载入史册；

把香磨李有史记载以来的历史载入史册。

在《香磨李居志》编纂过程中，各级领导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大力支
持，承蒙各单位的大力帮助，编纂人员于2001年9月动手撰写，至2003年

9月编纂成书，并于12月出版发行，历时两年多的时间，把香磨李居长达

2600多年的历史载入志书。这是香磨李人民感谢党的富民好政策献上的一份

礼物。

编纂《香磨李居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编写人员呕心沥血，历经

艰辛，不怕酷暑寒冬，励精图治，终成此书。该书是香磨李居第一部社会主

义新志书，是我居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重要文献，也是改革开放20余年以来

巨大成就的集中反映。它的付梓问世，必将传谕千秋，鉴往知来，经世致

用，既有益当代，又惠及后世。

值此居志即将问世之际，谨代表香磨李居党委、居委、华宇集团及全居

人民，向给予关怀和支持居志编写的各级领导，向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及

有关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向精心编纂志书的编写人员，表示衷心的感

谢。

2002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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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磨李居志》寄语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主任 强守官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进入21世纪的人类，只有不断回顾和前瞻，执著于现世，寄希望与未

来，才会有所作为。一片土地总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辨迹寻踪，以对现代

社会的判断有所依据；抚今追昔，以怀上深刻的使命感。因为当代的香磨李

人是对此理解较强的人，所以他们塑起了这座香磨李的里程碑——《香磨李
居志》。为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o

《香磨李居志》是由香磨李居漫长历史轨迹交织而成的逼真图鉴。她的

问世，与千年的香磨李村落的诞生一样，有着非凡的意义。让我们像翻动自

己的日记一样，打开这部志书。

香磨李既是中国众多农村的一个缩影，又是当代先进村居的一个代表。

无疑，这部居志和香磨李自身一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她既有凭高总览的

宏阔，又有局部细微的精密，以其丰富的内容，从不同的侧面，客观地记述

了香磨李居的历史和现状，真实地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香磨李

经济腾飞的全部历程，充分展现了香磨李人民敢于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新型

居民的精神风貌。她清晰地显现出五个突出的主线：一是突出了共产党的英

明领导；二是突出了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三是突出了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四是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五是突出

了香磨李人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她透视着香磨李长达2694年的历史长河；

党的英明领导和各级领导的支持关怀；前辈人和当代创业者的政绩。这是一

部较好的基层村居志书，是一部爱热土、建家乡、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的好教

材。

香磨李居的祖祖辈辈，用他们的才智和双手写下了香磨李的历史；当代

的香磨李人，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与时

俱进，创造了香磨李欣欣向荣的今天，也必将创造光辉灿烂的明天。一个繁

荣昌盛、文明富庶的社会主义香磨李正在崛起。

愿跨入新世纪的香磨李明天更加辉煌1
2002年10月28日



凡 例

一、《香磨李居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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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磨李居历史与现状

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设大事记、概述、行政区域、村庄建设、经济综述与管理、农

业、工业、泺口服装城、饮食服务业、经济贸易、驻居单位、创业篇、党政

群团组织、文化、居民、人物传略、附录共17部分，16编。体裁采用志、

记、传、述、图、表、录，以志为主的综合体。结构为编、章、节、目体。

三、本志记述内容详近略远。时间断限，一般上起事物发端，断至2001

年；部分内容有所上溯或下延。本志的编纂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

则，力求体现时代特征，突出地方特点，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

四、本志为体现城市近郊新型村居的特点，在经济建设中除记述农业的

沿革外，着重记述了居办工商企业的发展壮大，突出记述了居办济南泺口服

装市场的发展变化；为体现“人”这一主题，专设居民编和人物编集中记

述；为反映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村庄建设编，记述人造环境及新型

村居的建设新貌。

五、本志立传人物系本籍及对本居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客籍人物。所记

人物包括现任领导、历任领导、逝世人物及几十年来为本居工作做出贡献的

先模人物；同时，对满5年以上副厂长(经理)及泺口服装市场副科级以上

的管理干部进行了记载。

六、本志资料取材于档案、报刊、志书、史书、专著及省、市有关部门

形成的材料，部分采用口碑资料，经鉴别核实后入志。入志资料除引用原文

外，均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行文采用公元纪年。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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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中国成立前

(后)；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后)o根据村、大

队和设居的体制变革，按时期分别叫村庄、大队和居委会等。

八、本志数字使用，按1996年6月1日起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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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书写；计算单位以《q-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个别计量

单位采用村居传统的计量单位名称和数据。

九、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今天划时代的沧桑巨变，有前辈们的功

绩，更有当代人的奉献。因而，本志人物传记舍弃“生不立传”的传统束

缚，采取既记逝世人物，更记当代的创业者o“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

者以志为鉴”，让当代人古为今用，以达到“浓墨记下春秋事，留得来人谱

新章”的目的。

十、根据胡乔木及中央有关领导提出的“要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

和新体例编写好一代新志”的要求，及“编修新志书要合格，又可以不拘一

格，在符合基本志体的前提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体例，也可以采用多种方

法”的精神，本志在编写过程中，立足当地实际，作了多方面的改革创新，

做到了实事求是地记载，更贴近了群众的生活，受到了干部、群众的拥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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