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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文风端正，图文并茂，资料翔实的《朱台镇志》即将与读者见面了。

这是朱台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喜事，是朱台镇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

事，也是我区齐文化开发和史志工作的又一丰硕成果。

朱台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灿烂，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西

周时期称画国，春秋时称棘邑。北魏时期的高阳郡守贾思勰在这里完成了世

界闻名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境内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及周汉遗址等诸多遗址和古迹，临淄八大景之一的“高阳馆外酒旗风”即指

朱台镇高阳。1 959年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朱台镇大夫店村成立，是清河区

第一个抗日县政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淮阳民兵营会战辛大铁路，曾受到

省革命委员会的表彰。朱台人民为中国文化繁荣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

的历史贡献。

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朱台人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书写了新的篇章。现在的朱台镇，生活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

在山东齐峰化轻有限公司、山东兴武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高阳建设公司、山

东朱台建工有限公司四大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逐步形成造纸、石油化工、建

筑安装、不锈钢厨房设备、轮胎营销、塑料加工六大支柱产业，有力的推动

了朱台经济的快速发展。2004年，朱台镇被国家建设部等六部委列为“全国

重点城镇”。

编修地方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古往今来凡志在兴邦立业的有识之士无不重视编史修志，借以总结经验，探

讨得失，鉴往知今，故历代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

语。《朱台镇志》的编纂出版，记载了朱台沧桑巨变，展示了朱台历史风貌，

有着重要的“资政、存史、教育”三大功能，功在当今，惠及后世。

历史是一面镜子。修志以总结过去，指导未来，希望这本凝聚着全体修

志人员和朱台人民心血智慧的《朱台镇志》能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力量：

希望朱台人民以志为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继续务实

进取、开拓创新，将未台建设的更具实力、更具活力、更具魅办!

懈⋯讹、区⋯一任船俨
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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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朱台镇志》是2003年上半年初步酝酿，8月由镇党委、政府正

式决定的。这是本镇史志工作前所未有的重大决策。两年多来，全体编纂

人员分工合作，殚精竭虑，笔耕墨耘，辛勤劳动；社会各界众志成城，倾

力协作，确保了朱台历史上第一部镇志的正式出版问世。

朱台镇文化底蕴丰厚，历史源远流长。境内有“龙山文化城”之美誉

的桐林(田旺)遗址的发掘证实，约在5000多年前，我们勤劳、智慧的祖

先就劳动、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这里就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

文明时代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这里，还诞生了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

系统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魏境内其它如画邑古城遗址、徐王遗址、高阳

古城遗址、金陵寺、施福寺等众多文物古迹，无一不在证明和述说着她昔

日的繁荣鼎盛和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所有朱台人的骄傲。

朱台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里曾诞生了临淄县第一个抗日民主

政府，并成为渤海军区清河区抗日活动的重要基地。据调查统计，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有233名朱台籍革命烈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台镇各级党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锐意

改革，开拓进取，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一个工业、农

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独具特色的综合型现代化小城镇已展现在世人面

前。

悠悠历史，岁月情长，追昔抚今，往事难忘。今日之朱台，必将传承

历史文化，光大优秀传统，把握发展良机，浇铸明日之辉煌。

是为序。

中共朱台镇委员会书记：毕国鹏 朱台镇人民政府镇长：王守国

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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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贯穿古今，原则上上不立限，以记述朱台镇现行区划内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主，下限原则上截至2003年底。为反映历史全貌，

有的地方有所扩大。人物等有关篇章和内容适当下延。

三、本志采用志，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志为主体。适当

加大图片的用量，内容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篇的方法编排。大事记采用

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记述本镇的大事、要事和新事。

四、本志所用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旧县志或有关历史

资料为准。成立后，以区(县)、镇统计部门所提供数字为准，部分数字

采用有关业务部门提供数字。

五、本志人物篇，坚持以正面人物、本籍有较大影响者为主，兼收少

量在本地活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客籍人物，适当选入少数反面人物。

坚持生不立传，对达到入人物传资格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

记入到有关篇章中。人物简介主要收录建国前参加工作的本籍或在本地工

作过的客籍正科级以上离休干部。人物表主要收录本籍正科级以上、部队

团级以上、技术职称教授以上，以及较大企业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六、本志以公元纪年为主，清朝以前的历史年号注明公元纪年。

七、本志材料来自区、镇档案资料、正史、旧志、族谱、有关报纸、

干U物和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

八，附录中所辑录的考证性文章，供读者参考，为研究者提供资料。

弋
、

。。，

编者

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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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台镇位于临淄区西北部，地理座标北

纬36056 714”～360 57’2l”，东经118。14’30”一

118015～0，南隔乌河与临淄区凤凰镇相望，

东、北、西各与广饶、博兴、桓台三县毗邻。状

近长方形，南北最大纵距13公里，东西最大

横距10公里，土地总面积74．5平方公里。

全镇辖57个行政村。人口5．1万，人口密度

为每平方公里685人。镇政府驻地位于朱台

东村，距区政府机关驻地14公里。

朱台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2001

年6月25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桐林(田旺)遗址，文化沉积面

积达2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包括了大汶口文

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周汉遗址的遗存。

通过勘探试掘，发现的城墙，出土的鼎、盆、

鬲、石镰、石斧等说明早在5000多年以前先

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劳作。

朱台镇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其地质

发展史与山东中部、西部的地质史基本一致，

经历了前震旦纪的“地槽阶段”，古生代的

“地台阶段”，中生代的“活化阶段”和新生代

的“新构造阶段”，主要地层有奥陶系、石炭

系、侏罗系、白垩系，为浅海相生物化学沉

积——陆相碎屑沉积层。境内地貌为洼地平

原，无山，无丘，无崖，无壑，是临淄区北部较

大的冲积平原。土质为洼坡砂姜黑土，地势

南高北低。境内河流主要有4条，其中乌河

又名游水，发源于辛店街道矮槐树村，流经朱

台镇的义和、上河、王旺庄、史河头家、鲁家5

个自然村，河床宽达50米，经鲁家村西流出

境外，经桓台、博兴流人小清河。另外，境内

还有淮阳河、康浪河和九曲外浪河，流向皆

北，都已干涸。

朱台镇交通便利，有博临路、寿济路两条

省道从镇政府驻地交叉穿过，东西两条环镇

路可达各村，1992年达到了村村通沥清路，

镇内沥清、水泥硬化道路总长达100多公里。

朱台镇资源相对充足。有丰富的土地资

源，优质充足的水资源，还有数量可观的地下

矿藏资源。南部王旺庄、上河一带有储量丰

富的铁矿。据探测，后夏一带有铜矿体，宋桥

一带储有优质煤矿体，煤矿储量在3亿吨以

上。北部王营至建立一带有石油矿体和天然

气矿体。

朱台镇科技文化底蕴丰厚。早在南北朝

时期，曾任北魏高阳太守的贾思勰就在这里

写下了不朽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十卷九

十二篇，该书详尽介绍了当时农林牧渔及食

品加工业的生产技术，全面反映了1400多年

前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当高的农业科技和

生物化学技术水平，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

最珍贵的农业百科全书。

朱台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北魏时

高阳人封辨因不满拓跋氏的统治，聚众千余

|

b S



朱台镇志

人起义，反抗外族统治，自称齐王。大夫店人

陈大学1937年秋就读于临淄县立中学时与

同学组织“挺进社”，创办了“挺进报”，继之，

参加了李人凤组织的“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

愿军训团”，太河惨案中被国民党顽固派头

子王尚志杀害，刑前高呼革命口号，表现了共

产党人的凛然正气。1939年7月，临淄各界

代表会议在大夫店村召开，成立临淄县抗日

民主政府并选举王兴国(伏伯言)为县长。

中共清河特委机关报《群众报》在大夫店村

小学创刊。朱台人朱信之1946年6月参加

人民解放军，是部队特等机枪射手。1947年

5月，泰安摩天岭战役中，他用一挺机枪扼险

阻击敌人，为主力部队赢得了时间。1948年

5月河南邓县战役中他携机枪迂回敌后，打

乱敌人阵脚，赢得了战斗胜利，荣立一等功。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朱台镇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前，与敌斗争，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47年2月为表彰耿

家坡村32名青年踊跃应征，县委副书记高峰

代表县委、县政府赠送耿家坡村“万代光荣

匾”，并在全县表彰。抗日战争时期，当地著

名的“桐林战斗”、“槐务战斗”、“立子营战

斗”，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壮丽篇章。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中，朱台的革命烈士共有233

名。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新

中国成立后，朱台人民发扬“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下

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70年参加辛大铁路

工程建设的淮阳民兵营，奋力拼搏，率先完成

了工程任务，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省革命委

员会的表彰，成为全省人民学习的榜样。

朱台镇属北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有明

显的大陆性特征。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境

·2‘

内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日温差大，适宜自

然生物和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为山东省产粮

大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力大发

展，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1994年

被山东省农业厅命名为吨粮示范乡镇。自

1997年历经4期“农业综合开发”，大部面积

已成为黄淮海平原高产区和规模种植区、养

殖区。“农业综合开发”后的农田，旱能浇，

涝能排，路沟渠相连成网，提高了抗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原来的中低产田全部改造成了高

产田，由于不断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效益明显

提高。

位于朱台镇北部的西单村，自20世纪

80年代起，以科技为先导走生态农业之路，

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喷灌化、能源沼气

化、环境生态化”，创建了种、养、加工、贮藏、

运销、服务一体化的平原生态农业模式，农产

品商品率达到97％，农业生产实现了农业内

部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协调

增长，曾被淄博市委、市政府定为“西单模

式”在全市推广。1989年、1990年相继被山

东省政府和国家农业部确定为全省和全国生

态农业试点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部委负责

人李鹏、李德生、宋平、费孝通、王恩茂、何康、

袁木、雷洁琼、孙孚凌、姜春云、吴官正等先后

到西单村视察，并给予高度评价。1996年12

月下旬，该村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55个国家

和地区参加的国际生态工程会议。不少外国

友人、专家到朱台镇西单村参观考察。

朱台镇的工业历史悠久。远在秦汉以前

就有制陶、铸铁、纺织、苇编、条编等零星手工

业出现。封建社会，一家一户，小农经济，自

给自足，工业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后很长

一个时期，工业生产发展缓慢。1966年，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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