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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

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们

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县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

家权力机关，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负有重要职责。

我县人民代表大会，有其光荣的历史，在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和政权建设中建立了巨大功绩。我们

有责任把它记下来，载入史册，传之后世，这对于

辑存历史资料，教育今人和后人，借鉴既住，加强

当前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都具有重大的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寿光县人大志》在内容编写上，我们本着

志书本身的特点和。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

述了建国后各界人民代表会、人民代表大会的重
要历程和它的巨大历史作用。同时，对本县民主

制的发端及其性质的演变，也作了适当上溯，目

的在于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权建设，提供历史借。
鉴。

本志的编写工作，是在潍坊市人大常委会的‘

指导下和县志编篡番．员会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盼，一‘。·



于1 986年11月成立了县人大常委会编志领导小组

和编写组，首先拟出了编写计划和编写纲目。然

后，着手广泛征集资料，整理编写，经过多次修改，

至】987年12月完成初稿。复经审核修正，于1988年

5月最后定稿。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存史、资政，服务当

今，惠及后世为宗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存

真求实，力求反映历史的真面目。

本志书共分七篇、十七章、六十六节，约十

三万字，上起于1908年，下断于1987年，志书采

用记述体编写。材料来源，大部分查摘于历史档

案及有关史料，少部分采集于老干部和知情人士

的回忆、口碑等。对征集的资料，均进行了反复

鉴别核实，以确保资料的翔实可靠。

编写本志虽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我们的水

平所限，加之人手少，时间短，资料不全，志书

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提出意见，以便继

续修正．

寿光县，人大常委会编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八年六月



中共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题词

加强瓜2崔斟之诞／枷小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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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本诚题谶

谚罄虐更赢职修孙，乒力推迪氏芝传

岛黎平开放．敖厌沁会之^．氏^硒矗修渍．促也

勿碉久面建设胞伤

旅李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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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韶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合影

前排：楼华皋、任宗先、侯延禄、张本诚、

袁荣阁、桑福增、桑美林。

中排：刘金惠、李振东．张焕然、王焕新、

杨立兴、牟素贞。

后排：刘兴明、韩同文、殷镜堂、徐洪春，

王效东。



侯延禄、张本诚、桑福增。

楼华皋、任宗先、袁荣阁，桑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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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记

(1 908--,-1987)

1 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是年，寿光奉命成立自治筹备处。

】909年(清宣统元年)

5月，寿光成立选举事务所，为选举山东省

咨议局议员进行选民资格调查和筹备选举工作。

同年，寿光崔亦文、王志勋当选为省咨议局

议员。

同年，寿光县署设。昌言匦’(即意见

箱)，标榜民主和自治。
’

1 9 1 o年(清宣统二年)

是年，寿光成立自治研究所，王云湘任所

长，温书斋为教员，办理自治事宜。

同年，县署将全县原有六个区，划为十五个

自治区域。

同年，城区和镇区(侯镇)初设议事会，董

事会。

同年，进行人口清查，清查结果：全县共计+

83，489户，471，623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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