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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㈦j0产党历城县第·次代表人会

的召Jr地一一{兕{lIJ怂‘个行符悠久历

史的村庄，酬舜为感谢山川之}{|1助耕

之恩曾1分咐jC r．比化此举行{{}}人的庆

典而得名。2()()1乍闪【_：划洲整由十寸改

为社I』：，距令L行近2fJ00{}i的历止。

祝fⅡJ典”，IW足名剐jC灾的人杰地，2．

著名的有叫穆；去隆厌年0IJ的止酃尚fC

赵flf=卿；清花隆嘉庆年M的巴氏m孙

i代■科甲一 E样饥、己圻羊¨t式

《lI|：；消比绪年In的乍僚吱、乍火昆父

产。近儿‘fi求特别怂l 9 97年以来}兕甸

侄仓吲劳动卡萸范赵-Ip坤的{}}领I?发生

丁醐灭覆地的变化，挎Il的“l柑落已

成为灰色的记忆．取而代之的亭台楼

『翻、绿t¨班断的仡吲式小I‘一一东方

fE州。以此为IfT心．办圳30()水I～fi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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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省委删IC iL兼Iii委B记篓夫fiJJ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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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求此‘j L乇㈨乐·⋯·2005年况句做-I，

央史叫力-、文化郝坪为“食】14文化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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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I×：月＆务T：作蚕拍会坪为“全旧礼I×：

月＆务先进}f：l五”。n I_i；：f．{JCtU Ili以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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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祝甸社区党委fs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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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义

和渚社会的伟大进程-h ·郜J’f实反映

祝甸历史羊¨当令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等符项社会蓼·Jk变啦发眨的破要资料

文J袱Ⅸ幸兕匈史志》同社公各界和J“人}}：

K培【屯见【f：ii r，j宣是祝甸人民政治，Iif^

小的·作大。捧，足{兕甸手l=区t溉举，5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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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i个代表”霞要思想，f；{=吱科’’产

发展观的·项重人成果，是祝匈社【』：发

肢史I：的·J哐新的哩科：碑。

祝甸彳i菥悠久的历史，文化灿烂，人

杰地又。巾11j’产复文化t{·影响重人的大

舜文化nj祝甸发源，¨}j=代承传。史10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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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句占令人才辈⋯，lpⅢmt期就有

数人科考t}-进l：举人，成为吲之栋梁。

明朝崇祯f‘：年，祝甸叶氏家人叶，R宗，

曾门E编纂《历城县。匕》(I+，。i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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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坚持树111 7i、止m路、力、If：。}J和／f：

。m吃j：：、不怕吃7i、不‘m得罪人、，fi怕

承丰jl责任的“i dj”、“I纠丌i忭l”精神，解

放思想，敢为人先，经过1：郫群众的不

懈搏争，使祝句发，E了翻夫覆地的变化。

{{：b：经济迅速发腥，集体刚定资，“快速

扩展，腑比啦洒水·fi／f：断提高，}t1^：综

合实力5l!_著增强．祝甸{f：l≯牢先跨入济

i{j r盯经济强屑行列。

J【1 7。t改造怂祝甸历生Ⅲ卷lfl 7i势辉宏

的·贝。为r彻底改变祝甸口E I：满街，

污水横流．道路狭窄，人ti难{j的落后嵋i

貌，2002年阴委会实施⋯腑改造I：程。

短矩卜几天，l 226个⋯宅院落·次性彻

底拆除．创F r拆迂史l：的夺前奇迹。

幸兕句卒f=I_：两委按奠锃高起点，商标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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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FANLl

～、《祝甸史志》是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编纂而成的一部反

映祝甸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的资料

性著述。

二，全书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

物、附录五部分。概述，概述社居历史

变迁，纵观古今，概括纶述；大事记，记

叙祝甸历史及建国后所发生的大事要

事；专志，是Ⅸ史志》的主体，记叙全居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过程；人

物，主要记述了对社会做出贡献的祝旬

历史人物与现代英模人物；附录，收录

了无法写入专志的有关资料。

三、公务人员包括：从军人员、从政

人员，处级以上于部，现任社区两委班子

成员。

从政人员包括区(县)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

四、本《史志》结构分篇、蘑、常、

目四个层次，采用述、记、传、志、陶，

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体为主，辅以

表、图和照片。

五、本史志上限起自公元l 948年，下

限止于公元2007年1月。个别章书适当

上延。

六、文体，溉述采取有叙有议，叙议

结合的文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其余

采用记叙文体，只也事实，不作评述，寓

观点于记述之中。

七、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均按

国务院1981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执

行。

八、人口分为社区辖区人口、自管人

门。姓氏系指祝句村历代出现的姓氏。

九、文中建国前、后的提法，系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区档案、县

志、地名志、友邻村志、组织史料和有

关报刊，以及有关人上提供的口碑资料，

所收录资料均经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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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GAISHU

祝旬村历史悠久，据历城地名资料

记载，舜王时期就有先民在此耕种、渔

猎、繁衍生息。每当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之时，舜便吩咐其子民在此举行盛

大庆典活动，感谢山川之神助耕之恩，

予以祭祀，祈福来年，共祝人寿年丰。

从出土的宋代陶瓷表明，早在一千多

年前，先民居息已是盛期。明清时期成

为颇有名气的村庄。

祝甸村，人才辈出。明崇祯十三年

叶承宗编纂成《历城县志》十六卷。清

乾隆、嘉庆年问有毛辉祖，毛圻、毛式

郇祖孙三代一人中举，二人中进士。另

有李氏、孙氏等名人高官。在村东北有

清代朱纲墓，“大司马”石牌坊等名盛

古迹。

1 9 3 2年祝甸村属历城县祝甸乡，

同年，山东省民众教育馆将祝甸乡开

辟为民众教育试验区。l 9 3 3年济南市

首届农村运动会在祝甸举行。

1 9 4 8年9月济南解放后，祝甸村归

历城县第二区祝辛乡管辖，1 9 5 8年属

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1 9 8 O年属济南

市郊区东郊人民公社，1 9 8 7年属济南

市历城区洪家楼镇。2 OO 1年祝甸村委

会改为祝甸社区居委会，属历城区东

风街道办事处。1 948年，祝甸全村560

户，l 7 3 O人，2 O 0 6年全居1 43 2户，

5 300人。

祝旬村地处冲要，位于济南市历城

区政府驻地，洪家楼以东2公里处。地

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道路与工

业南路、工业北路、花园路、东外环路

联网。五路公交车通往济南市内，成为

闻名遐尔、四通八达的繁华社区。

历史上，祝甸村以农业为主，主要

农作物有小麦、大豆、高梁、谷子等。

建国前由于土地私有制的束缚，农业

生产落后，粮食亩产仅百斤左右。建国

后，1 9 5O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

行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生

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1 9 5 2年至1 9 5 7年祝甸村走上了农

业合作化的道路，依靠集体的力量进

行了改良土壤，农田水利建设，优化作

物品种，改良农机具，增加农业投入，

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好形势。l 95 8

年，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和自然灾害

的影响，经济一度出现困难，农业产量

有所下降。1 96 2年，通过贯彻中央“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

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体

制和实施“土、肥、水、种、密、保、

管、工”农业八字宪法，生产很快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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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6 3年祝甸村成以剐业嗤{
J

队，l 9 80年成市祝甸村建筑盘 k▲．a队，l 989年巫私为历城区建 l
r—●。筑安装I：辅!公一iJ第三[程

处，1 991年升为历城区建筑

馨。i 。．￡i氧台然傲Ⅲ公几l I。‘}公一．

1 995年改为济南市防震建设 宏伟壮观的东方花园东门

J：程公id，属旧家集体：级

企-№。公td年产值由l 99 1年11j：『的500 文叫缝设。2005年11月祝句社区被

万元提高到2006年的9 800万庀。建 央文明办、文化部授f·“全国文化先

筑业成为祝甸村的龙头余-Jk。 }i：【』：”称0。

1 9 9 7年以来，祝甸村的政治，经 ri l 99 8乍以来祝句髓委会先后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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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2 l 8 5万元新修、整修了7条道路，形

成了以祝舜路、祝旬路、辛祝路、祝苑

路、东晨大街、农干院路、西周南路为

主干道的四纵三横的交通网络，大大

改善了祝甸社区的交通条件和生活环
J，盘
境o

2 0 0 2年祝旬社区实施旧居改造。

建成了高标准的东方花园居民小区，

社区居民告别了祖祖辈辈的土房子，

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彻底改变

了居民的居住环境，东方花园与现代

化城市融为一体，成为省城东部一张

“城市名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进入2 l世纪，祝旬社区两委会干

部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瞻远

瞩，与时俱进，团结带领祝甸人民，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在城市化建

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1

7 r l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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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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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640年(州崇侦f。i年)，川‘承宗 1 897年9月23¨ 胶济铁路开

编繁《历城±}．占》I’，：卷。 I：。(1 8 99年，祝句段动』=)。I 904年6

l 745 ffi(清乾隆卜年)，己群祖考 J J l几企线通1i。I 9 8 4午铺设双轨。

巾进l：。 2006年】0月改为电器化铁路。

1 7 5 6乍(清乾隆：卜·年)．毛圻乡 J 9 32年 棉花场(现山东钶农、lk

．畋小举。 科学院)征川祝甸耕地，fl：村北建场。
l 7 7 5年(i青乾隆【，【=|十年)侄祝匈村 J 9 32年 山东省民众教育馆将祝

两建仁脯。 甸乡J{：辟为民众教育．畎验暖：。

I 799年(清誊庆心年)，毛式郇考 1 9 3 3年 济南市任祝甸举行r农

中进I：。 村运动会。

l 805乍(清麝J大卜年)，孙良炳任 l 94 8年9』j 1 7 II 济南战役tll，

商唐ft知州。 ㈦陡党军用飞机轰炸祝甸村，村比韩

l 8 79年(清光绪，i年)，李葆实·jt 兆林之复及儿子被炸死。

举，l 88 3年f|I进I：。 I 94 8 fF 9月l 7口(农历八月J‘

胶济铁路从祝甸北穿越

五) 随着济南的解放，祝甸

村解放。

l 949年l 0月 祝句村

建立村公所，选举徐长发为村

长。

l 949年 建立民兵自Ji

队，李玉祥任队长。
1 9 50年 祝甸村隶属历

城县第二区祝辛乡管辖，朱逆

俊任乡长。

1 9 50年 祝甸村妇女联

合会成立，刘桂兰任卜仟。

l 950年 春至l 9 5 3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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