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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雄健的步伐迈入新千

．。年、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

际，<中共齐河地方史>(1921年一1949年)正式出版

发行了。这是我县党组织创建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

大事，也是我县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它寄托着

+曾在齐河工作、战斗过的革命老前辈的殷切期望，，也凝

聚着我县党史工作者多年的劳苦和心血。在此；向在

<中共齐河地方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中付出艰辛劳

动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向关心支持这一工作并踊跃提供

历史资料的老领导、，老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一

j：。’齐河是山东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县份之一，有着光荣

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建党之初，在济南读书的齐河籍

青年学生贾遁盾即参加了王尽美、，邓恩铭发起成立的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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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社、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参加了山东党组织的

创建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o 1924年，贾适盾回家

乡建立了里仁庄党支部，并任负责人。里仁庄党支部是

鲁西北最早的农村党支部，领导人民开展反封建主义、

反抗压迫剥削，在齐河点燃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

星星之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李尔重在齐河

乡师的革命活动，影响了一大批齐河籍青年学生，这些

青年学生成为以后齐河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抗日战争

爆发后，党组织首先在河西地区建立，1937年12月，

在赵官镇建立的河北特别支部标志着党组织在齐河县的

重新建立。抗日战争时期，。齐河先后建立了三个县级党

组织和抗Et政权。1939年5月：中共齐河县委在燕寨子、

村建立，’同年10月，，中共河西工委在桑海予村建立，

1942年3月，中共齐河(铁路北)县委在三赵村建立。

三个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肩负起抗御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责

任。在党组织建立的同时，还逐步建立了河西、齐河

(齐禹，铁路南)、齐河(齐济、齐临，铁路北)三县抗

日民主政府、区乡村级政权、’县区武装及各级群团组

织i党群一心j、军民团结，‘同日、伪、顽进行了艰难曲

折、英勇顽强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已广泛建

立，并同人民群众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广大根

据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万众一心，1同国民党军队

及其收编的伪顽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并迅速掀起了

参军参战之土地改革等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党组织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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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齐河人民翻身得解放，并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o
。

《中共齐河地方史》以翔实的资料和生动感人的史

实，系统总结回顾了民主革命时期齐河党组织的建立、

发展和壮大的历程，记述了齐河党政军民在革命战争年

代排除万难、英勇奋斗的历史功绩，再现了齐河共产党

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风貌。它

既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

教材，也是一部有价值的革命斗争史料。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县经济和各项社

会事业进入了全面提速、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县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认真学习<中共齐河

地方史》，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齐河经济社会

超常发展、跨越前进而努力奋斗! 。

二oo二年十月

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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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河县位于省城济南市的西北郊，黄河北岸'h总面

积1375平方公里。齐河城初名耿济，因公元29年东汉

光武帝令大将耿弁率师由平原郡进讨张步，、于此济师而

定名。唐设耿济镇，宋改称济河镇，继称齐河镇，金天

会八年(公元1130年)设县，定名至今已有近2000年

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齐河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

衍生息、辛勤劳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特别是

在近代，齐河人民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英勇

不屈的斗争，‘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齐河县具有

光荣的革命传统，在1924年就建立了直属山东地方党

的里仁庄党支部，是全省最早建立农村党组织的县

(市、区)之一，这是近代齐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必然产物。1 7． o．．=一。 一‘．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

中国清朝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此后几十年间，法、

FI、俄、德、美等帝国主义相继侵入；1900年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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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两次占领北京。这期间，腐败软

弱的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

等条约。、不仅割地、赔款，并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得到了

通商、传教、驻军和开矿、建厂的种种特权。随着帝国

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深入，

中国由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国家o 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3年3月太平军定都南京后，

太平军同捻军共同北伐，1861年3月和8月两度攻打

到齐河o’1863年，活动在东昌<今聊城市)的捻军头

领李成协同黑旗军首领宋景诗向齐河_带发动百里进

攻6 5月16日抵黄河北岸：宿董集≮松林赵等村，’作

战中打死地主武装乡团长郑兴校、田风岭等。次年’t齐

河县团总郭少堂，受捻军感召，率队与捻军合力反清，

遭团练督办毛鸿宾杀害。1867年5月，捻军首领任柱、

赖文光率义军自县境渡黄河进攻济南o 1868年4月20

日：。捻军首领张宗禹率军14万与清军战于县境赵牛河

一带：’不久被清军镇压失败。太平军在齐河境内所到之

处扶危救困，纪律严明，。受到了齐河人民的普遍欢迎和

拥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j：j‘．， 一， ■
。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前后，齐河县屡遭水

淹，人民苦不堪言：帝国主义宗教势力乘机深入农村，

美籍传教士韩维廉、．包复祺等人在徐家楼(今属潘店

镇)、大冀庄(今属晏城镇)、程子坡(今属禹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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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教堂。杜家寨、。丁家庄、辛家庄、‘苏官屯等村也设立

了小教堂，洋人用金钱收买等手段发展教徒。教民·旦

加入洋教jj便有恃无恐，与传教士一起横行乡里，欺侮

民众，农民不堪忍受，遂起抗争，一时民教纠纷迭起。

然而清庭官府畏教如虎，护教压民“但凭教士函片：即

签票传人”，再加差役从中勒索，还要摊派教民的费用，

广大贫苦农民受此欺凌j感到不反抗不能生存。1899

年初，义和团首领朱红灯由泗水县来到大李庄(现属胡

官屯镇)其舅家，设场授徒拜师起事，设了总坛成立起

义和团。在朱红灯号召下各分坛义和团遍布全县o
’

’齐河县境的义和团分为南部义和团和北部义和团。

朱红灯为南部义和团，。1899年2月，4朱红灯率众攻打

徐家楼、马官屯等庄教堂，同时清算了柴家洼关正清、

前庄孔重兰两家恶霸财主，并和后燕窑财主、村管事刘

重生展开斗争。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封建反动势力进行反

扑，辛店屯财主、潘西里团总王鸿洛纠集36庄民团向

义和团进攻，朱红灯被迫率众转移到茌平、博平一带活

动。10月11日，朱红灯率义和团在平原县杠子李庄与

清军作战时竖起“天下义和团，兴清灭洋”旗帜，取得

胜利o 18日，于森罗店大捷后，兵分两路，一路向茌

平进发：一路向齐河南部开进，在李家庄、郑家营、徐

家楼等地打击教会势力o 11月19日夜，朱红灯在博平

花园寺受伤，21日于茌平县五里庄被俘，“义和团数百

入埋伏在潘店截救朱红灯，清政府闻讯后绕道将朱红灯

、、Ij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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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至济南。12月24日，朱红灯被害，其头颅悬于平原

城门o 12月底，袁世凯接替毓贤任山东巡抚后，即明

令保护洋教j赔偿教民财产，并制定了<严禁拳匪暂行

八章程》，缉拿拳民。宣称无论军民人等，凡是练拳或

赞成拳厂者杀无赦，：并提倡告密，重金购置“眼线”o

袁世凯派兵驻扎潘店、赵官镇一带镇压团民。1 1900年1

月26日，义和团首领关东岭及其子-李会献和李同观
‘

相继惨遭杀害f“无数团民遭镇压o，
’

r+

_。。

．‘1900年6：7月间，八国联军侵入京津，。直隶义和

团英勇抵抗。清庭宣布“招抚”义和团并向列强宣战，

潘店一带逐即纷纷聚众j重整义和团队伍与教会势力和

封建反动势力展开斗争o 6月28日，义和团斩杀袁家

庄教民赵蓝田、赵希功o 29日，义和团百人在胡家楼、

朱家庄一带聚会，捆绑驱逐官府反动“勇役”多人o 7

月22日，义和团新首领朱启明率众在徐家洼抗拒袁世

凯的镇压军，赵官镇、野鹊窝(仁里集)、．梁官屯、程

官庄、刘官庄、翟家庄等团众奋起响应，共同抗拒官

军。山东巡抚袁世凯惊呼：“河西一带村庄拳风甚炽”o

7月底j义和团在胡楼一带聚会，长清县知事同袁世凯

军队的领官吴风岭前往镇压，朱启明即率部退入禹城县

境，后又退到茌平县攻打张庄教堂o，清军尾随追至，义

和团以土炮给官军以重大杀伤o 9月20日，’义和团新

首领朱启明回村探家时，被“眼线”告密，遭官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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