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朱 慧 金锋

封面设计：尚奎舜

济南市志

(第五册)

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深圳泰恩斯·嘉宾彩印公司印刷

★

787x 1092毫米l／16·39．75印张·8插页·894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精装106．00元特精装126．00元

ISBN 7—101—01789—4／Z·152

_一ji{；，1q】Jj，一；●鞫舅翟习习羞|■门酒訇q习11■洲刻列



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济南市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分8册出版：(一)市情综述·大事记·政区自然环境人口·泉水

风景名胜旅游；(二)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社会经济管理·财税审计金融；

(三)工业；(四)商业·农业；(五)政权政务·政党社会团体·政法军事；(六)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七)社会·人物·附录；(八)索引。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辅之；结构为卷、篇、章、节、

目体。

四、时间断限，一般上起1840年；下至1985年；部分内容有所上溯或下

延。

五、所记区域范围，一般为1985年济南市行政区域；部分内容为当时行政

区域。文中“全市”、“市区”政区概念亦然。“市属”指市直属部门和单位。

六、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视情括注历史纪年。部分贯通古今的内容，

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视情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来采用公元纪年。文中“建

国前(后)99、“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解放前(后)”，指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后)。

七、地名、称谓，采用当时的名称。历史地名视情括注今称。

八、行文用字，使用现行的规范简化字。运用数字，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无法确定换算值，或记载历史上的某

项规定、标准，一仍当时计量单位。货币，使用当时的名称；旧人民币除注明者

外均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九、引文中的差错，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予以补正。改正字注于[]中，脱

漏字注于()中，残缺字以口标示。

十、统计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统计部门未有的，采用事业主管

部门的数据。统计表中，空白无标注者，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标“⋯"

者，表示该项数据不足本指标最小单位数；标“一’’者，表示无该统计指标事项。

十一、所载照片，凡拍摄时间明确者，在其照片说明后括注拍摄年月。

十二、人物传记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只收录已故人物。编排以卒年为序；

卒年不详者，排于传主生活的时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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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组成人员

(按到职先后为序)

主 任 孔昭在(兼)”吕雨雪”许汝岭

副主任 寿逢午。王之本。吕雨雪+许汝岭”李明亮

高善常 朱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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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1994年12月前，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称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市志办公室)，于1984

年8月定为市属局级事业单位。本名单所列“主任”、“副主任”，为定为局级单位后的任职情况。

“*”表示离职。

②1980年10月至1984年8月，市志办公室(1 981年4月前称济南市志编辑室)为科级单位，寿逢

午、王之本、杨东升先后到职任副主任。

⑧本名单所列“工作人员”，为1980年10月以来情况。曾在市志办公室工作，时间不足两年的工作

人员，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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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权力机关

第一章议政机关

第一节 济南市临时参议会

济南市临时参议会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济南市代议机关，成立于1946年7月。

国民党中央政府1945年1月公布的《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市参议员选举条例》称：

市参议会为“全市人民代表机关”，市参议员应通过居民区域选举和职业团体选举产生。济

南市因未完成“地方自治”，故依照《修正山东省各县临时参议会组织规程》，暂设立l临时参

议会，行使市参议会职权。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不经选举产生，由市政府征询国民党济南

市党部及市地方团体意见后，提出差额候选人名单，报山东省政府裁定。同时，省政府在候

选人名单以外，按不超过参议员总额十分之二的数额，直接指定若干名参议员。临时参议

会参议员的任职资格为：男子或女子年满25岁，具有济南市籍贯，曾受中等学校教育(或

同等教育)，曾在省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二年以上“有声望者”；现任公务员(学校校长除

外)、现役军人和警察、在校学生不得担任参议员。参议员的任期为一年，必要时由市政府

呈请省政府批准，可延长任期一年。市临时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省政府在市临

时参议会参议员中指定。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裁定和指定，济南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共有

参议员24人，候补参议员12人。吕子人任议长，庄仲舒任副议长。在参议员中，现职的国

民党省、市党部工作人员6人；男议员23人，女议员1人；年龄最小者31岁，最大者66

岁，平均年龄47．5岁。

市临时参议会的职权为：听取市政府施政报告和市政府各部门工作报告；向市政府及

各工作部门提出质询；议决有关地方自治、年度地方概算、市有财产经营管理、地方税赋及

民众负担等事项；议决市长交议的其他事项；向市政府提出关于市政兴革的建议；接受市

民请愿等。

市临时参议会每半年开会一次，每次会期3"-5天。市政府认为必要时，可延长会期或

召开临时会议。临时参议会开会时，由议长主持；议长因故缺席，由副议长代理。参议员在

会场的席次，通过抽签决定。会议期间，参议员可就与市政有关的事项，由参议员3人连

署，通过议长向会议提出议案，但其内容不得“违反三民主义及国策”。临时参议会设置第

一、第二、第三审查委员会，分别审查参议员提出的关于民政自治保安、财政经济建设、教

育文化等事项议案。参议员提案及市政府交议案，由议长直接交付会议讨论或先交审查委

员会审查，连同审查报告提交会议讨论。市临时参议会讨论通过(赞成人数超过出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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