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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如同长江大河，远远流长。全国有史，悠悠五千

载，地方有志，篇篇自成章。而方志是历史长河的一条支流，自有其淙淙声响，涓涓流

态，千回百转，辉映出一方特色。

龙池乡位于昌邑县西北部，地处渤海滩头，距县城十五公里。千百年来，我们的祖

先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艰苦劳作，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

明。但是，在苦难的旧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只能当牛做

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遇灾害，不得不离乡背井，逃荒要饭。1 9 8 7年在鲁东

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龙池地区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从此，龙池人民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自

身的解放，团结在党的周围，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进行了英勇顽强地斗争，建立了这

块革命根据地。

1 9 4 1年1月，昌邑县民主政府在瓦城诞生，各区政权也相继建立。取得了抗日

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用

自己的双手，逐步改变了贫苦落后的面貌，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得到了全面的发

展。自1 9 6 6年以来，我乡同全国一样，经受了“四人帮矽制造的“十年浩劫黟，在

同极左路线的不断斗争中，曲折前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拨乱反正，正

本清源，我们才重新走上致富道路。各条战线又得到蓬勃发展。垒乡很快出现了粮钱俱

增，五业兴旺，人寿年丰的崭新景象。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之一。一部地方志，它是反映一个地区全面情况的综

合著述。因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担负起这一历史重托。

按照昌邑县委、县政府的部署，于l 9 8 8年春，着手《龙池乡志》的编纂工作，全

体编纂人员，在县编委的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遍查有关新旧资料，召开各种

座谈会，走出去，请进来，访问知情的各界人士，发函邀请曾在本地区战斗和工作过的

老同志，写回忆录，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历时九月有余，于1 9 8 4年元月完成了初

稿，经有关领导审阅，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又多次进行了修改，终于定稿。

这部志书，真实地记述了从1 8 4 0年至1 9 8 2年龙池地区的斗争史实，既有胜

利的喜悦，也有挫折的痛苦，既有地区共性，也有一方特色。它记载了建置沿革与经济

变化，以及天文地理，文教卫生、名人轶事、风土人情等等，尤其是记载了革命先烈们

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创业精神，它可以作为对后辈进行共产主

义、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它对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回顾，对今天的工作是个指导，

对将来的建设是个借鉴，无疑有益于今人，造福于后代。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尽管尽了最大努力，几经反复修改，但由于水平所限，资料不

／、厂



全，又无史志可凭，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所难免。对此，我们深感内疚。同时，我们对乡

内外所有对编纂乡志做出无私帮助和支持的各方面人士，革命前辈，以及积极配合和协

助我们的有关部门，致以深切的谢意l

中共龙池乡委员会

龙池乡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五月



●

目 录

第一编大事记⋯⋯⋯⋯⋯⋯⋯⋯⋯⋯⋯⋯⋯⋯·⋯⋯⋯⋯⋯⋯⋯”II I⋯(1)

第二编概述⋯⋯⋯⋯⋯⋯⋯⋯⋯⋯⋯⋯⋯⋯⋯．．．⋯⋯⋯⋯⋯⋯oi I⋯(11)

第一章位置沿革⋯⋯⋯⋯⋯⋯⋯⋯⋯⋯⋯⋯⋯⋯⋯⋯⋯⋯⋯⋯⋯⋯⋯II I I⋯(11)

+第一节。地理位置⋯⋯⋯⋯-”⋯⋯⋯⋯⋯⋯⋯⋯⋯⋯⋯⋯⋯⋯⋯⋯⋯⋯⋯⋯(11)
、‘ 第二节。建置沿革⋯⋯⋯⋯一⋯⋯⋯⋯⋯⋯⋯⋯⋯⋯⋯⋯⋯⋯⋯．．．⋯⋯⋯⋯(11)

第三节l村庄⋯．．．⋯．．．⋯⋯⋯⋯⋯⋯⋯⋯⋯⋯⋯⋯．．．⋯⋯．．．⋯．．．⋯⋯⋯⋯(16)

第二章土地河流⋯⋯⋯⋯⋯⋯⋯⋯⋯⋯⋯．．．⋯⋯⋯⋯⋯⋯⋯⋯⋯⋯⋯⋯⋯⋯(19)

，7第一节。土地⋯⋯⋯⋯⋯⋯⋯⋯⋯⋯⋯⋯⋯⋯⋯⋯⋯⋯⋯⋯⋯⋯⋯⋯109 OOI(19)

一第二节。河流⋯⋯⋯⋯⋯⋯⋯OIIIIQ 000 000 010⋯⋯⋯⋯．．．⋯⋯⋯⋯⋯⋯⋯⋯⋯(20)

第三章人口⋯⋯⋯⋯⋯⋯⋯⋯一⋯⋯⋯⋯⋯⋯⋯⋯⋯⋯⋯⋯⋯⋯⋯⋯⋯⋯⋯(21)

第一节。民族，户籍⋯⋯⋯⋯⋯⋯⋯⋯⋯⋯⋯⋯⋯⋯⋯⋯⋯⋯⋯⋯⋯⋯⋯⋯(21)

第二节。计划生育⋯⋯⋯⋯⋯⋯⋯⋯⋯⋯⋯⋯⋯⋯⋯⋯⋯⋯⋯⋯⋯⋯⋯⋯⋯(23)

第四章气候物候⋯⋯⋯⋯JOOI·O 010⋯⋯⋯⋯⋯⋯⋯⋯⋯⋯⋯⋯⋯⋯⋯⋯⋯⋯⋯(26)

、第。节l气候⋯⋯⋯⋯⋯⋯⋯⋯⋯⋯⋯⋯⋯⋯⋯⋯⋯⋯⋯⋯⋯100 Q10⋯⋯⋯(26)

、第二节：物候⋯⋯⋯⋯⋯⋯⋯⋯⋯⋯⋯．．．⋯⋯⋯⋯⋯⋯⋯⋯⋯⋯⋯⋯⋯⋯(28)

第五章自然资源⋯⋯⋯⋯⋯⋯⋯⋯⋯⋯⋯⋯⋯⋯．．．⋯⋯⋯⋯⋯⋯⋯⋯⋯．．．⋯⋯(28)

第一节。陆生植物⋯⋯⋯⋯⋯⋯⋯⋯⋯⋯⋯⋯⋯⋯⋯⋯⋯⋯⋯⋯⋯⋯⋯⋯⋯(28)

第二节。陆生动物⋯⋯⋯⋯⋯⋯⋯⋯·⋯⋯⋯⋯⋯⋯⋯⋯⋯⋯⋯⋯⋯⋯⋯⋯”(29)

第三节：水产⋯⋯⋯⋯⋯⋯⋯⋯⋯000 001⋯⋯⋯⋯⋯⋯⋯⋯⋯．．．⋯⋯QOQ··1⋯(29)

第四节l矿藏⋯⋯⋯⋯⋯⋯⋯⋯⋯⋯⋯1II 000⋯⋯⋯⋯⋯i!I⋯⋯⋯⋯⋯⋯·(30)

第五节l特产⋯⋯⋯⋯⋯⋯⋯⋯⋯⋯⋯⋯⋯⋯010 000⋯⋯⋯⋯⋯⋯⋯⋯⋯⋯(30)

第六章 自然灾害⋯⋯⋯⋯．．．⋯⋯⋯⋯⋯⋯⋯⋯⋯⋯⋯⋯⋯⋯⋯⋯⋯111 000⋯⋯⋯(30)

第一节旱灾⋯⋯⋯⋯⋯⋯⋯⋯⋯⋯⋯⋯⋯⋯101001⋯⋯⋯⋯⋯⋯⋯⋯⋯⋯(30)

第二节水灾⋯⋯⋯⋯⋯⋯⋯⋯⋯⋯⋯⋯⋯⋯⋯⋯⋯⋯⋯⋯⋯⋯⋯⋯⋯⋯(31)

第三节虫‘灾⋯⋯⋯⋯⋯⋯⋯⋯⋯⋯⋯⋯⋯⋯⋯⋯⋯⋯⋯⋯⋯⋯⋯⋯⋯⋯(32)

第四节地震⋯⋯⋯⋯⋯⋯⋯⋯⋯⋯⋯⋯⋯⋯⋯⋯⋯⋯⋯⋯⋯⋯⋯⋯⋯⋯(32)

第七章“人民生活⋯⋯⋯⋯m⋯⋯⋯⋯⋯⋯⋯⋯⋯⋯⋯⋯⋯⋯⋯⋯，h．⋯⋯⋯⋯”(33)

第一节。解放前人民生活⋯⋯⋯⋯⋯⋯⋯⋯⋯⋯⋯⋯⋯⋯⋯⋯⋯⋯⋯⋯⋯⋯(33)

第二节t解放后人民生活⋯⋯⋯IlO 900 000 010⋯⋯⋯·I⋯⋯⋯⋯⋯⋯⋯⋯⋯⋯⋯·(33)

第三编经济⋯⋯⋯⋯⋯⋯⋯⋯⋯⋯⋯⋯I⋯⋯⋯⋯⋯⋯⋯⋯⋯⋯⋯⋯”(37)
第八章农业⋯⋯⋯⋯⋯⋯⋯⋯⋯⋯⋯⋯⋯⋯⋯⋯⋯⋯⋯．．．⋯⋯⋯⋯⋯⋯⋯⋯(37)

‘第一节t解放前的农业⋯⋯⋯⋯⋯⋯⋯⋯⋯⋯⋯⋯·⋯⋯⋯⋯⋯⋯⋯⋯⋯⋯”(3 7r)

J



第二节。解放后农业生产的发展⋯．．．⋯⋯⋯⋯⋯⋯⋯⋯m．．．一．⋯⋯⋯⋯⋯。

第三节：粮食作物⋯⋯⋯⋯⋯⋯⋯⋯⋯．．．⋯⋯⋯⋯．．．⋯⋯⋯⋯⋯．．．⋯⋯⋯⋯

(3 7r)

(42)

●



●

，

●

第十八章”交通邮电⋯⋯⋯⋯⋯⋯⋯⋯⋯⋯⋯⋯⋯⋯⋯⋯⋯⋯⋯⋯⋯⋯⋯⋯．．．(81)

第一节。解放前交通运输状况⋯⋯⋯⋯⋯⋯⋯⋯⋯⋯⋯090 010$00 00t⋯⋯⋯⋯⋯(81)

第二节t解放后交通运输发展状况⋯⋯⋯⋯⋯⋯⋯⋯⋯．．．⋯．．．．．．⋯⋯⋯⋯⋯(S1)

第三节。解放前邮电事业状况⋯⋯⋯⋯⋯⋯⋯⋯⋯⋯⋯⋯⋯⋯⋯⋯⋯⋯⋯．．．(81)

第四节t解放后邮电事业发展状况⋯⋯⋯⋯⋯⋯⋯⋯⋯⋯⋯⋯⋯⋯⋯⋯⋯⋯(81)

·’ 第四编政治⋯⋯⋯⋯⋯⋯⋯⋯⋯⋯⋯一⋯⋯⋯⋯⋯⋯⋯．．．⋯⋯⋯⋯⋯(83)

第十九章，党的建设⋯⋯⋯⋯⋯⋯⋯⋯⋯⋯⋯⋯⋯⋯⋯⋯⋯⋯⋯⋯⋯⋯⋯⋯⋯⋯(83)

第一节。解放前党组织建设⋯⋯⋯．．．⋯⋯⋯⋯⋯⋯⋯⋯00I ge····0@I⋯⋯⋯⋯⋯(83)

第二节t民主建政至公社化前党组织的发展⋯⋯⋯⋯⋯0 0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84)

第三节t历届党代会概况及党委成员名单⋯⋯⋯⋯⋯⋯⋯⋯⋯⋯⋯⋯⋯．．．⋯(85)

第二十章行政设置⋯⋯⋯⋯⋯⋯⋯⋯⋯⋯⋯⋯⋯⋯⋯⋯⋯⋯⋯⋯⋯⋯⋯⋯⋯⋯(97)

‘．4第一节-抗日战争时期⋯⋯⋯⋯．．．⋯⋯．．．⋯⋯⋯⋯⋯⋯⋯⋯⋯⋯⋯j⋯⋯⋯”(9 7，)

r‘

第二节。解放战争时期⋯⋯⋯⋯⋯⋯⋯⋯⋯⋯⋯⋯⋯⋯⋯⋯⋯⋯⋯⋯⋯⋯⋯(98)

i 第三节t建国后人民政权建设⋯⋯⋯⋯⋯⋯⋯⋯⋯⋯⋯⋯⋯⋯⋯⋯⋯⋯⋯⋯(98)

i 第四节l历届人民代表大会⋯⋯⋯⋯⋯⋯⋯⋯⋯⋯⋯⋯⋯⋯⋯⋯⋯⋯⋯⋯⋯(98)

第二十一章社会团体⋯⋯⋯⋯⋯⋯．．．⋯⋯⋯·⋯⋯⋯⋯⋯⋯⋯⋯⋯⋯⋯⋯⋯⋯”(i07)

第一节。农救会·”·一“·⋯⋯···⋯···”·”·⋯一”“”·⋯”·”·”“⋯·“··”·⋯⋯一··”(107)

一 第二节t青救会与共青团⋯⋯⋯⋯⋯⋯⋯⋯⋯⋯⋯⋯@00 000·00·O·⋯．．．⋯⋯⋯⋯(108)

， 第三节：妇救会⋯⋯⋯⋯⋯O,0,@@000⋯⋯⋯⋯⋯⋯⋯⋯⋯O,0 000 000⋯⋯⋯⋯⋯⋯(i08)

第四节l职工会⋯⋯⋯⋯⋯⋯⋯⋯⋯⋯⋯⋯⋯000 000 000 000·@0$00 00,⋯⋯⋯⋯⋯⋯(109)

． 第五节：儿童团与少先队⋯⋯⋯⋯⋯⋯⋯⋯⋯⋯⋯⋯⋯⋯⋯⋯⋯⋯⋯⋯⋯⋯(110)

第六节：其它⋯⋯⋯⋯⋯⋯⋯⋯⋯⋯⋯⋯⋯⋯⋯⋯⋯⋯⋯⋯⋯⋯⋯⋯⋯⋯(110)

第二十二章政法⋯⋯⋯⋯⋯⋯⋯⋯⋯⋯⋯⋯⋯⋯⋯⋯⋯⋯⋯⋯⋯⋯⋯⋯⋯⋯(IIi)

一第一节：机构设置⋯⋯⋯⋯⋯⋯⋯⋯⋯⋯⋯⋯⋯⋯⋯⋯⋯⋯⋯⋯⋯⋯⋯⋯⋯(111)

第二节I治安⋯⋯⋯⋯⋯⋯⋯⋯⋯⋯⋯⋯⋯⋯⋯⋯⋯⋯⋯⋯⋯⋯⋯⋯⋯⋯(111)

第三节l平反冤假错案⋯⋯⋯⋯⋯⋯⋯⋯⋯⋯⋯⋯⋯⋯⋯⋯⋯⋯⋯⋯⋯⋯⋯(112)

第二十三章民政⋯⋯．．．⋯⋯⋯⋯⋯⋯⋯⋯O·@'OOO⋯⋯⋯⋯000 000⋯⋯⋯⋯⋯⋯⋯(112)

第一节：普选⋯⋯⋯⋯⋯⋯⋯⋯⋯⋯⋯⋯⋯⋯⋯⋯⋯⋯⋯⋯⋯⋯⋯⋯⋯⋯(112)

第二节；婚姻登记⋯．．．m⋯⋯⋯⋯⋯⋯⋯⋯⋯⋯⋯⋯⋯⋯⋯⋯⋯⋯⋯⋯⋯⋯(Ii2)

第三节l信访⋯⋯⋯⋯⋯⋯⋯⋯⋯⋯⋯⋯⋯．．．·00·00⋯⋯⋯⋯⋯⋯⋯⋯⋯⋯(113)

第四节。民事调解⋯⋯⋯⋯⋯⋯⋯⋯⋯一⋯⋯．．．⋯⋯⋯⋯．．．⋯⋯⋯⋯⋯⋯⋯(114)

．第五节：户籍管理⋯⋯⋯⋯⋯⋯⋯⋯⋯⋯⋯⋯⋯⋯⋯⋯⋯⋯⋯⋯⋯⋯⋯⋯．．．(114)

第六节。社会救济⋯⋯⋯⋯⋯⋯⋯⋯⋯⋯⋯⋯⋯⋯⋯⋯⋯⋯⋯⋯⋯⋯⋯⋯⋯(114)

第七节；拥军优属⋯⋯⋯⋯⋯⋯⋯⋯⋯．．．⋯⋯”⋯⋯⋯⋯⋯⋯⋯⋯⋯⋯⋯·”(115)

．第八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115)

第二十四章社会变革和重大运动⋯⋯⋯⋯⋯．．．⋯⋯⋯⋯⋯⋯⋯⋯⋯⋯⋯⋯⋯⋯(116)

·第一节：减租减息m⋯．．．⋯⋯⋯⋯⋯⋯⋯⋯⋯⋯⋯⋯⋯⋯⋯⋯⋯⋯⋯⋯⋯⋯(116)

第二节l土地改革⋯⋯⋯．．．⋯⋯⋯000 0@0⋯⋯⋯⋯矗⋯⋯⋯⋯⋯⋯⋯⋯．．．⋯⋯(116)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