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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市中区概况

枣庄市位于鲁苏豫皖交界处，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国家重要

的煤炭基地和著名的建材之乡，也是举世闻名的“铁道游击队"

的故乡。市中区是枣庄市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全区总面积

375平方公里，辖5个乡镇、6个街道办事处，有99个行政村，

77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49万人，其中城市人口34万人。

市中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西靠京沪铁路、京福高速公路、

104国道，东临京沪高速公路和青岛、日照、连云港三个港口，

南濒京杭大运河台儿庄港和徐：ffI国际机场，206国道纵贯南北。

枣薛铁路和高等级公路横穿东西。电报、传真和程控电话与全

国、国际联网直拨，移动电话、互联网覆盖全区。供水、供电、

供气、供热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总装机容量为122．25万

千瓦的国家大一型火力发电企业山东十里泉发电厂坐落在境内。

龟山、甘泉寺、钓鱼台、蛤蟆泉、刘伶古台、榴园花木城等景点

绚丽旖旎，令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市中区委、区政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大力发

扬“自强不息、埋头苦干、求真务实、敢为人先”的市中精神，

不断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加快发展，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

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区已形成以建材、煤炭、纺织三大支柱产业

为主体，同时拥有食品、生物化工、机械电子、包装彩印等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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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目前，水泥、原煤年生产能力分别达到

1000万吨、220万吨，针织服装年产量突破1亿件，是全国文化

衫四大生产基地之一。总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的省级枣庄经济

开发区，已投资3亿多元，配套完善了基础设施，实现了“六通

一平”，成为外商投资兴业的宝地，现已签订人园项目合同152

个，合同金额50．2亿元，其中133个项目开工建设，65个项目

建成投产。城郊型特色农业稳步发展，“牧、菜、果、渔、花卉、

食用菌、良种一等产业已初具规模，并向园区化、基地化、工厂

化、标准化方向迈进，形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

农户的农业发展新格局。以旧城改造为重点的城市开发建设突飞

猛进，共投资7亿元，开发建设了香港街、君山商城、新华商

城、开元大街、吉品商业街等70多万平方米的商住区，不仅极

大地改善了城市面貌，而且有力拉动了城区经济发展。2003年，

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5．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亿元，分别比

2000年增长58．9％、57．5％。一个繁荣昌盛、文明富裕的新市

中正在鲁南大地迅速崛起。

商机无限蕴热土，惟待慧眼识珠来。为保证外来投资者获得

丰厚的收益，区委、区政府在税费征收、土地使用等方面制定了

非常优惠的政策，创造了宽松优良的投资环境，并提供优质高效

的服务。勤劳朴实、热情好客的市中人，热忱欢迎海内外朋友前

来观光考察，投资兴业，施展宏图，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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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伶

(221—300)

西晋初年，“竹林七贤一之一的刘伶辞官归里后，耐不住寂

寞，与随从一同驾鹿车东来，“尝东游兰陵山水间一(1ip鲁南地

区)，因饮酒过量，醉死在峄北群山间，并埋葬在今日的枣庄市

市中区西王庄乡冯刘耀村头。

提起。竹林七贤’’的典故，许多人都熟知其来由。所谓。竹

林七贤"，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所与神交者，惟陈

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南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

咸、琅牙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一

“竹林七贤一是魏晋之际代表一种特殊风格和思想的名士团

体。他们以庄子精神为寄托，恃才傲物，放浪于形骸之外，常寄

情于竹林幽泉之乡，以纵酒谈玄，高尚其志著称于世。

“竹林七贤"生活于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斗争激烈的时期，

当此之时，不少名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中一部分人士对

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对掩饰司马氏集团统治的名教也发生怀

疑，于是便酣饮为常，放荡不羁，追求“无思无虑一， 。行无辙

迹”的虚无主义人生观，企图以此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竹林

七贤一便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

_竹林七贤”以清高自标，愤世疾俗，不趋浊流，其言谈举

止，为后世留下许多美谈。这里所要介绍的，是“竹林七贤一之

一，生平嗜酒如命，淡泊名利，对封建礼法嗤之以鼻，放情肆

志，纵意所如的西晋名士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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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州市)人。据‘晋书·刘伶

传'记载，他“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

万物为心。”生性佣傥不群，沉默少语，不言则已。言语既出便

惊人。且援幽默。他不妄交游，所结交者皆天下名士。有一天与

阮籍、嵇康相遇，言谈之中，欣然神解，于是携手人林，结为竹

林之好。刘伶紊来不介意家产有无，他的最大志趣是驾驶鹿车一

乘．携酒一壶，令家人荷锸随其后，倚卧车内一边饮酒一边观赏

沿途景致，并且吩咐家人：“我在哪里醉死，便在哪里把我埋了．

不必运回家去安葬。”据(1it说新语·任诞’记载，有一次他大

病初愈，感觉口渴得厉害，便向妻子索酒解渴。妻子将瓮中酒倾

尽t并砸碎{酉瓮，满面流泪苦苦劝道}。你饮酒太过量了，长此

下去，伤身害体，非养生之道，无论如何耍把酒戒掉才行。”刘

伶说：“你说得有道理，我早就想戒酒了，无奈就是无法戒掉。

这样吧，你快去准备酒肉，给鬼神设祭摆供．今天我当着鬼神的

面发誓戒酒。”妻子窃喜，一一照办。刘件待酒脯备齐后，跪地

祝日：“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儿之言，

慎不可听。”祝毕，大碗饮酒，大块吃肉．隗然复醉。还有一次，

刘伶大醉之后

与一武夫发生

争执．其人仗

恃孔武有力，

攮袂奋拳．欲

以武力威胁刘

侍。刘伶泰然

自若．徐镣说

道：“鸡肋不足

以安尊拳。”其

人闻言，大凳 刘伶古台遗址

霎”☆“*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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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止，旁观者皆服其雅量。

刘伶虽然常以酒为伴，畅饮大醉，放荡不羁，但天资聪敏，

机应不差。其一生未专意于文翰，仅见<酒德颂>一篇传世，文

辞跌宕，才气纵横，既见其身处浊世而清高脱俗之风节，又为中

华民族酒文化洒下一缕浓重的光辉。其颂云：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

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

地，纵意所如。止则搡卮执觚，动则挈盒提壶，惟酒

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

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

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

踞．枕釉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静

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

肌，刺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戢浮

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赢之与螟蛉。

刘伶为官时曾任过建威参军，泰始初年朝廷考核官员，刘伶

在对策时盛言无为而治，对老庄思想推崇备至。结果，同僚皆或

任高官，唯独他的建议遭到冷落，以无用而被罢免。其后便无意

仕途，沉湎于酒，寄情于山水，竟以寿终。

刘伶喜好独自远游，据l：峄县志)记载，他曾到鲁南一带游

历，因酣醉而死．死后便葬在今峄城东北冯刘耀村边。<峄县志

·古迹考>载：“晋建威参军刘伶墓，县东北二十里。一元代于钦

所撰地方志‘齐乘)载：“伶墓所，今名刘曜，村旁半里许有刘

伶台，其下为刘伶河，水混白类酒，土人相传为伶酾酒处。一《峄

县志·杂记>载：“刘曜村，在城北十余里，即刘伶庄，以晋刘

参军墓在此，故名。今云刘曜村者，盖音谬也。捧又据‘峄县志

·山川>载l。又北十八里日寨山，南与大山接。其麓有土台，

方广丈余，高数尺，土人以为刘伶台。村人岁时以酒脯祭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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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莱子河，父老相传为参军酾酒处也。一当地还有传说，谓刘

伶曾在此酣饮杜康酒，以至于酩酊大醉，三年不醒，故有“杜康

造酒，醉死刘伶一一说。根据地名考察，在方圆数里之内，村

名、墓名、台名、河名、泉名均以刘伶之名名之，看来并非偶然

现象。

刘伶墓原先是—个土冢，基前立有石碑一通，上面镌刻有明

代兵部右侍郎贾三近撰写的《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其内容如

下：

按l：晋书>：刘公名伶，字伯伦，沛国人也。容

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尝

为建威参军，以寿终于峰，东北羽曜村有公墓在焉。

峄在晋为兰陵郡，距沛仅百里。城东北多佳山水，公

数往来游睫，乐而忘归，．此其王锸(意指安葬)处

也。冢东南山麓有与台对峙，下有河水一曲，混白类

．酒，皆以公名命之。谓其台曰伶台I谓其水曰伶河。

土人相传，皆公葡酒处也。古人湮灭。饮者留名，昔

人盖叹之矣!世以公徜徉泉石，流连杯酌，谓公酒人

也。然公岂酒人哉!王室陆沉，忠臣洒涕，广陵调

绝，义士兴嗟，公于时事重有慨焉，盖托于酒而逃焉

者也。公岂酒人哉!公于文翰未尝厝意，然即其对妇

禁酒语，读之令人当食喷饭。谐谑跌宕，即东方生且

奴祝之。至酒德一颂，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

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气排山河，襟麾宇宙，漆

因老吏且当北面。公固迭人，非酒人也。当其驱车东

游，穿林藉草，登高台临清流，左携阮步兵。右拉嵇

中散，挈盒提壶，探卮捧罂，吞吐烟霞，沉酣风月，

掀髯长啸，云谷应声，宁知乾坤为何物，尘世之几时

哉!兹固一代人豪也。而宛焉可想矣。乃今埋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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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糟醑谁荐?葫墙芜莽．断碍不存}一弃虎车，竞

成千古I野花啼鸟。世代屡曼。惟有山月囊风犹蔗敢

糟。予译酱蜡蚌先生与予卫甘君蛄社末林，耆羹续

套。帐南人之不作，悼故丘之久荒．乃托贞珉，共为

表墓。乃以东海为撙，以北斗为柏，以五岳为肴俎．

上摘酒星．下彳l酒采．酌以荐套．公之英风免气．诔

日肄十洲三岛阍。此时化鹞归来，俯瞻旧兜，越{f冁

拣发芰。谓千戢之后，何辛有此套心人也。⋯⋯

明代御史王瑛在途经峄县时，也曾凭吊过刘伶古台和刘传

基，题写一首七绝寄托自己的裒恿与感慨，其诗日：

一代高风野水进．伯伦遗幂尚依然。

千秋谁为浇坟土，悔不当初葬酒采．

由予剂传古台一带溪泉环曲．果木翳蔽，加之又有刘伶的传

说和古迹，明清时期。便成为峄县的八景之一，不少游人和文士

接蘑而来，吊先贤之遗踪，发恿古之幽情，叹世事之沧桑，觅风

流人生之真谛臭。

(牵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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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标

(1070一1128)

任标，夏朝车正奚仲之114代孙，北宋修武校尉、沧州兵马

监押任涤之子。世居承县郭里(今枣庄市市中区郭里集)，官至

敦武校尉、徐州兵马监押。金兵入侵，据城御敌，城破被俘，英

勇就义。 ．

据《宋史>及《郭里集任氏族谱》记载：任标乃北宋郭里任

宏之长孙。任宏七子。十二孙。七子中，任汲进士及第，任洙、

任渭、任济及任涤皆为敦武校尉。十二孙中，任杞最著。官至淮

南东路兵马元帅；任棣进士及第；任标为敦武校尉、徐州兵马监

押。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兵大举南侵，齐鲁、江淮狼

烟四起。靖康元年(1126年)初，金兵攻汴京(今开封)，应军

民要求，宋钦宗被迫起用主战派李纲等抗击金兵，岳飞时任江淮

宣抚使司右军统制，率部转战江淮地区，任标亦率部抗击金兵，

徐州古城“屡屡失而复得之。"

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即兀术)再次攻

徐州。任标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守城副总指挥，为制定御敌保

城大计而出谋划策。他亲率三万民军力战兀术， “昼夜不得稍

懈。”但由于所率民军未经训练，缺乏战斗经验，因此这支民军

队伍只经过三天的战阵，便不能支持，纷纷逃亡散去，担任总指

挥的知府大人亦不知下落。任标孤身一人，且年已老迈，挺立城

头，仰天长叹，旋即被如狼似虎的金兵抓住押到了帅府。金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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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任标身着将服，虽为败将仍凛然不屈，便带有猜测性地问道：

“将军便是任监押吗?"任标毫无惧色地回答：“我就是任标。"两

边侍卫令他给领军统帅跪下，任标昂然挺立，坚决不跪。金兀术

好言好语安抚任标，要求他与金国合作，任标不为所动；金兀术

又以高官厚禄相许，请他帮助金兵作战，亦被任标严辞拒绝。任

标义正辞严地说：“我本一校尉．幸而荫袭为官食君禄，受国恩，

大宋朝并无负我，我岂能见利忘义，做背叛国家的小人!今日被

俘，只求一死!，让我投降，休想!一受到斥责的金兀术恼羞成

怒，下令士卒先将任标的小腿打折，迫使其跪下，又极尽羞辱

后，挥刀将其斩为两段。任标身首异处，时年58岁。“当其时，

公虽身首异处，而犹目眦未合，其殉节报国之惨烈，足以感天地

而泣鬼神。公死后，先被掩埋于徐州城内黄河岸边，夜间，其宗

亲梦公乞归，遂被族人将其遗体起回，宗亲以金线全其躯体，葬

于古峄郭里，并为之营建碑亭。金人闻之，将碑碣劈为三截。十

年动乱中，郭里集任氏亭子林毁坏殆尽，标公碑石无存。1993年

夏复立碑于墓前，以纪念忠烈。一

任标之孙任居敬，官至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曾创建滕邑

“性善书院一，教化一方，饮誉乡里。

(李其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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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游

(1522—1609)

龙游．字雨溪，山东峄县税郭里(4-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

人。明嘉靖壬子科举人，官河北真定府(4-河北正定县)通判，

迁盐运使司盐运副使，因“劳能考最”而享有盛名。

税郭龙氏为峄县望族。据峄县“前邑令江东张若谷圩《峄县

龙氏族谱序)称：“峄之东北镇日税郭，龙氏聚族而居焉，由宋

迄今盖数百年于斯矣”。其龙氏“为伯高之后，且代有伟人，或

以德行著，或以文章照耀史册，班班可考也。糟

另据<峄县志'及《峄县龙氏族谱》记载：龙游字雨溪，明

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生，世居峄县税郭里。其父龙彪，为

生员。龙游兄弟兰人，其兄名潜，游行二，弟名江。龙彪为一方

豪绅，家有土地千顷，房屋百间，家财万贯，因之特聘请地方名

师在家中开馆，教育自己的三个儿子。龙游自幼聪颖，最爱读

书，且过目不忘，触类旁通，成绩每每在兄弟之上，因之颇得父

母的钟爱。

龙游15岁时，“读书力行，腾誉胶庠打，18岁时，始为廪生。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龙游30岁时，赴省城参加乡试，一举

得中举人，并被授予河北真定府通判，主管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
务。

真定府为河北重镇，南临顺德，北依定州，东有无极、深

泽，西有井陉、平山，是明王朝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粮运交通

枢纽。“是年，真定大饥，民多死徙。公日夜忧劳，累疏请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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