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址

瓣
龇j

囊

：滔

勰

聪

瓣

-

鳓

涡㈨

省嚣则

黼

蛔
瓣

滋糕戮
描瓣渤浠瑟

蘸
漂

糕鬃

瓣

纂

霹黼

缀

㈣彬～抛淄

湓惩¨。‘嚣“^“戮瓣潍黢鬻戆黪

黼mII——t孵

燮龋澎瓣

黼
霹

凝黼
滁爨鬃滋

钳溜嚷碰—漫

麓

鬟蒸
蒸



潍坊市
上 卷

士
J曲

潍坊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责任编辑：镡德山 王春明

版面设计：寇 炫 郑 刚

封面设计：李法明

北



潍坊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齐乃贵

顾 问：李惠民 王树芳刘景云刘峰岫

主 任：王大海

副主任：徐鉴王金卓高华忠魏增芳

马温色董法进宋科富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志仁于德路马友顺王法延刘天佑乔法尧

吕秀彩辛丕宏李．刚李海德张金瑞赵林溪

陈希栋崔乃元梁吉人魏元志

《潍坊市志》审稿

主审：王大海

副主审：王玉芬李光信徐鉴

《潍坊市志》编纂

主 编：宋科富

副主编：李育正修世榕高金铸
编 辑：刘宗泽舒昆曾 李长山

李春亭焦凌邓焕俊

特邀编辑：张启廉韩春圃曹云明

工作人员：王力莉吴士清崔英
摄 影：曹帆刘福聚张路田

李乃洪王建清唐国志

王平白刚袁伟

李玉栋

牛德弘

杨积玉

冀全文

侯宝忠

张建民

吉春利

刘炳旭

刘德高

孟庆云

冯瑶璋

赵光智
■●



潍坊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齐乃贵

顾 问：李惠民 王树芳刘景云刘峰岫

主 任：王大海

副主任：徐鉴王金卓高华忠魏增芳

马温色董法进宋科富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志仁于德路马友顺王法延刘天佑乔法尧

吕秀彩辛丕宏李．刚李海德张金瑞赵林溪

陈希栋崔乃元梁吉人魏元志

《潍坊市志》审稿

主审：王大海

副主审：王玉芬李光信徐鉴

《潍坊市志》编纂

主 编：宋科富

副主编：李育正修世榕高金铸
编 辑：刘宗泽舒昆曾 李长山

李春亭焦凌邓焕俊

特邀编辑：张启廉韩春圃曹云明

工作人员：王力莉吴士清崔英
摄 影：曹帆刘福聚张路田

李乃洪王建清唐国志

王平白刚袁伟

李玉栋

牛德弘

杨积玉

冀全文

侯宝忠

张建民

吉春利

刘炳旭

刘德高

孟庆云

冯瑶璋

赵光智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潍坊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齐乃贵

顾 问：李惠民 王树芳刘景云刘峰岫

主 任：王大海

副主任：徐鉴王金卓高华忠魏增芳

马温色董法进宋科富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志仁于德路马友顺王法延刘天佑乔法尧

吕秀彩辛丕宏李．刚李海德张金瑞赵林溪

陈希栋崔乃元梁吉人魏元志

《潍坊市志》审稿

主审：王大海

副主审：王玉芬李光信徐鉴

《潍坊市志》编纂

主 编：宋科富

副主编：李育正修世榕高金铸
编 辑：刘宗泽舒昆曾 李长山

李春亭焦凌邓焕俊

特邀编辑：张启廉韩春圃曹云明

工作人员：王力莉吴士清崔英
摄 影：曹帆刘福聚张路田

李乃洪王建清唐国志

王平白刚袁伟

李玉栋

牛德弘

杨积玉

冀全文

侯宝忠

张建民

吉春利

刘炳旭

刘德高

孟庆云

冯瑶璋

赵光智
■●



前五届潍坊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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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潍坊市志》是潍坊境域内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的面世，是

全市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意义深远，值得庆贺。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它起源于春秋，发展于汉

晋，成熟于两宋，鼎盛于明清，传世行远，源远流长。它使人们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具有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故有“韩愈过岭先读韶州图经，

朱熹下轿便阅南康军志’’的记载。

潍坊编修史志的发端颇早。远在晋代，伏琛就编写了《三齐记》，晏

谟编写了《齐地记》。元代于钦纂修的《齐乘》，清代李文藻编写的《诸城



稿、提供资料以及审核志稿的同志们、朋友们表

应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之约，写此短文，

中共潍坊市

垆



序 一
／、J 一

值此新编《潍坊市志》出版面世之际，谨陈数语，略述所怀，以为

序。

我来潍坊工作之初，这里壮丽的河山，淳朴的风情，就给我留下了

美好的印象。通过审阅志稿，对潍坊的过去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热爱

之情与日俱增。

潍坊历史悠久，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境域内多处发现北辛文化、大汶口

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众多的英才贤良、名家巨匠，在这里诞生成长或

建功立业。如撰写中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的贾思勰，以及

藏古鉴精的赵明诚、陈介祺等，他们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的文化成

果。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_一王尽美，革命先烈庄龙甲，革命前辈陈少敏、

马保三等，为了伟大的民族民主解放事业，更是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

了巨大贡献。他们光昭日月，为潍坊历史增添了光彩。

这里物阜粮丰，经济发达，明清时期就有“齐东粮仓’’之称，潍县城

(现市区驻地)即为鲁中重镇，手工业名城。“七载春风在潍县”的郑板桥

曾描绘当时的繁荣景象：“两行官树一条堤，东自登莱达济西。若论五都

兼百货，自然潍县甲青齐”。鸦片战争以后，潍坊同全国各地一样，外遭

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压榨剥削，山河破碎，百业凋

零。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拼搏，终于在1 948年春天，驱走了黑暗，迎来

了光明，天翻地覆，旧貌换新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拂大地；潍坊境内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到1989年，潍坊市已跻

身于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百亿元的25个城市之列，位居十七。“风筝

外交”的开展，更使她声名远播，加强了对外联系，潍坊纸鸢飞翔五洲四

海，银线连接环宇嘉宾，成为名闻遐迩的“世界风筝都”。

回顾过去，欣慰无限；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完全可以相信，英雄的

潍坊儿女，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坚持“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定能够发扬先辈们的光荣传统，开

拓前进，把潍坊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当将来续修《潍坊市志》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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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无愧于后人。

潍坊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大海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潍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决议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潍坊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了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

主任滕司宪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我市地方史志工作情况的汇报》。经过审议，原则同

意这个汇报。会议认为，编修地方史志，对于各级领导全面系统地认识市情和县区情，鉴往知

来，发挥我市经济文化优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振兴潍坊，都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近几年

来，我市地方史志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要在一九九。年以前完成一部市志、七十八都市直

分志和各县区志、各乡镇志的编纂工作，任务还十分艰巨。会议要求，市人民政府要充分重视这

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进一步加强领导。要不断加强编志机构和编志队伍的建设，保持编志

班子的稳定，提高其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社会各个方面都要大力支持史志工作，史志工作者

也要发扬成绩，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开拓前进，以富有成效的工作，不断开创我市史志工作的

新局面。



．凡 例

一j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以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1990年底潍坊市行政区划为准。

三、本志断限，原则上起自1840年，有的按记事需要适当上溯}下限除市级领导人更迭表

外，均断于1990年。

四、本志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志为主体。述以总摄全书，记以综记大

事，志以记述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传以收载人物，附录辑存文献，图、表随文穿插。

五、本志结构编排，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和行业归口、详略互见的科学分类

原则，结合社会分工、体现特点等因素确定，不受部门管辖范围局限。

六、根据市情特点，将烟草、蚕丝、工艺美术、风筝分别在农业志、工业志、文化志中单独立

编。

七、本志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

八、本志人物传略，坚持生不立传，以本籍人物、正面人物为主的原则，排列以卒年为序。

九、本志资料，主要采自馆藏档案及图书文献，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援引资料原文，

均在页末注明。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

十、本志中的纪年原则上采用公元纪年，括注历史纪年。

十一、本志中的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名称等，在行文中首次出现时，均用全称，

多次出现时则用简称。行文中的“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4月市区解放前(后)；“建国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十二、本志数字用法，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1986年12月31日颁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执行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

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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