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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潍城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农委编写了《，’潍城区农业

志》。以大农业昀范畴，全面汇集了本区农、林、牧、副、渔各业

生产和水利建设龋历史与现状。断限时间为上自1 8 4 0年起，下

写至1 9 8 6年。金书分1 7章，5 9节及附录部分。

依据新地方志“略古详今"“的编纂原则，重点记载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农业的改革与发展。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发

展农业生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沟社会主义国家，发挥了自己淘聪

蜞才智，创造了事硕的物质财富。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有许多生动

的史实需要记载，有大量昀生产经验需要总结，有珍贵韵资料需要

辑存。把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业绩载入史册，代代相

传，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昀光荣任务。

鉴往知来。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状的研究，使之成为宝

贵昀精神财富，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它将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遵照这一宗旨，我们对历史资料做了广征博采。以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昀马克思思想路线；用翔实

的资料，汇集了发展生产的经验和教训。它反映了事物变化国客观

规律；揭示了生产中的兴衰得失；它将有助于我们根据本地韵特

点，发挥自己昀优势，搞好资源的开发利用，充分发展生产力；为

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行战略研究和具体指导，提供参考和依据。

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后，全国城乡政治上安定圃
1



结，经济上繁荣兴旺。盛世推动了地方患沟发展；本书又浓墨重采

记述了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淘崭新面貌。这一由S-贵昀精

神财富，会鼓舞着人们为振兴潍城农业，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增

强农业生产后劲，做出较大贡献。

本区农业区域变动多次，部分档案材料散失不全。书的内容、

体倒、文字诸方面或有谬误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农委主任酆田恭1 9 8 9年9月



概 述

(一)

滩城区位于山东半岛西部。 地处北纬3 6。3 5 7 9矿——

3 6。4 9
7

2 4一，东经疆1 8。5 6
7

0”一一ll 9。1 0
7
4 8”。

西及西南面与昌乐县接壤，西北与寿光县为邻，北东两面与寒亭区

相接，东南与坊子区毗连。区境南北长2 6．3 4公里， 东西宽

2 2．0 3公里，总面积3 6 8．2 6平方公里。

本区地处泰沂山尾闾北侧洪积冲积扇缘，地势南高北低。地貌

分丘陵、平原两个类型。西南部属丘陵地带，海拔高度均在6 0米

以上，面积7 7．2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昀2 l％。符山、黑山、

五党、明宗等山散处其上；以五党山为最高，海拔1 9 2米；其余

诸山亦在i 0 0米以上。平原面积2 9 1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

7 9％，分布于海拔1 3．5米至6 0米沟广大地区，由洪积冲积

物淤积而成，并有5 0多个黄土缓岗(土埠)分布其上。

区内主要河流有白浪河、大于河、虞河，均自区外入境，南北

流向，穿过区境流入寒亭区。自1 9 8 1年以来，因降雨稀少，地

下水位下降，三河支流全部干涸，主河床断流。除虞河尚有煤矿废

水昀排入，其余均已变成无水旱河。

(二)

潍城区是潍坊市的中心区，即解放前淘潍县城。潍县名称始于

明朝，明洪武十年，(1 3 7 7年)改潍』’1、1称潍县。清沿明治，继
象



称潍县，隶属莱州府。 (府置掖县)民国建立，改属胶东道。1 92 8

年废道，潍县属山东省。 1 9 3 3年，全县划为1 0个区，辖11 4

乡镇， 1 0 3 3个自然村。当时县境即今潍城、坊子、寒亭三区。

l 9 4 8年4月潍城解放，设潍坊特别市，属华东局领导。1 94 9

年6月，改称潍坊市，隶属昌潍专区。 1 9 8 3年1 1月，改潍坊

市为潍城区。区辖8处人民公社。 1 9 8 4年6月，将8处公社改

建为1 0处乡镇，即大虞乡、梨园乡、二十里堡镇、军埠口乡、望

留镇、符山镇、大柳树镇、杏埠乡、于河乡、河西乡。金区自然村

3 2 5个。 (行政村3 0 7个)1 9 8 6年l 2月统计，共有农户

5 8 0 7 2户，农业人口2 4 0 8 0 9人，占全区总人口@4 9 O／o。+

农村劳力l 1 4 3 8 1人，耕地3 0 2 7 8 6亩，其中粮田2 082 1 0

亩，菜田1 6 7 0 9亩。
。

附表一、潍城区建国后农村区划变动情况一览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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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潍城区农村区划变动情况表

公 ，卜

时 市 社 自 总 萋行 生
区 或 缺 回 ：L政 产

说 明名 乡 村 积 衮爨 队
间 称 镇 数 (公里)2 —u宴_)L 数

数

潍坊市 15 78
91

1949年10月

(乡) (村)至1950年6月

15 78
91 潍坊市与昌潍专署合并

1950年6月

(乡) (村)至1951年1月
毫

1951年1月 15 7．8
91 重建潍坊市至1955年3月 潍坊市

(村)(乡)

123 自潍县划入6个乡共3 41955年3月 21 112

个自然村至1955年12月
押

(乡) (村)
一

●1956年1月 14 112
123 将原有2 I乡并为1。4乡至1957年12月

17

(乡) (村)

l

1957年1月 ．14 116
自安丘县划入4个自然村至1957年12月

}' 131
(乡) (村)

将原有1 4乡调整合并为’1957年12月

6j令乡至1958年9月
”

6 11 6
131

(乡) (村)

1958年9月
、

3 116 郊区6乡组成人民公社3
至1958年11月

，， 131
(公社： (村) 处 一

。

， ’

21 954

一

】444
8101958年】1月 2959

潍区并入潍坊市 j
(村) (大队)至1961年12月

}，

(生产队)

1962年1月 10 120 562
歪】965年7月

71 184
(大队) (生产队) 潍县与潍坊市分设(公社)

缩小郊区将9 6个自然村4 70 66 3105年7月
划给潍县(公社) (村) 79

(大队) (生产队)4月
●

1980年4月 0 1 74 152 588 自潍县划入红星公社一处
至1983年10月

’} 1 72(公社) (村) ：大队) (生产队) 和5 3个大队 一

1983年10月 8潍城325 295 1 180
建竣潍城区、自潍县划入

至1984年6月 (公钍) (树)
368 4处公社，原属潍坊市的：大队) i生产队) 宁家沟公社划给坊子区。

198处公社改划为1 0处乡10 325
307

镇。2 9 5个大队改划为”

(乡镇) (村) 368 (行政
3 0 7个行政村。村)



(兰)

本区地处平原，土地肥沃，农业生产自然条件较好。农民用自

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终日精耕细作，渴望丰收。但在黑暗的旧

社会，封建土地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占

有．农民多数租种地主的土地，受尽剥削；生活贫困，工具落后，

年复一年，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加之，苛捐杂税盘剥，兵燹战乱破

坏，生产更是每况愈下。至解放前夕，粮食亩产仅2 0 0斤左右，

而且绝大部分又尽被封建官府、地主阶级掠夺。国民党反动派制造

内战，修筑堡垒，抓丁拉侠，敲诈勒索。林木几被砍光，耕地遭受

破坏·畜牧业日趋萧条，存栏牲畜比1 9 3 7年前减少三分之二。

农业经济，奄奄一息。广大农民，食不果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I 9 4 8年4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昌潍大地，

潍城区人民始得新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实行了减租减息

和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

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欢欣鼓舞、热烈响应党的号

召，组织互助合作·同心协力，发展农业生产。

自六十年代开始，大力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在人民政府全面

规划的指导下，改土治山，兴修水利，使2 4．1万亩旱田变成了

水浇地，占耕地的8 0％；近4万亩岭、沟、洼地改造成为可耕粮

田．同时，农具改革， 日新月异，传统笨重的1日式农具，已进行了

突破性的改革。特别在党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经济体制进

行了新韵改革。全区普遍推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

生产，生机勃勃；副业发展，欣欣向荣；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

高；科技推广、良种繁育、作物病、虫害防治，均取得了显著成
8



果。

1 9 8 6年1 2月统计，全区已拥有农用拖拉机2 5 5 6台，

汽车4 3 4辆，农业机械总动力1 3 6 1 0 2千瓦。 耕、播、脱

粒粮食加工、运输，基本实现了机械作业。粮食亩产已达1 0 3 5

斤，比建国初期的2 2 0斤，增长了4．7倍。花生、棉花经济作

物，单产分别增长两倍以上，黄菸增长一倍。蔬菜生产稳步发展，

增加了保护地栽培，遂步实现了淡、旺季节的均衡供应。畜牧业产

值已达1 6 0 6万元，按人均占有计算比1 9 5 6年增长4 1倍。

林木栽植、果品生产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 9 8 6年，全区农村工副业创收入2 5 0 5 0万元，按

人均占有计算，比1 9 5 6年增长1 3 7倍。近郊工副业收入，已

成为集体经济昀支柱。全年农副业总收入计3 4 0 8 9万元，人均

收入已达5 7 9元，比建国初期增长1 0倍以上。农民生活正由温

饱型向小康型进展。

大 事 记

1 8 4 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

2月(农历正月Z-十六日)大风雪，平地深数尺，行路者多冻

死。

1 8 4 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

1 1月， (农历十月十七日)农民因纳粮，不堪县吏盘剥，群

集县衙辩理。县令苏文螳竞诬农民闹事，开枪杀农民一人。

1 8 6 2年(清同治元年)
譬



果。

1 9 8 6年1 2月统计，全区已拥有农用拖拉机2 5 5 6台，

汽车4 3 4辆，农业机械总动力1 3 6 1 0 2千瓦。 耕、播、脱

粒粮食加工、运输，基本实现了机械作业。粮食亩产已达1 0 3 5

斤，比建国初期的2 2 0斤，增长了4．7倍。花生、棉花经济作

物，单产分别增长两倍以上，黄菸增长一倍。蔬菜生产稳步发展，

增加了保护地栽培，遂步实现了淡、旺季节的均衡供应。畜牧业产

值已达1 6 0 6万元，按人均占有计算比1 9 5 6年增长4 1倍。

林木栽植、果品生产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 9 8 6年，全区农村工副业创收入2 5 0 5 0万元，按

人均占有计算，比1 9 5 6年增长1 3 7倍。近郊工副业收入，已

成为集体经济昀支柱。全年农副业总收入计3 4 0 8 9万元，人均

收入已达5 7 9元，比建国初期增长1 0倍以上。农民生活正由温

饱型向小康型进展。

大 事 记

1 8 4 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

2月(农历正月Z-十六日)大风雪，平地深数尺，行路者多冻

死。

1 8 4 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

1 1月， (农历十月十七日)农民因纳粮，不堪县吏盘剥，群

集县衙辩理。县令苏文螳竞诬农民闹事，开枪杀农民一人。

1 8 6 2年(清同治元年)
譬



7月，(农历六月)蝗虫成樊，伤稼禾。
l 8 6 9年(清圊治八年)

春，大早。 6月(农历五月十一日)大雨雹，毁稼禾，严重歉

收。

1 8 7 6年(光绪二年)

春大早，秋歉收，粮荒严重。饥民逃荒者数万人，饿死者不绝

于途。

1 8 7 7年(光绪三年)

1月‘(光绪S年十二月)饥民流徙四方者不下数万人。

I 8 8 8年(光绪十四年)

6月(农历五月初四日)地震。秋有大雨，自农历六月三十日

起，连续十三昼夜不停。农历七月初三日诸何皆溢，伤人畜甚多。

一 1 8 9 0年(光绪十六年)

3月(农历二月)陨霜杀麦，不成灾。

1 8 9 1年(光绪十七年)

4月(农历三月十五日)陨霜杀麦，一麦复生，小麦丰收。

(于河乡、崔家村有碑记载，碑文入附录)

1 8 9 2年(光绪十八年) ．

7月，乡民李明书在太公堂(今坊子区穆村镇之太公堂山)起

义反清。后被清政府派兵镇压。

1 8 9 8年(光绪二十四年)
。

秋，大豆红虫为害，7几绝产。后数年红虫不绝。， ，

1 9 0 7年(光绪三十三年) ． ．．．j

夏。暴雨成灾，白浪河溢，淹农田数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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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1年(宣统三年)

2月(农历正月初一日)，春节大雨，自除夕一夜未停。

8月(农历七月)，连降暴雨，潍县县城西、北、南三面城墙

坍塌，秋禾歉收。翌年春大饥，无食者两万余人。

1 9 1 2年(民国元年)．

8月(农历七月)，大雨，半月不停，农历7月1鼠日淹坝崖

及东关南沟街一带，房屋倒塌，伤人甚多。

是年，英商在二十里堡车站设英美烟草公司，并在县境南部农

村开辟种菸。自此，种黄菸者逐年增加，至民国二十二年金县种菸

达8．5万亩，年产烤菸千万斤以上。

本年，旧政府将田赋按银计算，改为征收银元。每地丁银一

两，征银两元二角。

1 9 l 5年(民国四年) ，

秋，劣绅黄钟俊勾结官府包办菸草税自肥，在宁家沟一带收税

时被菸农痛打后税罢。

1 9 1 7年(民国六年)

是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坊子设厂制卷烟。日本商人投资在

潍城和坊子分别设立南信洋行和中裕烟草公司收购烤烟。

1 9 2 0年(民国九年)

2月，华丰机器厂开业，生产柴油机、弹花机、压花机织布机、

水车等农用机械，为潍县有农用机械之始。

1 9 2 1年(民国十年)

春，大旱，春播推迟，麦苗多枯死。

夏≯飞蝗过境，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庄稼被吃光，农业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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