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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县城乡建设志

安丘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史志编篡组

一九八六年五月



序

城乡建设事关国计氏生 9 它与各行各业和

人民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国度文明

与否的标志。

《安丘县城乡建设志》采用记、志、图、

表的形式，记载了安丘县城乡建设方面的历史

事实。比较系统池、详细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近一个半世纪中，安丘县的城乡

建设、建筑安装、建筑材料、机构沿革、坏境

保护、名胜古迹、党团工会组织、先进人物、

科技成果、名牌产品等方面的发展与演变，为

今后安丘县城乡建设的发展，提供了翔实可靠

的历史资料，具有一定的"存丈"、 "资治"

价值。

在编志期间，编暴工作人员，往来跋涉、登

门拜访、实地考察、查阅档案、多方收集，汇集了

大量的资料，经分析、考证、核实，去伪存真，立

卷编目。编写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坚持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几经反复修改，胜利完

成了该志的编写工作。因受时间、水平所 F扎

加之资料还不够齐全，难免有不当之处，今与

读者见面，恳请指救，是所厚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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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县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

秦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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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大事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七年)

秦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始置安丘县隶属v
琅王，郡。

1213年(元大宗五年)
学宫焚于兵。

1271年(元至元八年)

临县治东侧重建宫墙。

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

达鲁花赤牛与县尹梁世英主持重建正殿。
1294年(元至无二十一年)

县尹董士良建两庞。
1304年(元大德八年)

究州人田恭来宰是邑，复起传道堂斋，旧
殿东有古坑，深数十丈，回荤土实之。缭以宫
城，竹木奈郁。

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

总兵官察罕帖木儿，擞大将王野驴守御丘，
营建城郭。立二门东曰威武南曰太平北曰乘胜。



1368年(明洪武元年)

扩建城门内外马道，宽一文有余，开挖隆
池亦宽一丈有余。
1369年(明洪武二年)

县t!郑元泽徙筑堂斋于殿东腆地。
1454年(明崇泰五年)

教谕许伦复征官民地址，绘塑圣贤诸像，
移讲堂于殿后。
1471年(明成化七年)

知县组织增修两庞、战门、模呈门、神厨
神库、宰性诸房，整修县治。春修城墙。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

知县主持重建明伦堂、博文、约礼二斋。
1505年(明洪治十五年)

知县主持修城。毁谁楼作正门三间，门内
东西为钟鼓楼，寻毁于火。
1513年(明正德七年)

县íB-刘泰主持修城。
1516年(明正德十年)

知县主持修城。

1532年(明嘉靖十一年)

知县主持重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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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

知县宋儒于庙门外创灵民舍，开拓雨道直
抵南门。
1564年(明嘉靖四十二年)

知县主持重建大成殿、修饰西庞及梗星门
载门。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

知县主持复修明伦堂及诸缭垣。建成八蜡
庙。

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

知县主持修筑马道，益增高之。
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

知县高大成在县治正门内左侧建土地神l祠
和寅宾所。

160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

知县主持重修先师殿及东庞九间、较门三
问。

1618年(明万历四十五年)

知县组织重修城池，东门月城及门楼五
间。

1638年〈明崇祯十年〉

知县主持重修南门月城并门楼五间，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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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门楼五问。

1641年(明崇祯十二年)
知县组织创建四敌台，建成城二门外四角

楼，皆缭以砖砌之。
1648年(清顺治四年)
知县主持修东门月城及城上雄垛六百有余

座。

1660年(清顺治十六年)
知县组织重修城垣并坪坝百余。

1663年(清康熙二年)

复修先师殿两庞。
1665年(清康熙四年)

训导王愁建捐体，新犬殿内神，丹橙、捅
周深花栏。于月台外设东庞柱，饰明伦堂，筑
雨道、创礼门，添载门闺扇、重修大门并诸缭
姐。

1668年(清康熙七年)
正月、二月、九月二次地震。名宦乡贤祠

士己，两庚、明‘伦堂及大小门、诸缭垣坏，即重
修如故。先师殿岁久失修撤其旧而新之。县治

自退思堂后全毁、六承房与典吏宅亦毁、布政
行司全坦\'知县矛宣重修。城隆庙范，训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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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建捐停重修。

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

九月诏建常平仓，积谷防饥。

169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邑人黄惟熙捐资重修学官两庞。
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

修学宫、大殿、新墙。
1727年(清雍正五年)

邑人张光岳于学宫东建文昌阁。
1738年(清乾隆三年)

教i俞从凉主持修学宫。

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

于城西北隅建普济堂、养济院，官民捐地
六百余亩，建房二十六间。

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
知县主持重修学宫。

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

知是主持将城池四面皆以砌底修筑。

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
复将城墙埠搅和四城门作了修缮，用民财

借民力，一时引起城民非议。
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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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主持重修县治。

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

知县组织饰新学宫写模星门加丹埠。

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

刷新城撞庙。
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
知县主持重修新犬殿、载门、井周围垣

捕。

1806年(清嘉庆十一年)
修郑宦祠、陆公祠。

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

刷新城隆庙。

1815 年〈清嘉庆二十年)

县:台焚于火，知县吕绍贤重修。
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

刷新县治，重修学宫。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

知县怀曾信组织改修县治未成。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

知县主持改修县治自内室至大门二门皆焕
然一新。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



城墙全部费塌。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

知县主持修城墙。
1851年(清咸丰元年)

知县主持重修学宫。
1856年(清咸丰六年)

知县主持重新修建城惶庙。

1859年(清咸丰九年)
知县主持修复城惶庙。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

知县组织夫修城池。
1862年(清同治元年)

正月修筑东关堡。分设拱极门、清阳门、

海宴门、启文门、并增修敌台，建成东关吁墙，

二月泼澡。
1863年(清同治二年)
秋，知县主持重修县治，凡门堂、库庞复

新如故。
1865年(清同治四年)

夏、秋期间淫雨弥甸，城墙大部拇塌毁
坏，知县主持修复。
1867年(清同治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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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百关、南关堡。分设景安门、荣勋门、
永清门、河清门。
1868年(清同治七年)

2 月司在口县主持修泼澡。

11月，建成忠义、节烈二祠。
1880年(清光绪六年)

春.重修八蜡庙。添建钟楼一间。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

异口县集资重建学宫。先师殿、载门、梗屋
门、道德坊皆撤旧换新。崇圣祠、东西庞、乡
贤名宦节烈名祠及明伦堂两斋学舍因旧补茸。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

知县主持复建后殿三槌及西南隅大鸣阁，
复修关帝庙、文昌阁并增建文昌阁三代祠，继
修常平仓。又修包神庙三间、大门一间并建周
围院墙。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春，修西门、北门，各建门楼三间。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11月，知县组织修城墙，次年二月竣工。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知县主持新修城隆庙西廊、吁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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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4 月，德人钝胶济铁路，由炸山入境至黄

旗堡出境，计行境内十余里。
1910年(清宣统二年)

6 月，知县修城惶庙两庞，盏楼士于墙拌添

建式房三撞，于犬门东首建土地祠、关帝庙。

1927年(民国十六年)

省长张宗昌指令修筑进(县)台(儿庄)

公路句 5 月从滞县朱家官庄入境修安丘段。同

时修建汶河灰桥。

1930年(民国十九年)

于汶河重建三十六孔水泥平板桥。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春， 日军入侵安丘，历文礼弃城南逃创将

汶河桥炸毁，同时破坏安丘至庵上公路。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山东省安丘县建筑业同业工人联合会在渠

城镇西小关成立。
6 月，大水毁汶河桥北揣百余米，省主席

王耀武训令抢修。
1947年(民国二十六年)

1 月 7 日，经省府批准，周占魁任安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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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同业工人联合会理事长， 6 月辞职。
5月 5 日，推选赵华叔、高玉堂代表安丘县

建筑同工会出席省工业代表会。

5 月 19 日"同业工会"改称安丘县建筑

职业工会。

7 月 17 日，票选赵春奎任安丘县建筑职业

工会理事长。

是月，汶河桥北端又毁于水，县长周景王
组织抢修。

1]月 5 日，共产党军队解放安丘城，部分
城墙被炸毁。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4 月 27 日，安丘县解放。

6 月，县府设立实业科，吕子峰任科长。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秋，部分城墙拆除。
1950年

3 月，实业科改称建设科，首任科长吕子
峰，继任王益欣q

7 月，汶河桥北端因超载毁五孔， 18 日抢
修完毕。

9 月，在城里设汽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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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县内有"把头制"建筑小团体建
立。
1951年

安丘县建筑工会成立。林长顺任主任。
7 月，始建安丘中学。

1952年

建长途汽车站。
1953年

5 月 20 日，汶河水泥平板桥北端改建木

桥。
开拓北关街。

1956年

5月，县府于景芝村前，为原滩安县委书
记陈克等烈士建纪念碑。
1958年

8 月，安丘县建筑工会改称安丘县城关建
筑合作社。孙丁禄任党支部书记。

4 月，县于荆山洼建水泥厂。

11月，县于荆山洼建石灰厂、煤矿。
12月，水泥厂、石灰厂合并，称安丘县荆

山洼石灰厂。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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