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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自夏时奚仲受封于此，至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社会动

荡，民不聊生，加以区划隶属变动频仍，这个地区竞没有修过一次志书。以致今天我们这些在薛

城生活、工作的人，对薛城历史上的许多事物所知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现

在，薛城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方志《薛城区志》就要付梓问世了，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

薛城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夏时“奚仲造车”，商时“仲虺作诰”，战国时

“孟尝君治薛”，成为薛城历史文化长卷中最宝贵、最闪光、最使人自豪的篇章。‘

薛城又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薛城大地上的热血青年

勇敢地组成铁道游击队，在津浦与临(城)枣(庄)百里铁道线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八年之久

的浴血战斗，谱写了一曲气冲云霄、永不磨灭的爱国主义英雄赞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薛城人民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

斗，励精图治，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

人民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加快开放，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薛城区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上起1840年下迄1990年共150年来

薛城的发展演进。有的事物从发端写起，追溯至夏朝。内容包括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社会等诸多方面，并着重记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薛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变化，堪称

为一部地方性百科全书。阅读这部志书，可以历览这块土地上山川河流的巨变，聆听社会进步

的诉说，了解薛城现在的发展，展望薛城美好的未来。

《薛城区志》编纂出版是全区史志工作者对文化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是社会各界十多年

关心、支持的结果。尤其在总纂成书的过程中，编写人员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为志书早日出版

问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值此志书付印之际，对上级业务部门大力支持、各地专家热情指导、方

方面面提供帮助以及历届编写人员辛勤工作，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薛城区志》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对于鉴古知今，淳化民风，教育

后人，对于薛城的擘画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一定要注重用好它。

谨以此为序。

薛城区人民政府区长 吴承鉴

一九九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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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J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

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起1840年，下迄1990年。少数事物适当上溯。志书编纂按照

详今略古的原则，详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史实。

三、记载范围按现行行政区划的境域，个别内容及背景交待突破现行区划。

四、体裁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述以总摄全书，记以综汇大

事，志以记述各项事业，传以收载人物，附录辑存文献，图表随文穿插，力求图文并

茂。 ·

五、专业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和横排纵述、纵横结合的原则，结合社会

分工、体现特点等因素来确定。并采取编、章、节、目四个层次，个别层次服从内容

的需要。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者均以本籍人物、现代人物和有突出贡献

的人物为主。为褒扬革命先烈，收录革命烈士英名。

七、资料来源主要采自馆藏档案、图书文献和区直各部门、各乡镇史志办公室

提供的资料。

八、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前夹注朝代年号。

九、叙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各种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十、志中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非统计部门管理的数字使用

有关业务部门认可的数字。

十一、数字用法按国家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表述，计

量单位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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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是枣庄市的西部窗口，山东省的南端门户。

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数千年来，沉淀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近百年来，留下了许多永不磨灭的业绩；

这是一块富足的土地，新中国建立以来，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快

速发展；

这是一块充满希冀的土地，十多年改革开放，薛城已展现出以新型工业城区

为特色的美好前景。

，远在4000多年前，薛城境内就有人类聚居，属东夷族。东夷族的分支任奚氏

源出于区境北部的薛河、蟠龙河一带，河北岸奚公山上有薛国始祖奚仲造车遗址

夏商时期，任氏族立国于薛、邳一带，称薛国又称邳国。今薛城区境时为薛国

腹地。

春秋战国时期，薛国先后为列国交争，其间隶属于齐国的时间最长。齐相国田

婴、田文曾先后受封于此，称薛公。田文在治薛期间，大规模地增筑薛城，使之成为

周长二十八里，仅次于齐都临淄、曲阜的东方大城。故城遗址在夏庄乡西北部邻界

北魏皇兴初年，临城置永兴县。《续山东考古录》考证：“永兴县城在(滕)县南

七十里临城峄。”永兴县历经东魏至北齐废。永兴县废后，从隋至清末，在长达1300

余年的时间里，薛城境内没再置过县级建制。其间，今薛城境区域西部属蕃县，蕃

县后改称滕阳、滕县；东部、南部属汞县，永县后称兰陵县、峄县。

抗日战争后期，于沛县、滕县边界游击区建立临城县。1948年11月，临城全境

解放，临城县人民政府迁驻临城镇。1952年9月，临城县因与河北省临城县重名改

称薛城县(境内有薛国故城)。1956年3月，薛城县撤销。1962年6月，始建省辖枣

．薛城区位于山东省南部，地理坐标东经117Ⅲ9 2Ⅳ至117。28741"，北纬34。37’35"

至34。56’38"。北与滕县为邻，自东北向东南依次与枣庄市山亭区、市中区、峄城区

接壤，西与微山县毗连。全境东西最大横距29．7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35．25公

里，总面积506．71平方公里。1990年，全区辖5个镇8个乡360个行政村，总人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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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境域的地质处于华北台鲁西隆起区南缘，构造形态北部平斜凹陷，东部

凸起、凹陷并存，西部、南部均为凹陷，形成洪积、冲积平原。境内有东西走向的千

山、圣土山两条山脉，名山有奚公山、圣土山、焦山、朝阳山、井字峪山等，最高山峰

为南常乡境内的圣土山，海拔高度374．3米。 ．

气候属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冬季盛行偏北风，气候寒冷干燥。春季偏南

大风较多，若有较强冷空气南下，还会造成强降温或冷霜冻。夏季天气炎热，湿润

多雨。秋季气温明显下降，降水骤减，多秋高气爽天气。境内多年年平均气温摄氏

13．9℃，全年日照总时数2532．1小时，整个作物生长季3月至10月，总日照时数

为1826．9小时，占全年日照时数的72．1％。

境内水系属淮河流域京杭大运河水系，河流多发源于区境东部山区，主要河

流有蟠龙河、薛河、新薛河、周营大沙河、万章河、杨庄大沙河等，分别注入微山湖

和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从区西南边境流过，于沙沟镇潘家渡口经区境2公里。

区境内矿产资源主要有煤炭、铁矿、铝土矿、石灰岩、大理石岩、石膏矿、石英

岩、钾长石、磷矿、粘土、焦宝石、药土、磨石、黄沙、煤矸石、红金石、钍土、硅土等。

其中，煤炭资源最为丰富。煤田分布占有枣陶煤田的西半部、官桥煤田的南部和滕

南煤田夏镇勘探区的东南隅，在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总面积约1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均有煤层可采。 ．

，、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薛城出了众多的历史人杰。

《左传》定公元年记薛宰日：“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

虺居薛，为汤左相。"夏时奚仲受封于薛，制造出使用了几千年的木轮车，大大推动

了古代生产力的发展。奚仲造车遗址在今夏庄乡境内奚公山上。

殷商时，奚仲后代仲虺成为商汤左相，继续受封薛地，仲虺作《仲虺之诰》，成

为商的建国纲领。仲虺故后，葬于家乡今夏庄乡潘楼村前，群众呼之“虺谷堆"。

战国时期，齐国灭薛，薛成了齐国邑。齐国公子田婴及其儿子田文先后被封为

薛君。田文封薛期间，好客有名，养士三干，是中国古代史中赫赫有名的孟尝君。孟

尝君墓在今夏庄乡奚公山西北约5公里处(滕县境内)。
j

除上述历史名人之外，还有为孟尝君焚债市义、谋狡兔三窟的食客冯谖，战国

时辅助孟子撰成儒学名著《孟子》七篇的名人万章等。《滕县志·古迹篇》载：“万章

墓在滕南六十里。”据考，今金河乡刘庙、王庄一带即万章故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

薛城增添了光彩。’

历史上，薛城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有许多兵事的足迹留在薛城境内。

汉时，高祖刘邦起兵反秦，曾和项梁会盟于薛。

明永乐八年(1410)，明帝成祖北征凯旋途中驻跸临城，其宠妃权氏薨于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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