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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功在当今，利在千秋。东昌府区居鲁西倚泰岱而望秦晋，挟燕赵而

临黄河，坦坦荡荡，沃野千里，物华天宝、俊彩星驰，自古为鲁西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中心。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定居，几千年来先民们在这里开发

建设，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文明，积垫了多彩的文化结晶，铸就了东昌府历史的辉

煌。然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劳苦大众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且不

说在战乱灾荒的年代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即使在政治清明的康乾盛

世、东昌府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未能摆脱贫穷与饥饿的厄运。而享受盛世荣

华富贵者只能是不劳而获的朱门绮户、达官显贵。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出

现在这块土地上以后，这块千百年呜咽啼号的土地才真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民

群众开始成为驾驭这块土地的主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劳苦人

民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英勇不屈，前仆后继与国内外反动派展开殊死搏

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辉煌壮丽的赞歌，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克服困难、排除干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锐意改革、开拓进取，意

气风发的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使富裕取代了贫穷，科

学技术取代了愚昧落后，现代文明进步取代了封建迷信，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一个富裕文明、朝气蓬勃、充满现代化景象的东昌府，以其前所未有的

绚丽英姿已经屹立在鲁西大地。因此，再现历史，展示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人

民群众改天换地的丰功伟绩，鉴古知今，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为后人提供借鉴，

正是编纂《东昌府区政府志》的宗旨之所在。

《东昌府区政府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重点记述了人民政府

施政、行政机构、境内发生的大事要事等方面的情况，资料翔实，观点正确，文字

简练，反映了东昌府区(聊城市、县)政府的历史和现状，是宣传、认识东昌府和进

行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料。

编纂《东昌府区政府志》是一项比较复杂的文化工作。在编纂过程中，编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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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厌其烦，多方征集资料，精心组织编排、反复锤炼文字，历时年余，编纂成书，

其默默奉献精神令人称赞；一些离退休领导干部，不顾年高体弱，不怕疲劳，提出

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鞠躬尽瘁的精神令人敬佩；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大力支

持，提供全方位服务，其团结协作精神实属可贵，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东昌府区政府志》的编纂，虽力求准确完美，但因编纂政府志在东昌府区

(聊城市、县)历史上尚属首次，无成功经验借鉴，再加诸多条件所限，因此本书难

免有错讹失漏之处，敬请读者提出批评。

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0年12月



凡 例

一、《东昌府区政府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记述东昌府区(原聊城市、县)政府行政区域、行政机

构沿革和人民政府施政等方面的状况。“政务管理"编主要记述区政府办公室序

列部门的业务，其他委、办、局凡已编修部门志的，其业务在本书中均从略或未作

记述。

二、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概述、大事记冠前，附录

殿后。中设行政区域、行政机构、人民政府施政、政务管理、名胜土产、人物等六

编，共9大部分约57万余字。

三、本书断限时间，上限断至1840年，下限断至1999年。为保持事物的完整

性，部分内容适当上溯，记述重点放在当代。

四、记时采用公元纪年，根据需要括注历史纪年。文中聊城解放时间为“1947

年1月1日’’，建国时间系指“1949年10月1日’’。

五、使用数据，以本区(市、县)统计部门公布的资料为准，统计部门未公布的

则以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涉及币值一般以当年价格为准。1955年3月以前的

人民币数额已换算成新人民币数额。

六、地名及历代政权、官职等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古今地名不同的括注今

名。文中“筑先县、聊城县、聊城市"系指事物发生时处所的不同名称，即1998年

3月后的“东昌府区’’。

七、计数、计量及纪年(民国前农历纪年使用汉字)使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书“人物"部分，坚持“生人不立传"原则，对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分别以

传、传略、简介的形式辑入。收入范围以东昌府区籍人物为主，在东昌府区工作、

生活过的客籍人物亦有少量收入。排列顺序均以卒年先后为序。为突出人民政

府历任区(县、市)长的政绩，在坚持“生人不立传"的前提下，除对已故县(市)长

的生平立传外，其他则以“简历”的形式辑入。．

九、本志书资料主要取自于部门提供、历史档案、旧志等方面，并经考证核

对。为省略文字，未注明资料出处。

十、行塞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附录中选用的古体文只作了断句，繁体字改简

化字处理，未作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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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用辛勤的汗水和聪明的才智开发、

建设了这块美丽的土地，创造了丰厚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在旧中

国漫长的岁月，历代生活在这里的劳

苦大众，却并非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

只有血与汗的沉重付出，而没有衣足

饭饱的回报；只有承担苛税徭役重负

的义务，而没有生存的人格和权力。在

旧制度的高压下当牛做马任人宰割，

在暴政的肆虐下痛苦呻吟，在严酷的

天灾人祸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世世

代代前仆后继苦苦挣扎。为寻求生存

的权力，英雄的东昌府人民也曾无数

次发出战斗的呐喊，奋起大刀长矛。从

太平天国运动到宋景诗起义，从义和

拳运动到李太黑抗粮抗税等正义斗

争，东昌府人民曾积极投入，拼命流

血，赴汤蹈火，但始终未能摆脱旧制度

的枷锁，一次次的反抗均以失败而告

终。自中国共产党聊城县地方组织和

人民政府建立以后，劳动人民才开天

辟地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真正

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在党和人民政

府领导下，广大劳苦大众曾向国内反

动派和日军展开浴血战斗，在这里曾

经展示过慷慨悲壮、惊天动地的画卷，

也曾高奏过山呼海啸、激悦华丽的乐

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党和

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东昌府人民

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兢兢业业，

为建设东昌府，振兴东昌府谱写了新

篇章。

东昌府区位于山东省西部，东经

115。41 7～116。08 7，北纬36。167～36。

427之间。南北长约50公里，东西宽约

40公里，总面积1245平方公里。东与

东阿县、茌平县接壤，西与冠县、莘县

为邻，北与临清县相依，南与阳谷县毗

连。全区设10个镇、7个乡、4个办事

处。境内主要民族有汉、回、苗、蒙、朝、

哈萨克等26个民族。1999年底，总人

口为949644人。其中农业人口为

709434人，非农业人口240210人。

东昌府区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形

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坡降为1／5500，

海拔31"-'38米。历史上由于黄河改道

多次经过东昌府区，泥沙沉积，形成缓

岗、漫坡、洼地三种类型相间的微地

貌。缓岗主要分布西部的沙镇镇、郑家

镇、张炉集镇、堂邑镇、道口铺乡、阎寺

镇西北部一带和于集镇、许营乡的东

!_j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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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海拔35,---,38米，多系沙质土，岗

地占总耕地面积的25％；坡地分布较

广，占总耕地面积的49．5％，海拔32

～34米，多系粘质土；洼地主要分布

在马颊河、徒骇河等河沿岸和大张乡

的“牛家洼”，李海务镇的“谭家洼’’及

阎寺镇的“白家洼’’一带，海拔31～32

米，多系粘质土，占耕地面积的

25．5％。土壤分为潮土和盐土两类。

气侯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侯，

温度适宜，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春季

干旱多风，回暖快；夏季高温多雨，潮

湿炎酷；秋季晴爽偏旱，降温迅速；冬

季寒冷，少雨干燥。冬夏两季时间持续

较长，春秋两季时间短促。年平均气温

一般为13．2℃，最高温度为7月，平

均温度为28．6℃；最低温度为1月，

平均温度为一2．6℃；全年盛行南风，

冬季多东北风，春季多南风和偏南风，

夏秋两季多南风和东南风。年平均无

霜期为203天。年平均降雨量大致为

583．6毫米，其中7、8月份约占55％。

境内主干河流有徒骇河、马颊河。

两河呈由西南至东北流向。徒骇河支

流有四新河、赵王河、周公河、西新河

和新水河；马颊河支流有德王河。这些

大小河流分布于全区各个乡镇及办事

处。水源有地下水、地表径流水及黄河

水。地下水平均年开采量约在1．79亿

立方米，主要是浅层地下水，深层地下

水开采较困难。由于境内地势平坦，地

表径流水多年来平均只有0．54亿立

方米。东昌府区处于位山灌区引黄干

渠上游，引黄条件优越，按80％的利

用率计算，年平均引用黄河水在1．85

亿立方米左右。

(二)

东昌府区为鲁西重镇，它辐射河

北、河南、山西、陕西四省。在东至济

南、泰安，西至邯郸、安阳，南至开封、

商丘，北至衡水、德州之间的广大地

区，聊城位于其中。因此，特殊的地理

位置，决定了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等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

东昌府历来为鲁西的政治中心。

东昌府区地处黄河下游，开发较早，历

史悠久。商代为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受

封之地，称“微子国’’；西周时为文王之

季弟受封之地，称“郭国"；东周时为

“齐之西鄙”，称“聊国”；秦统一中国

后，置聊城县。此后，聊城县先后隶属

于东郡、阳平郡、平原国。至南北朝，聊

城县属北魏。此前县治所一直在聊古

庙(今城西北7．5公里、阎寺镇境内)。

499年(魏太和二十三年)，县治所迁

至王城(今许营徐田村一带)。王城并

为平原郡治所。此后，至1928年(民国

17年)废道，在长达1540多年中，聊

城一直为郡、州、府、道治所。1936年

(民国25年)建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统领鲁西各县，聊城为其治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东昌府

是鲁西人民开展革命活动的政治中

心。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设于聊

城县的省立第三师范、省立第二中学

成为鲁西传播马列主义的阵地，一批

学生接受革命思想开始投身革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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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以

后，省立聊城三师、聊城二中的进步学

生组织“爱国十人团"，参加“学商联合

会”声援上海工人斗争，积极参加反帝

活动，活动波及鲁西各县。1926年，省

立聊城三师、聊城二中学生张廷焕，傅

弼安、宋占一等先后加入共产党，并于

1927年春在省立聊城三师建立聊城

第一个党支部——东昌支部，成为党

在鲁西开展革命活动最早的组织之

一。1927年10月，中共东昌县委成

立，领导当时的聊城、阳谷、博平、临

清、东阿、莘县、东平等七县党的革命

工作。坡里暴动失败后，东昌县委遭破

坏。1932年下半年，省立聊城三师建

立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后又改建为

中共鲁西北特委，领导鲁西一带十几

个县党的革命工作。1937年。七·七

芦沟桥事变’’后，中共聊城地方组织与

国民党抗日将领范筑先紧密合作，发

展抗日武装力量35个支队，3路军民

共6万余人，并创建政治干部学校、军

事教育团，形成以聊城为中心的鲁西

抗战的大好局面。
’

1949年至今，聊城一直为聊城地

区专员公署(聊城地区行政公署)、中

共聊城地委及其直属部门机关所在

地。

东昌府历来为鲁西军事中心，兵

家必争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

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谁想拥有鲁西广

大地区，必先占领东昌拥有东昌。因

此，历史上围绕聊城的得失，战事连续

不断，驻军交换频繁。春秋时期，聊城

为齐国西部重镇，处于齐燕交界处，齐

燕两国为争夺聊城经常发生战争。前

249年(秦庄襄王元年)聊城被燕军占

领，齐将田单围攻年余未克，后“鲁仲

连射书喻燕将”退燕兵收复聊城。前

196年(汉高祖十一年)，陈旆派部将

张春攻打聊城，汉庭命大将郭蒙会合

齐军共同迎击于聊城，大败张春。606

年(隋大业二年)，宇文化及由江都起

兵占领聊城，后窦建德兵至攻克聊城，

杀死宇文化及。1368年(洪武元年)明

将常迂春率军北伐，在聊城与元军展

开激烈争夺战，大败元军，占领聊城。

同年，明庭于东昌设平山、东昌两卫，

置重兵11200余人镇守，分布于聊城

四郊屯垦，以维护鲁西一带的统治。

1400年(建文二年)，燕王朱棣以“清

君侧"为名，组织“靖难军"南攻至聊

城，守将盛镛迎战，大败燕军。1774年

(乾隆三十九年)寿张农民起义首领王

伦，联合堂邑起义军首领王圣如，率兵

攻下堂邑后，又围攻东昌，因城高池深

屡攻不下，后为清援军击退。1861年

(咸丰十一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景诗

组织的黑旗军联合穆景荣、张桐、雷凤

鸣的红旗军和张玉环的部分黄旗军，

先后三次围攻聊城，均未克。1914年

(民国3年)新编军步兵统领戴绍九率

兵3个营进驻聊城。翌年戴绍九调离，

李德厚部改编陆军第四混成旅驻防聊

城。1918年(民国7年)李德厚部调防

北京，张善义以东临剿匪总司令兼第

四旅旅长的名誉进驻聊城。1925年

(民国14年)，张宗昌任命娄和晴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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