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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地区位于山东省中部，东经126。2’

～117059’，北纬35。28’～36。33’。北靠济南

市，南连济宁地区，东与淄博市、I临沂地区毗

邻，西与菏泽地区接壤，西北隔黄河与聊城地

区相望。横距161．75公里，纵距120．6公里，

总面积1．27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

平原、湖洼分别占全区总面积的39．3％、

23．7％、26％和11％。辖泰安、莱芜、新泰、宁

阳、肥城、东平、平阴、汶上、泗水等县市。总人

口704万，其中农业人口占90％。

泰安地区历史悠久，境内在5万年前已

有人类繁衍生息，新石器时期，汶河两岸是

“大汶口文化”的发样地。夏、商属青州、徐州。

周分属齐国、鲁国。西汉初设泰山郡，辖24

县。北齐设东平郡。金初设泰安军，n82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设泰安州。1735年(清雍

正十三年)改设泰安府。1913年(民国二年)

裁府，境内各县分属济南、济宁、东临三道。

1925年北洋军阀政权设泰安道，1928年撤

销。1938年，山东省政府设行政督察区；“七

·七”事变后，人民政府设泰西区、泰山区。

1940～1945年，日伪政权曾设泰安道。1950

年，泰山、泰西两区合并，成立为泰安专区，辖

12县。1958年撤销泰安专区，1961年恢复，

辖10县。1967年成立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

替代专署。1978年，改称泰安地区行政公署，

辖8县市。1984年，辖9县市，计112个区

(办事处)，550个乡镇，6011个行政村，7617

个自然村。1985年，撤销泰安地区，建立地级

泰安市。

境内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东部属鲁

中山区，山脉呈“E”型分布，向西延伸。全区

800米以上的山峰30座。五岳独尊的泰山在

境区北部，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是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山涧河谷平原交错。泰莱

肥宁平原位于境内中部，总面积

2l 58．7平方公里，占全区平原总面积的
． 65．5％，是山东四大山麓平原之一，也是著

名的产粮区。西部多低山丘陵，南部为平原，

间有湖泊洼地。境内水系，北部属黄河流域，

南部属淮河流域。大汶河自东向西流，贯穿全

境，经东平湖注入黄河；全长208公里，其中

境内长度193公里；总流域面积8543平方公

里，其中境内流域面积8395平方公里，是大

汶口文化的发祥地。泗河由东向西流，穿越泗

水县全境，境内长度52公里。黄河沿西北境

流过。京杭大运河经汶上县西南边境。东平

湖在东平县境内西部，处于梁山、平阴、汶上、

东平四县交界处，最低海拔36米，总蓄水面

积627平方公里，是山东第二大淡水湖，已成

为黄河下游主要滞洪区。以确保黄河下游、省

会济南及胜利油田等安全。

境内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四季

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天

高气爽，冬季寒冷。年均气温1 2．5℃～

13．5℃，无霜期202天左右。年均降水量700

毫米上下，降水年际变幅较大。

境内资源丰富。全区土地可利用面积

97．63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53．75万公顷。、．

，∞



2 概 述

土壤类型主要有6大土类、14个亚类，其中

棕壤、褐土面积占全区土壤总面积的

89．8％。水资源总量44亿立方米，其中地表

水经流量21亿立方米，地下水经流量19．5

亿立方米，蓄水3．5亿立方米，可利用量

29．4亿立方米。境内有高等植物980多种，

动物1230多种，浮游生物130多种，另有少

量珍稀、濒危动物以及一些古树名木。农作物

主要有小麦、玉米、地瓜、谷子、高梁、大豆、花

生、棉花、大麻等；蔬菜约200种；林木400多

种，其中用材树种主要有松、柏、槐、杨、柳、

榆、楸、桐、椿等50多种，经济树种主要有核

桃、山楂、大枣、板栗、花椒、梨、桃、苹果、杏、

桑、柞等30多种；饲用牧草110多种。畜禽约

50多种，主要有牛、马、驴、骡、猪、羊、兔、鸡、

鸭、鹅等。野生动物有兽类、两栖类、爬行类等

约50种，主要有狼、狐、刺猬、黄鼬、蛇、蟾蜍

等。鸟类有190多种。水生动物有鱼、虾、蟹、

鳖等近60种，其中鲤科鱼约30种。水生植物

有苇、蒲、芡、藕、菱等近40种。

著名土特产有：汶口大花生、肥城桃、泰

安板栗、宁阳大枣、平阴玫瑰、莱芜生姜、新泰

芹菜、鲁西黄牛、小尾寒羊、莱芜黑猪、东平麻

鸭和名贵药材泰山赤灵芝、何首乌、紫草、黄

精、汶香附等，共计20多种。

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主要有煤、铁、

铜、铝土、钴、石膏、岩盐、钾盐、硫、硫铁、陶

土、耐火土、钾长石、花岗岩、石灰石、石英石、

蛇纹石、磷等。煤有四大煤田，岩盐储量75．2

亿吨，石膏储量308亿吨，硫矿储量41．9亿

吨。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被誉为“天下第一名

山”、素有“五岳独尊”之称的泰山，是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

融为一体的典型”f另有徂徕山、莲花山、东平

湖、泗水泉林等待开发的风景区。泰安，堪称

物华天宝之地。

区内人民有悠久的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和传统。在泰山周围，几乎历代都有农民起义

和农民斗争。如汉代樊崇领导的赤眉军，唐代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宋代耿京领导的抗

金义军，清代赖文光领导的捻军等，或在区内

起义、或安营扎寨、或转战在泰山南北。近代，

区内革命斗争更是风起云涌。1915～1916

年，爆发了莱芜、肥城等地农民反对当局及官

绅借清丈土地和验契横征暴敛的斗争。1923

年，汶上、宁阳等县的红枪会起事(即农民运

动)，攻县城、扒铁路、反洋人(帝国主义)，

1926年血战泗店，大战西疏，遭军阀残酷镇

压，40余村庄被焚烧，4万余人被杀害。汶上、

宁阳红枪会斗争，震动全国，上海《申报》、长

沙《大公报》都作了连续报导。李大钊撰文称

颂红枪会“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结”，“山

东汶上、宁阳的红枪会据城七月，所住的都是

庙宇学校公共机关，所吃的东西都是自己带

的大饼馒头，丝毫不扰及人民”。

是年，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区内建立，全

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大敌人”

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工人运动、农民运

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蓬勃发展，并在党

的领导下，开始组建革命武装。中共新泰县委

于1933年领导了“龙须崮”农民暴动。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区内人民展开了轰轰烈

烈的抗日斗争，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建立。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领导了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泰西武装起义，分别成

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山东西

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点燃起山东人民武装抗

日的烽火。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在代

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下进驻泰西，开辟

抗日根据地；同年中共泰西地委成立，次年中

共泰山地委成立，各县先后建立抗日政权，区

内人民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在抗日战争最艰

难的岁月里，抗日武装继续壮大，民兵组织迅

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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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工救会、农

救会、妇救会、青救会JL童团等抗日群众组

织纷纷成立，配合抗日武装，反围剿、反蚕食、

拔据点、送情报、瓦解敌军等，打击日本侵略

者。在战斗中，无数革命志士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无数共产党员、干部、群众惨遭杀害，有

4718名英雄儿女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解

放战争期间，区内人民一面反奸诉苦，进行土

地改革，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开展对敌斗

争，一面碾米磨面，做军鞋、抬担架、送弹药、

救伤员、运粮草、修路架桥等支援前线，仅在

济南、淮海等战役中，先后有50万民工奔赴

前线支援解放军作战。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

治、建立新中国，有7384名优秀儿女光荣牺

牲。建国初，有3万多名优秀青壮年参加中国

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人民群众以高度

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踊跃支援朝鲜战

争。泰安人民是勇于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

而英勇牺牲的人民。

泰安是革命老根据地，也是兵家必争之

地。在民国期间，发生在境内的著名战役有豫

鲁战争泰安战役、北伐战争泰安战役、中原大

战泰安战役。抗日战争期间，有著名的陆房战

斗、莱蒙边反顽战斗、东平战役及数百次打击

日伪军的战斗。八路军115师以3000余人的

兵力粉碎日伪军5000余人分9路围攻的陆

房战斗，创造了抗日战争初期以少胜多的光

辉战例，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解放

战争中，有著名的莱芜战役，其次是泰蒙战

役、东进战役、解放泰城及各县城等大小战

役、战斗上百次。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指

挥下，歼灭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的莱芜战役，

打破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使

鲁中、渤海、胶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掌握

了山东战场的主动权。泰安人民倍受战争之

苦难，同时也为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

贡献。

泰安地区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

区。建国前，生产力低下，粮食亩产不到百公

斤，工商业落后。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占工

农业总产值的6％。建国后，开始发展集体企

业和国营企业，60年代，初步建立起以煤炭

等资源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基础。70年代

后期，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尔后，逐

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1984

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52％。’

旧社会，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农民终年劳

作，不得温饱，又加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民不

聊生，遇有灾年，逃荒要饭、卖儿卖女、闯关东

者不计其数。抗日战争期间，在抗日根据地进

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期间，在解放区进行

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国民党重

’点进攻山东时，土改工作被迫中断。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区内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

济，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运动。1951年

结束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了土地的主

人，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

济的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

长44％。1953年境内开始对农业、手工业、资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

在自愿的原则下，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

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形式走向社会主义集

体化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统购统销、

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1957年全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实现了社会主义集体所

有制。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52年到1957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8％，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6％。1958年“大跃

进”运动中，境内98％的农户在1个多月的

时间加入了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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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公社，实现了公社化。在农业“以粮为

纲”、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下，片面追求高

速度，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

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违背了生产

力发展水平和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人力物力

的巨大浪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群

众生活降低到建国初期水平，极大的挫伤了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1959～1961年三年经

济困难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纠正左

倾错误，战胜困难，恢复经济。1962年，贯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至1965年，

基本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促进了

经济发展，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0％，

工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3倍。1966年开

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动乱、十年灾

难，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由于广大干部和人

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工农业生产仍有长足发

展，1977年，工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6倍

多，农业总产值增长60％以上；由于单一的

经济模式，加之人口增长过快，这期间人民群

众的生活改善甚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农村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全区结束

人民公社体制，农民对土地有了使用权、经营

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

经济的发展。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59．

7％，工业总产值增长44．5％；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职工人均收入比1978年

增长60％，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倍多。

境内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交通便

利，发展工农业生产有着良好基础。但由于农

村经济长期是农业经济、自然经济，农业生产

是以种植业为主的粮食生产，阻碍了农村经

济的发展。1949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农

作物种植面积的81％。60～70年代，开展以

兴修水利为主的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大

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但种值结构至1976

年变化甚微。1978年后，加快农业结构的调

整，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尤其乡镇企业

的快速发展，初步改变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

格局。1984年，农业总产值达到20．18亿元，

种植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

71．7％，林、牧、副、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

28．3％，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

平原地区基本实现了林网化，初步形成了6

个综合农业区和5大农业基地，农业商品化

程度有明显提高。农民开始走向富裕。

区内工业。建国前除有少数煤矿外，多是

手工业作坊，制造锄、镰、镢、锨等小农具及铁

锅等生活用具。建国后，逐步建立起一批小企

业。1958年，“大跃进”中，一哄而起办起了上

千个集体、国营企业，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几

乎全部下马。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恢复了一批

企业，为区内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至1978

年，初步形成了煤炭、冶金、机械、化工、轻纺、

电子、建材、食品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

系。1984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1．85亿元，比

1949年增长145倍；煤炭产量和发电量均居

山东省第一位，钢和钢材产量居第三位。

交通邮电。1911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

通过境内。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占领泰

安后，为掠夺煤炭，修筑了磁窑至东都的铁

路。建国后，50年代后期，开始兴建泰肥、辛

泰铁路，延长磁莱线等，70年代形成横贯东

西的铁路有磁(窑)莱(芜东)线、泰(安)肥

(城)线、辛(店)泰(安)线三条。1984年境内

铁路总长度480．7公里，其中专用线104公

里。战争年代，因战事需要，将古代北京至广

州、福州的官大道及部分乡间大道改筑为公

路。建国前夕，境内公路长度约300公里。建

国后，公路发展较快，70年代公路长度达到

2590公里。1984年有干线公路19条，境内长

度1231公里；县乡公路178条，总长度1695

公里。全区形成了铁路、公路交错，四通八达

的交通网络。邮电事业。1900年泰安设电报

局，1912年将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1939

年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邮政，1949年全区有

邮政所70处。1984年发展到178处，邮路总

长度1．85万公里，电报电路50条，长途电话

电路279条，业务总量是1949年的1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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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78年的1．4倍。

财贸。民国初，因津浦路通车，曾促进区

内商业的发展，后因战乱，商业萧条。建国前

夕，多是一些私营杂货铺，城镇有商号、货栈

几十家。建国后，国营、集体商业在三大改造

中得到发展，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在计划

经济下，国营、集体商业零售额占全社会零售

总额的98％以上。1978年后，在改革开放方

针指引下，鼓励发展个体、私人商业，初步形

成以国营商业为主体，国营、集体、个体商业

共同发展的局面。1984年，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比1949年增长26倍；同期外贸出口商品

也由单一的农副产品，发展为机械、化工、纺

织、工艺、矿产等13大类，百余个品种，1984

年收购额是1978年的3倍。金融事业。1950

年区内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泰安中心支行，当

年存款余额137万元。1953年建立农业银

行、建设银行等专业银行。至1984年，基本形

成由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及保险、信用社等较为完善的金

融体系，全区存款余额11．26亿元。是年财政

收入2．35亿元，比1949年增长40倍。

文化教育事业。民国初，有小学927处，

私塾1179处，中学、师范、师范讲习所12处，

多是富家子弟上学。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根据

地内创建小学2732年。建国后，逐步形成从

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相

配套的教育体系，各类专业教育、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日臻完善的教育结构。

1984年，有小学5567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到96％，中学762所，中等专业学校100多

所，高等院校有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矿业学

院、泰山医学院、山东水利专科学校、泰安师

范专科学校等，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达到

126万名，其中为大专院校输送学生21．11

万人。广播、电影、电视、戏曲、图书、新闻、出

版、体育等文化事业均有较快发展。1984年

有文化馆(站)、图书馆、艺术馆、剧团等各类

文化事业单位290多个，县级广播台(站)12

个，报社3家。1984年有科研机构45处，科

技人员4．4万人。

卫生事业。旧社会区内缺医少药，群众有

病主要靠散居在乡间的中医和中医药铺治

病。清朝末，西医传入境内，西医少，药价昂

贵，直到建国前夕，农村仍以中医药治病为

主。建国后，卫生事业发展较快，逐步建立起

功能比较齐全的卫生医疗体系。1984年，有

医院175所，诊所(部)461处，防疫、防治、保

健、疗养等卫生机构60个，每千人拥有床位

1．8张，卫生技术人员2．47万人。农村卫生

室达到7800处，卫生员8700多人。城乡医疗

卫生条件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人口死亡率由建国前夕的25‰下降到6．

3‰，人均寿命由35岁上升到70岁。

四

泰安地区，文化灿烂，名人辈出。早在旧

石器时期，即有人类繁衍生息。新石器时期，

居住在大汶口两岸的先民，创造了古代文明

——大汶口文化。雄伟的泰山，文化灿烂，文

物古迹众多。据记载，从无怀氏、伏羲氏、炎帝

到周成王，已有七十二帝登封泰山；从秦始

皇、汉武帝到清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或来

泰山封禅、或遣官告祭；从司马迁、曹植、杜

甫、李白、苏东坡、蒲松龄到近代名流、文人墨

客登山揽胜，留下众多文物古迹、诗文墨宝；

泰山的古建筑群，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外

国政要、国内外学者，来泰山游览，为泰山文

化又增添了新的内涵。泰山，素有东方历史文

化的局部缩影、天然历史博物馆之称I成为世

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区内文物众多。据1984年统计，共有文

物保护单位418处。其中，有从旧石器时期乌

珠台智人遗址到宋代的遗址，有从春秋战国

到明代的墓葬，有古建筑群和建筑物，有石

刻、碑碣、摩崖刻石和造像，还有近、现代革命

遗址等。

泰安人杰地灵，在这块沃土上，哺育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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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杰出的人物和英雄。早在春秋时期，有被誉

为“和圣”的柳下惠；战国时期，有知人善任而

名垂千古的鲍叔牙；汉代，赤眉军首领刘盆

子，东汉“建安七子”之一刘桢；西晋大臣羊祜

等羊氏家族；唐朝开国大将程咬金；五代著名

词人、被称为“曲子相公”的和凝；宋朝父子状

元梁灏、梁固，文学家穆修，著名学者、世称徂

徕先生的石介，被称为“儿科之圣”的著名儿

科医学家钱乙，南宋画家梁楷；金代著名文学

家、书法家党怀英；元代著《农书》的著名农学

家、木活字印刷术创造者王祯，被誉为“小汉

卿”的戏曲家高文秀；明代民间水利专家、献

策筑戴村坝、创“引汶济运”工程的白英，名

臣、文学家于慎行、萧大亨，农民起义的白莲

教首领田斌；清代名臣、主持修纂《山东通志》

的施天裔；近代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民国时

期，设计并主持建筑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

纪念堂誉满海内外的建筑师吕彦直等，可谓

历代名人辈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

建设中，更造就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模

范人物，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教

授。如著名烈士洪涛、汪洋、远静沧，战斗英雄

王克传、李季富，全国劳动模范李顺章，著名

教育家、散文家吴伯萧，著名文学家燕遇明、

井延盾，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地质学家王日

伦，生物学家刘承钊。还哺育了一大批无产阶

级革命家、党政军的卓越领导者万里、田纪云

等。

泰安行署驻地泰城，是国务院公布的第

一批对外开放旅游城市和山东省政府命名的

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年轻的现代化城市。她北

依泰山，南面汶河，与泰山风景名胜区连为一

体，环境优美，风光秀丽，文物古迹众多，交通

方便，是全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中

心。
．

泰安有着光荣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泰安人民正以登泰山攀登十八盘的

坚强毅力，创造着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捌厕。㈣缢—盈■■厶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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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

是年北洋军阀政府推行新税，整顿旧

税，区内各县工商税调整为酒税、烟税、牲畜

税、屠宰税、盐税、牙杂税。

国民党莱芜县分部、东平县党部成立。

1913年

1月 北洋军阀政府废除清朝府、州制，

实行省、道、县制。泰安府裁撤，原辖各县分别

隶属济南道、济宁道、东临道。

是年东平州改为东平县，并设立县公

署。

是年按北洋军阀政府令，区内各地验

契，清查田赋，莱芜等县为此设局，官督绅办，

历时3年。
‘

1914年

6月2日 内务部公布各省道区域表，

泰安、肥城、新泰、莱芜、长清归济南道，宁阳、

汶上、泗水归济宁道，东平、平阴归东临道。

同月 在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上，

宁阳县展出的55种产品，其中两种获优等褒

奖(银牌)，3种获一等奖(铜牌)。

8月 孔令贻、张勋等人捐资修缮泰山

斗母宫。

1915年

10月2～3日 黄炎培到泰安考察教

育，参观访问泰安县小学教员讲习所、泰安师

范学校、泰安省立三中等。

11月15日 莱芜当局和官绅借清丈地

亩和验契之际横征暴敛，栾宫村附近3万余

民众在栾思信等人带领下，手持棍棒、草把子

汇集口镇，捣毁验契把持者的店铺和县知事

的坐轿。后遭当局镇压。时称“草把子事件”。

是年莱芜城南关制锡世家王俊亭制作

的锡雕香炉，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牌奖。

1916年

3月22日 肥城农民为反对县署清查

田赋增捐增税，举行暴动，焚毁县署及四乡丈

量局。东平、东阿、平阴、新泰等县农民也相继

举事。

9月 康有为登览泰山，题名于岱顶。

1917年

是年东平发生旱灾，平阴发生虫灾，莱

芜境内伤寒流行。

1918年

4月 土匪刘桂棠带匪徒700名，窜入

宁阳，盘居告山玉皇洞，烧杀、抢掠、架户。兖

州镇守使联合兖州、宁阳、汶上、曲阜、泰安等

县警备队围剿，赶走匪徒。时称“炮打玉皇

洞”。

6月下旬～7月下旬汶河流域连降大

雨，山洪瀑发，汶河、泗河、运河堤岸冲决，数

万灾民流离失所。

1919年

5月26日 为声援北京五四运动，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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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三中、县立师范讲习所等校师生罢课游

行，焚烧日货，提倡国货。

是年莱芜进步人士亓因培被泰(安)、

莱(芜)、新(泰)、费(县)、沂(水)、肥(城)等县

选为护法议员，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

1920年

4月 毛泽东由北京去上海，经泰安时，

登览泰山。

6月 全区大旱，小麦大部绝产。

1921年

是年泰山周明堂一带，山民凿井出土

古玉器20余件，被济南茹古斋购去，后流散

国外。

1922年

7月 津浦铁路同仁总工会成立，总部

设泰安，沿线大站皆成立分会。

是年区内小学实行“四、二”新学制，初

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实行“三、三”制，初、

高中各三年。

是年汶上人刘承恩在东平建面粉厂

(俗称。洋磨”)，后改创为营业性电灯公司。为

区内营业性供电之始。

1923年

1月 汶上县红枪会在武村成立，初有

23人，2～4月与土匪交战获胜，声威大震，红

枪会组织遍及全县。

6月 武装土匪一股，窜入宁阳县城西

部老王庄一带，抢劫民财，宁阳县红枪会奋起

搏斗，汶上县红枪会千余人驰援，土匪溃逃，

红枪会首领郭廷箴战死。

秋肥城县边院镇东向西村人李鹤年，

在法国里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次年秋，返回东向一带开展党的活动。

1924年

秋泰安、莱芜、新泰等县地方武装于莲

花山会剿土匪刘桂堂部，激战一昼夜，击溃土

匪，夺回被绑架的9名民众。

1925年

6月7日 莱芜、新泰、泗水等县学校教

职工，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发快邮代电，

加入省教职员工雪耻会，并将每月薪水的

5％汇寄上海，支援罢工工人。

8月 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守

愚、王仲修等人到泰安开展党的工作。冬，王

仲修等人秘密成立泰安铁路工会。

10月 冯玉祥国民二军(豫军)与山东

军务督办张宗昌部(鲁军)在泰安一带交战，

至11月豫军败退出境。

是年北洋军阀政府山东军务督办张宗

昌改山东4道为11道。泰安道公署成立，领

辖泰安等7县。

1926年

1月22日 吴佩孚的代表靳云鹏与张

宗昌在泰安订立媾和条约，协议联合进攻国

民军；吴部进攻河南，直鲁联军进攻河北。

3月 泰安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泰安

支部(时称泰安苏维埃支部)成立。

24日 汶上县红枪会攻克汶上县城，继

而发兵宁阳。4月7日，宁阳红枪会联合汶上

红枪会共千余人智占宁阳县城。9日，焚烧姚

村火车站，扒铁道，割电线，并准备攻占兖州。

张宗昌派军镇压。lo日，红枪会与军阀血战

泗店失利。13日，西疏大战，红枪会800余会

众遇难；40余村遭烧掠，死者达4万人以上。

15日军阀部队占领汶上县城，会众万余人退

往嘉祥等地。会首被捕就义。

4月 泰安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

大汶口特别支部在卫驾庄成立。

5月 张宗昌部曾在泰安城东南宁家结

庄建飞机场。

I暑警—，‰i《ll-J鬟翎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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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华丰煤矿工会成立，领导全矿工人

罢工。

是年泰安火车站工会在中共党组织领

导下，发动工人开展补发欠薪斗争，坚持数月

取得胜利。

是年张宗昌发行的“军用票”充斥泰安

市场。同时，私商发行杂钞400余种，城乡经

济混乱。

是年 泰安人敬奠瀛创办马庄耶稣家

庭。马庄为老家，各地设小家。1948年发展到

127处，散于省内外。1952年停止活动。

1927年

4月22日 土匪刘桂棠部5000余人，

占据莱芜暮山观一带20余个村庄，烧杀抢

掠。聚集在鸿福山寨的民众据险抵抗，26日，

弹尽粮绝，村寨失陷，群众死亡398人，伤

153人，被劫走20余人无一生还。

同月 区内各县执行山东省政府“男子

剪发(辫)，30岁以下的妇女放足”的规定，动

员男子剪发，妇女放足。

7月 全区旱灾、蝗灾并发。

8月 中共泰安县委在东向镇建立，马

守愚任书记。

9月 以泰安县委为基础，建立中共泰

(安)、莱(芜)县委，领导泰安、莱芜党的工作。

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占领泰安，

形势恶化，泰莱县委与省委失去联系，停止工

作。

1928年

1月初中共泰安县地方组织在东向镇

召开扩大会议。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刘俊才

(刘子久)传达省委指示，部署年关发动农民

暴动。

4月9日 蒋介石下达北伐总攻令，国

民革命军北伐军分4路向济南进军。18日，

张宗昌、孙传芳联军撤至泰安。26日晨，北伐

战争泰安战役全线发起攻击，至30日，北伐

军获胜，继而挺进济南。第二集团军石敬亭部

驻守泰安。

同月 泰安道尹公署垮散，结束了旧军

阀张宗昌在泰安的统治。

5月1日 蒋介石由兖州到泰安火车站

督战，次日赴党家庄。

3日 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泰安各界

群众义愤填膺，开展抵制日货、烧毁日货的斗

争。

7日 蒋介石由党家庄退回泰安。次日

率侍从、随员登临泰山斗母宫一带游览。

8日 泰安各界在火车站前举行万人大

会，庆祝北伐胜利，声讨日军侵占济南的罪

行。蒋介石到会讲话，强调对济南惨案要“忍

耐处置”。泰安群众游行示威至深夜。

同日蒋介石在泰安接受日军提的五项

要求，商定“六条意见”答复，并调整军队部

署，将北伐军撤至泰安一线。

10日 日军飞机轰炸泰安火车站，蒋介

石离泰安去兖州。

21日 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在泰安组建

山东省政府，泰安为临时省会。6月1日，山

东省政府在泰安省立三中正式成立，次年5

月迁往济南。

同月 中共泰安地方组织领导泰安火车

站工会，联合各界人士成立泰城各界反日会，

开展反日救国斗争。

秋 国民党爱国将领吉鸿昌在二十四师

师长石友三(冯玉祥部)陪同下，游览泰山，吉

鸿昌即兴赋《登泰山诗》。

10月 中共山东省委派人恢复泰安党

组织，在泰城蒿里山成立中共泰安特别支部。

王仲修、朱毓干先后任书记。

是年 泰安县人高宗岳在宁阳县创办

“华丰中医院”，并附设中医学校。

是年山东民众在泰安城岱庙立“五三”

惨案纪念碑。次年5月，为纪念“五三”惨案一

周年，又在泰城遥参亭前立“济南五三惨案纪

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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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1月19～28日 山东省教育厅在泰安

私立育英中学召开第一次全省教育局长会

议。
’

同月 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在泰安召

开全省行政工会会议，“统一全省行政”。

5月27日 泰城工人、进步人士及宁阳

华丰煤矿工会会员，佩戴黑纱，分别在泰安、

太平(磁窑)火车站，迎送孙中山灵柩过境。

6月 为纪念孙中山安葬南京，山东各

界人士在泰山修建总理奉安纪念碑。

7月5日 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到达泰

安，次日登泰山游览。

是年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将岱庙辟为中

山市场和中山公园，岱庙文物破坏严重。

1930年

6月 中原大战殃及泰安、莱芜、宁阳等

县。7月31日，泰安城发生战事。8月5日，

蒋介石军马鸿逵部包围泰城。24日，攻陷城

西门，晋军阎锡山部2000余人被俘，蒋军获

胜。蒋、阎军队在争夺泰城中，古迹、石刻、风

景、庙宇等毁坏惨重。

1931年

1月31日 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泰安党

组织划归中共济南特别支部领导。6月初，鲁

宝瑛根据省委决定到泰安，建立泰安特支，12

月出版半月刊《蔷薇》。

3月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组

建的“鲁南民团”从曲阜迁驻新泰，统辖26个

县民团。

春马鸿逵部在泰安蒿里山建“烈士

祠”，掘地时挖出唐玄宗、宋真宗禅地祗玉册

(今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9月 中共泰安特支以泰安县立第三小

学为中心，发展组织，开展活动。下旬泰安9

所中小学，成立泰安学生反日联合会，省立三

中、泰安县师范讲习所等300余名师生，组成

南下请愿团。12月8日，在兖州火车站参加

卧轨截车斗争。津浦铁路运输中断4天。

1932年

3月 冯玉祥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

提出的抗日建议未被采纳，怀着愤懑的心情，

息影泰山，寓居普照寺。

春为参加第二届国际极年活动，南京

中央气象研究所在泰山玉皇顶筹建测候所。8

月1日开始工作，赵树声测记下第一个气象

数据。冬，中国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到泰山

考察，拟定以泰山测候所为基础，建高山气象

台。1935年4月气象台在日观峰破土动工，

1936年6月竣工。

春华丰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坚持9天，罢工取得胜利。

5月 中共泰安中心县委建立，曹福广

任书记，领导泰安、莱芜、新泰及曲阜二师党

的工作。1933年底，曹福广被捕叛变，中心县

委遭破坏。

7月 中共莱芜县委在云台山成立。

9月2日 中共泰安中心县委工作概要

指出：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发展党员200余

名、团员59名，建立了左联、社联、反帝同盟、

赤色工会和农民短工会、抗租会、抗粮会、贫

农会、姊妹团等组织。

同月 抗日爱国将领、共产党员吉鸿昌

秘密到泰山会见冯玉祥，动员冯与中共合作，

组织抗日武装。10月冯玉祥离泰山赴张家口

宋哲元处筹建抗日武装。

11月29日 中共山东省委派鲁宝瑛到

新泰成立中共新泰县委，王宪廷任书记。

1933年

2月29日 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泰安

的党组织亦遭破坏。

同月 中共莱芜县委通过县农会成立以

中上层人士为主的清帐委员会，清查财政局

长的贪污行为，斗争持续到1935年秋，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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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政府将财政局长交军法处，处以军棍，

追出赃款5000元。

7月2日 中共山东省委又遭破坏，泰

安的党组织随之遭到严重破坏。

8月 冯玉祥辞去察哈尔抗日同盟总司

令职务。14日离开张家口，再次息影泰山。在

泰山期间，曾引进烟台苹果、肥(城)桃在泰山

种植，创办小学，集资修建大众桥等。

9月5日 中共新泰县委根据省委3月

初关于举行武装暴动创建苏区的指示，经5

个多月的准备，建起有60余人、40多支枪的

农民武装，在龙须崮举行暴动。后遭国民党蒙

阴县当局组织的反动武装围剿，暴动失败。

秋黄河决口，东平、平阴洪水成灾。省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列东平县为一等灾区。

冬冯玉祥在泰山普照寺创办贫民小

学，1934年发展到14所，招生300余人，命

名为“武训小学”。聘范明枢为总校长。

1934年

4月 山东省建设厅在莱芜设电话分

局，先后架通莱芜城——泰安、博山等地的长

途电话线路。7月12日正式使用。

7月全区酷暑，东平县气温40．5℃，热

死100余人；莱芜气温高达43．3℃，热死数

人。

10月 泰安7名知名中医在汶口西界

成立汶阳国医研究会。

1935年

10月 冯玉祥离泰山赴南京参加国民

党四届六中全会。

冬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在莱芜鹁鸽

楼村成立，原莱芜县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任

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

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于一川、陈太平为委

员。

1936年

7月 万明里(万里)在东平田大店小学

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成立读书会，宣

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同月 中共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赵健民

到东平县九区戴庙开展建党工作。

同月 中共山东省委派黎玉、赵健民先

后到肥城，以办民众教育馆为掩护开展党的

地下工作。

是年冯玉祥就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

委员会副委员长后，拨款在泰山修建滦州起

义纪念碑和纪念堂，并亲临泰山主持落成典

礼。

1937年

7月 万里、董临仪、蒋典印等人倡导在

东平县城开办新文化书店，成为共产党宣传

抗日、组织群众的地下活动基点。

8月 中共山东省委派鲁宝琪到泰安组

建临时县委并任书记。

9月 共产党员夏天庚(辅仁)、程照轩、

张北华等，奉省委指示先后到泰安，恢复党的

组织，发动抗日斗争。

同月 泰安县民众抗敌总动员委员会成

立，推举范明枢任主任，赵笃生为副主任。

同月 中共鲁中工委建立，领导莱芜、新

泰、泰安、泗水等县党的工作。

10月 中共东平县工作委员会建立，万

里任书记。

中旬 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人黎玉、林浩

率省委机关转移到泰安城，并派遣干部分赴

鲁中各地组织抗日武装。24日在泰城文庙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徂徕山武装起义。

同月 中共泰安临时县委在城南篦子店

小学召开会议，决定以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

团为基础，成立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马馥

塘、程照轩、鲁宝琪、于一川、崔子明为主要负

责人。

同月 中共泰安县委成立，夏辅仁任书

记。

同月 赵杰、程照轩争取国民党泰安县

六区区长程子元(程鹏)与共产党共同抗日成



12 大事记

功，为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 中共新泰县工作委员会成立，董

琰任书记。

12月24日 泰安城遭日本侵略军飞机

轰炸。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由泰安城转移到城

南篦子店村。

28日 中共山东省委在泰安县篦子店

村召开紧急会议，黎玉、洪涛、林浩、金明、刘

居英、马馥塘、程照轩、孙陶林、武中奇、武思

平等参加会议，部署徂徕山起义。决定派人赴

山阳一带作准备，并通知莱芜、新泰、泗水等

地党组织发动抗日游击队赴徂徕山会合。

31日 日本侵略军第二军第十师团侵

占泰安城。

1938年

1月1日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爆发。

是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泰安徂徕山大寺举行

起义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

击第四支队”(简称“四支队”)，洪涛任司令

员，黎玉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司令员，林浩

分管政治部工作。下编2个中队。不久，新泰、

莱芜、洒水等县起义部队共300余人，分批到

徂徕山汇合。至当月下旬，扩大为4个中队，

400余人。

同日泰西抗日武装起义爆发。中共山

东省委派遣张北华在泰安西南夏张领导抗日

武装起义。领导人有张北华、远静沧、程重远、

崔子明、夏振秋等。

同日 日本侵略军侵占莱芜、肥城。在肥

城放火烧毁县政府、书院学校和民房数百间，

次日离去。

2日 日本侵略军由泰安分两路继续侵

犯，一路沿津浦路南侵，韩复榘部弃守大汶

口，5日日军侵占宁阳；另一路往西南侵犯东

平。

16日 夏张、边院、安临站3支抗日游

击队在肥城空杏寺会师，组建成山东西区人

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主席，葛阳斋、李冠

元任副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下编2个

大队，150余人，有80余支枪。17日，山东西

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攻克肥城。

26日 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在寺岭

(今新泰县境)伏击日本侵略军，首战获胜。班

长杨桂芳牺牲。

28日 张北华、崔子明等率领山东西区

人民抗敌自卫团60余人，夜袭界首火车站，

队员管伟牺牲。

29日 侵占大汶口的日军宾野部200

余入侵犯东良庄。该村2000余民众，封闭寨

门，奋起自卫，用土枪、土炮毙敌10余人。日

军攻破村寨后，残杀村民70余人，烧毁房屋

300余间。不久，该村有100多名青壮年拉起

队伍，参加四支队。

下旬中共山东省委在山阳以东寨前庄

召开会议，部署开展抗日游击战，扩大抗日根

据地。

同月 日本侵略军侵占禹村、华丰两处

煤矿。

2月18日 四支队在新泰城西、泰(安)

新(泰)公路四槐树村伏击日本侵略军，毙敌

40余人，炸毁敌军车两辆。

下旬中共山东省委在新泰县刘杜村召

开扩大会议，决定四支队分兵两路，扩大力

量。北路(一大队)由洪涛、林浩率领，向莱芜、

博山、淄川发展；南路(二大队)由赵杰、程照

轩率领，向新泰、蒙阴、泗水、费县一带发展。

黎玉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山东工作情况。林

浩代理省委书记兼四支队政委。机关分成两

部分随部队行动。另派鲁宝琪回泰安组建泰

安独立营。

3月27日 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孙桐萱、

曹福林部为配合台儿庄战役，攻破大汶口，夜

袭日本侵略军机场，破坏大汶口至兖州的铁

路。

同月 四支队开赴新泰活动。省委陆续

派党员干部返回地方发动群众，部队迅速扩

大为12个中队、一个独立营，共1000余人。

同月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在肥城

县召开禁烟、禁毒大会，将查获的30斤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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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洛因等毒品当场焚掉。

4月8日 日本侵略军二次侵占肥城，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撤出，分赴大峰山

区、泰肥山区和边院一带开辟工作。

上旬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派出3

个大队，炸毁万德车站附近的铁路桥、公路

桥。崔子明等率60余人在北集坡车站附近设

伏，炸翻日军列车一辆。两次破袭战，使津浦

路半月无法通车，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在

台儿庄对日军的作战。

28日 四支队南路部队智袭莱芜县城，

活捉国民党顽固派县长谭远村及保安大队副

大队长。次日四支队南、北两路会师莱芜县

城。

下旬 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改称山东

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洪涛任师长，林浩

任政委(兼)，赵杰任副师长。

同月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副主席

远静沧在泰肥公路道朗战斗中牺牲。

5月11日 中共泰西特别委员会在泰

安县边家院北仇村(现属肥城县)成立。董君

毅(段君毅)任书记，孙光任组织部长，万里任

宣传部长，张北华任军事部长，夏振秋任统战

部长，倪冠英任锄奸部长，王仲范任保卫部

长，袁振任青年部长。

中旬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调集兵力进

占莱芜城，为避免摩擦，山东抗日联军独立一

师主动撤离。

20日 中共中央委派郭洪涛率领党政

军干部50余人，携带电台两部，由延安抵达

泰安县渐汶河西村。中央决定郭洪涛担任中

共山东省委书记。次日，省委在南上庄召开会

议，郭洪涛作鬈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

斗》的报告。

25日 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司令员

洪涛，因积劳成疾，在泰安县化马湾劝礼村病

逝。

下旬朱萁阶等人奉省委书记郭洪涛指

示，回到宁阳县东庄，联络当地开明士绅、进

步人士成立泰宁边区自治委员会，开展抗日

斗争。1946年10月，自治会改为八路军泰宁

边区办事处。

同月 中共泰安(西)县委建立。

同月 山东省抗日游击第十支队大峰山

独立营建立。

6月9日 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西进，蒋

介石命令部队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

黄河改道南流入淮，东平湖干涸。

上甸 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进驻

新泰、泰安、莱芜地区。

同月 中共肥城县委员会、中共泗水县

委员会成立。

同月 泰安、莱芜、新泰等县及区、乡、村

建立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

同月 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

恢复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番号。

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苏鲁豫

皖边区省委通过共产党员张友渔(任石友三

部政治部部长)提议，由国民党六十九军石友

三在新泰龙廷召开山东军政人员会议。参加

会议的，国民党地方军政官员张里元、厉文

礼、秦启荣、沈鸿烈等；中共代表有边区书记

兼四支队政委郭洪涛、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

政治部主任孙陶林及马保三等。会议达成两

项协议和三项协定。两项协议是：①成立联合

参谋部；②建立民运指挥部。三项协定是：①

彼此不搞摩擦；②不能互相瓦解部队I③不许

向友军防地扩展地盘。这次会议，团结了抗日

力量，挫败了秦启荣等国民党顽固派阻止抗

日武装发展的阴谋，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

同月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大峰山

独立营营长汪毅、教导员郭强等带领部队，在

长清县下巴公路边设伏，击毙日本侵略军96

人，炸毁军车两辆。

8月17日 日军100余人，纠合汉奸

。黑军”1000人，侵占东平县城。

10月20日 中共泗水县委改称曲泗宁

中心县委。

同月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与石友三

部协商，共同建立新泰县抗日联合政府，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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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派张克威(中共地下党员)任县长，并成立

县大队。

11月 奉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命令，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与汶上县人民抗日

自卫队合编，称八路军山东游击纵队第六支

队，辖4个团。刘海涛任司令员，张北华任政

委，何光宇任副司令。

同月 国民党军石友三部撤离鲁中。12

日日军侵占莱芜城。

12月 泰西区各县民众为保庄乡、护家

园，纷纷组织“自卫队”、“打更队”、“村团”等。

肥城县有自卫队员1500余人。

是年冬 在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扶持

下，“三青团”莱芜县分团成立。

1939年

1月1日 中共泰山区特别委员会在莱

芜圣井村成立(不久移至李条庄)，夏辅仁任

书记，刘莱夫任组织部长，董琰任宣传部长，

周蓝田任统战部长，吴瑞林任军事部长。

同日 中共鲁西区党委成立，泰西特委

改称泰西地委，段君毅、袁振先后任书记。

同日 宁阳县朱景璜领导的地方抗日武

装，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改编为八路军

山东游击纵队第六支队宁阳县独立营。

3月8日 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在

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下，进驻东平县

夏谢、常庄、林马庄、徐坦等村。4月进驻肥

城、宁阳，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

春鲁西青年抗日救国总会泰西分会成

立。

4月上旬罗荣桓在泰西地区召开山东

津浦路西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

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要求创建泰西根据地。

上旬八路军115师686团开辟大汶河

南岸宁阳根据地。中共泰西地委决定组建中

共宁阳县临时工委(亦称汶南临时工委)，对

外称八路军115师工作团。徐洁(宁阳人)任

书记，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明任团长。6

月初成立中共宁阳县工委。

30日 张博铁路大队，在津浦路东北堡

(北集坡)车站北炸毁敌人“国际列车”，给日

军以沉重打击。

同月 米英俊、金晓村等在陈家埠、安驾

庄一带组建回民游击队，有70余人，编为泰

安(西)县独立营回民连。

同月 115师、泰西地委奉中共中央指

示，开辟由鲁西至鲁中南的交通线。该线原经

泰安城，因屡遭敌人破坏，迁至泰安西南经南

驿火车站南3号桥洞至鲁中南山区。陈光、罗

荣桓、朱瑞、徐向前等，曾在沿线抗日部队与

交通员掩护下，安全往返。

5月1日 驻泰安、莱芜、历城、章丘的

日伪军千余人，分5路围攻莱芜北部地区。八

路军山东纵队一部与莱芜县委配合，发动群

众2万余人破袭泰莱公路，并与地方武装联

合开展反击，至11日击退敌人的围攻。

11日 八路军115师直属队、686团及

津浦支队，在肥城陆房一带与日本侵略军激

战，粉碎了日伪军5000余人的9路围攻，歼

敌千余人，当夜突出重围。创造了八路军对日

本侵略军作战以少胜多的战例，称之为“陆房

战斗”。

同日 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一部，由

廖容标指挥，在莱芜马家庙伏击日本侵略军，

首创泰山区歼灭日军一个小队的战例。

同月 八路军115师司令部率领教导大

队和7团，由泰西分批进驻新泰、泗水边境一

带。

同月 泰西地委在东平县无盐村召开各

县(工)委书记扩大会议。地委书记段君毅针

对陆房战斗后可能出现的局势，作了进一步

开展群众运动，推进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的报告。

同月 泰西银行在齐河县印制发行泰西

银行币，流通于平阿山区和大峰山区。

同月 泰(安)、莱(芜)、历(城)、章(丘)

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成立。

同月 中共泰山特委指示，在“红五月”

要大力发展党组织。至6月底，泰山区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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