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潍坊名人 

曹鸿勋 

 

人物简介 

曹鸿勋（1846.2.3～1910.9.9）清代官员。字仲铭，又字竹铭，号兰生，另号铭帛，室名

益坚斋。山东潍县（今潍城区）西南关新巷子人。光绪二年进士第一，状元。历任修撰、湖

南学政提督、云南永昌知府，调云南府，授迤东道，官至陕西巡抚，任上开办延长油厂，打

出中国陆地中第一口油井，史称老一井。 

人物生平 

【蟾宫折桂】 
  祖父孚中，清光绪丙子状元，曾出任过广东鹤山知县。其父曹棠文墨平平，无缘科举，  
 靠做小买卖养家糊口。但曹父老实持重，君子固穷，乐善好施，故在西南关一带有很好的

口碑。曹鸿勋出身贫寒家庭，父亲曹棠早亡，母子过着艰苦的生活，幼年的曹鸿勋常常饿着

肚子到私塾读书，他的启蒙教师丁象庭为此经常接济他。曹鸿勋少年时代勤奋好学，刻苦读

书，1873 年(同治十二年)拔贡，朝考一等一名，派往刑部任七品京官。1876 年(光绪二年)
中状元，成清第一百零二名状元，也成为有科举以来潍县第一位状元，中状元后，授职翰林

院修撰，掌修国史。  
【为官为民】 

  1879 年(光绪五年)任湖南副考官，两年后改任视学。任职期间，为改善湖南边区的文化

状况，开办省书院，选送优秀学员入院深造，以开拓视野，丰富知识，使边区学风大变。1887
年(光绪十三年) ，到上书房教载润(惠端亲王绵愉之孙，奕详子，袭贝勒。光绪弟兄)读书。

光绪十四年二月，三年一次之京察举行，曹鸿勋列一等，十五年正月，授五品衔。六月任江

西乡试考官。光绪十六年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仍任上书房授读师傅。二十年正月，慈禧六

十大寿时，赏曹鸿勋四品官衔。同年又逢京察考试，再列第一名。受慈禧、光绪帝召见。命

以四品官衔充任起居注官，随光绪帝出各重大活动，录皇帝言。继任太子东宫詹事府右春坊



第八章 风土人情 

潍坊国际风筝节 

 

潍坊国际风筝节 

国际风筝节简介 

潍坊是风筝的发祥地。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潍坊就曾举办过风筝会。解放以后，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潍坊风筝又焕发了生机，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风筝展览和放飞表演。1984
年 4 月 1 日，在美国友人大卫·切克列的热心帮助和山东省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首届潍坊

国际风筝会拉开帷幕。1988 年 4 月 1 日，第五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召开主席团会议。会上与

会代表一致通过，确定潍坊市为“世界风筝都”。1989 年第六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期间，成立

了由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风筝组织参加的“国际风筝联合会”，并

决定把总部设在潍坊。 

国际品牌的打造 

  潍坊国际风筝会是我国最早冠以“国际”，并有众多海外人士参与的大型地方节会。其创

立的“风筝牵线、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模式，被全国各地广为借鉴。国际风筝会的举办，

让世界了解了潍坊，也使潍坊更快地走向了世界，极大地促进了潍坊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为了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打好节会牌、唱好节会戏的新路子，从第 16 届开始，尝试市场

化运作的办会模式，使风筝会越办越好，吸引了众多游客，风筝会期间还同时举办了鲁台贸

洽会、寿光菜博会、潍坊工业产品展销会、昌乐珠宝展销订货会、临朐奇石展销会等经贸活

动。据不完全统计，风筝会期间，前来潍坊进行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经贸洽谈、观光旅游、

对外交流、理论研讨、新闻报道、文化交流等活动的国内外宾客近 60 万人。  

世界风筝之都 

  潍坊市被各国推崇为“世界风筝之都”，国际风筝联合会的总部就设在潍坊风筝博物馆。

潍坊也是中国的风筝之乡，制作历史悠久，属中国三大风筝派系之一，与京、津风筝齐名鼎

立，享誉中外。潍坊风筝题材多样，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民间生活气息。每年 4 月 20 日



第九章 历史事件 

潍县战役 

 
潍县战役 

又称昌潍战役或胶济线中段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

的第一个攻坚战，是我华东军民转入战略反攻后，取得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战略地位 

  潍县位于胶济线的中心，公路交通四通八达，是连接渤海、胶东、鲁中的枢纽，战略位

置十分重要。潍县城防工事十分复杂、坚固，国民党军在县城及其外围据点配备了大批兵力，

其总指挥为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名闻全省的反共反人民

老手张天佐、张景月都集中在这里。  

战前准备 

  对潍县战役，中共中央曾作过明确指示。中央指出：“潍县工事强固，土顽的战斗力不

低于蒋匪主力。在围攻潍县之前，须作周密布置。”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也向

山东兵团明确提出：“昌潍战役对整个山东战局关系重大，故必须特别谨慎，并预做充分的

准备。” 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山东兵团在成功发起周（村）张（店）战役后，对发

起潍县战役，从战地的侦察、战略战术的选择，到思想的动员、物资的筹集等各方面都进行

了周密的筹划，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山东兵团召开作战会议，提出“稳扎稳打”的指导思想

和作战方针，制定出了详细、稳妥而又大胆的作战方案，并命令各参战部队向昌潍地区集结。

与此同时，胶东、渤海等区党委、行署紧张地部署支援前线的各项工作。  

战斗过程 

  潍县战役是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直接指挥的。作战期间，山东兵

团司令部驻扎在潍县北部的常寨村。  
  1948 年 4 月 2 日，潍县战役正式打响。渤海纵队和鲁中部队首先开进，切断昌（乐）、

潍（县）守军联系，紧缩包围。同时，第九纵队挥戈东进，十三纵队由胶东地区出发，相继

进入潍城外围和打援的预定地点，8 日完成了对潍县外围守敌的分割。  



临朐战斗整 8 师损失约四千余人，被俘约五百多人，主要是 309 团 1 营和 2 营的。增援部队

整 8 师，整 64 师，整 25 师伤亡约千人。华野损失包括阻援战斗在内约一万一千人，被俘约

五百人，主要是二纵五师十四团的，七纵十九师五十六团 26 日拂晓在朐山被反击被俘两个

连，和二纵四师十二团在金葫芦顶被整 64 师 156 旅 468 团攻占时所俘 50 余人，南北关战斗

也有少部被俘。  

第十章 名校 

潍坊八中 

简介   

  山东省潍坊第八中学位于潍坊市胜利西街以南、爱国路以西。分为主校区，西校区。学

校始建于 1971 年 2 月，建筑面积 11000 平方米，规划占地面积 26 亩，现拥有 131 名教职工，

26 个教学班， 1500 余名学生。 近几年来，学校先后被授予“全国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山
东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山东省绿色学校”、“山东省创新教育重点实验学校”、“山东省

文学艺术教育先进学校”、“山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山东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进单

位”、“山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山东省校务公开先进单位”、“山东省优秀校园文化建设单

位”、“潍坊市规范化学校”、“潍坊市素质教育传统项目学校”、“潍坊市个性发展 50 强学校”、
“潍坊市职业道德建设先进集体”、“平安潍坊建设示范校园”、“潍坊市个性化发展先进学校”、
“潍坊市图书阅览示范学校”、“潍坊市朝阳读书十佳学校”、“潍坊市实验教学示范学校”、“潍
坊市电脑制作活动特色学校”、“潍坊市理论宣教基地”……  
  潍坊八中立足诚信、方圆与人文，凭借先进的办学理念、独具特色的“养成教育”和一流

的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了学校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成为潍坊城区办学的一面旗帜。  

办学理念 

  1、基本理念：堂堂正正做人，圆圆满满治学；  
  2、核心理念：让每个学生都得到成功的教育；  
  3、三风一训：校训：诚信恒远；  
  校风：和谐成功；  
  教风：海纳百川；  
  学风：永无止境；  
  4、对教师的要求：爱学生如子，以学校为家；  
5、对学生的要求：主动、健康、全面发展；  
  6、办学宗旨：一切为了学生；  
  7、办学承诺：家长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办学实践；  
  8、座右铭：从细从严、致高致远；  
  9、营造的校园大氛围：敬、静、净、竞；  
  10、学校总体目标：一流的办学条件、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育教学质量；出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