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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20余年，

这是我镇历史上的

修志是我国的

探讨得失，继往开

为鉴，治郡国者以

王瓜店镇历史

交通方便，经济繁

瓜店镇人民，世世

为了摆脱贫困，争

党领导下，艰苦奋

的光辉篇章。

建国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阶层人民的努力，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

白"的面貌o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镇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工农业出现了蓬勃发展，

粮钱俱增，社会安定团结的新局面，人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富

裕型发展。通过“九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实现，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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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目标已提前实现。

为了追溯过去，把握现在，建设将来，《镇志》系统地记

述了1852年至2003年141年的历史沧桑、历史特征、社会

兴衰。以《大事记》为轴，再现近一个半世纪的政情、民情、

社会面貌。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有血泪也有欢笑。从史实

中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o

《镇志》以朴实无华的史实，歌颂前辈，教育今人，启迪

后代，把先烈为之奋斗牺牲换来的新中国新家乡，建设得更盈

加繁荣富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家乡中，愿全镇各阶层人民

和在外工作的家乡有志同胞，支持、支援家乡的经济建设，

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为家乡的三个文明建设协力奋斗。

纵观《镇志》，深感修志之不易，一志在握，更知志书之

珍贵，她纵贯古今，横及百科，具有“存史、资政、教育"

的重要作用。在此谨向付出艰苦劳动的主编、编辑及为本志

提供资料的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共王瓜店镇委书记 路 强

二o o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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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凡兴邦建业之士无不

重视编史修志，总结经验，探讨得失，鉴往知未。

最近欣知我工作十七年的第二故乡王瓜店镇《镇志》即

将出版，我心悦不已。现虽离开王瓜店镇有二十年了，仍有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感。她是我最眷恋的地方，对

王瓜店镇的一草一木我都含有厚意，实有“羁鸟恋旧林，池

鱼思故渊"之深情。

王瓜店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交通方便，临城围矿，经济繁荣，且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千

百年来为摆脱民族苦难，争取民主自由，全镇人民前仆后继，

向外来侵略者及压在全镇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进行了英

勇不屈的斗争。特别是1938年6月中共五区区委成立后，党

领导全镇各界人士，团结抗日，有211名烈士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建国后党领导人民掀起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

潮。特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1992年跨入全国明星乡镇的先进

行列，．人民生活已达到了小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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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愿全镇及在外工作

的王瓜店镇籍的有识之士，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为建设文

明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协力奋斗。

肥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萧思瑞

二o o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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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

性、科学性的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二、本志以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为重点，

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与时代特点，特别突出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秉笔直书，不夸张不溢美。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卷首设

概述、大事记，附录殿后。以便读者尽快了解本志梗概。

四、入志资料采用各级档案馆、县史志资料、部门志、

调查资料、回忆录等，资料来源一般不注明出处。

五、本志上起1852年，下限1992年o《镇委政府文件选

辑>和镇党政主要领导人沿革下限到2002年3月。《大事记》

下限到2003年8月25日。

六、本志采用章、节、目三级结构，全志29章164节，

以事分类，横排竖写，横竖结合，纵贯古今，汇为一志。

七、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外籍在境

内有显著影响者亦为其立传，立传兼顾各方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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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由于有些事件发生久远，又缺乏资料可查，确切时

间难考，故用是年、春、夏、秋、冬、上半年、下半年、上

半月、下半月等来代替。 、

九、行文规范，以<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文规定》

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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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王瓜店镇位于肥城市北部，地理

座标为北纬36。097—36。16’，东经116。

38’m116。447。镇驻地距县城9公里。

北与长清县的双泉乡以穆阁寨山、云

山为界；南与新城办事处、桃园镇为

邻；东与老城镇、新城办事处接壤；

西与湖屯镇相连。南、北部为山地丘

陵，中部为康汇平原的一部分，地形

呈“凹”字形，略向西倾斜。全镇总

面积91．8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7．4％o 1992年总人口为84395人，

占全市总人口的8．64％。其中，非农

业人口19886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

里为919人。镇辖王瓜店、大封、马

庄、新镇四吟管理区。32个行政村。

泰肥铁路横穿东西，泰临公路、肥梁

公路、老泰临公路横贯镇境。

境内山脉呈东西走向，主要分布

在南部和北部，沙石山和青石山各半。

全镇大小河流5条，康王河横流中间，

全镇山区丘陵和平原约各占二分之一。

境内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高温多

雨，秋季天气晴朗，冬季寒冷少雪。

年平均气温为13℃，极端最高温度为

41℃(1958年6月”日)，极端最低

温度为一14℃。 (1970年1月5日)

全年日照时间为2623．5小时，降水量

643毫米。由于受地形影响，灾害性

天气较多，干旱、龙卷风时有发生。

王瓜店镇资源丰富。全镇共有耕

地6．3万亩，土地肥沃。矿产资源有

煤炭、石灰岩、长石、云母、花岗岩、

矿泉水等。其中，煤、花岗岩、石灰

岩的储量最为丰富。位于北部的煤储

量达4．2亿吨，占全市储量的38％。

花岗岩储量达6．4亿吨，是重要的建

筑材料。南部山区的石灰岩储量达

2．6亿吨，红土近亿吨。经国家经委

鉴定，适宜建优质大型高标号水泥厂。

境内诸河中沙源也比较丰富，储量

1800万立方米。全镇年可利用水源

2100万立方米。康王河为镇内最大河

流，年最大流量可达400立方米／秒。

北部有牛山、牛山寺、穆阁寨、牛山

叠翠、八角琉璃井等名胜。中部金槐

f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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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有金槐风雨竹碑等名胜古迹，发展

旅游事业有很大的潜力。

1928年本境撤社建区，为肥城县

第五区。新中国成立后仍沿旧制o

1955年12月改为肥城县王瓜店区o

1958年9月改设王瓜店人民公社。

1983年11月复称王瓜店区o 1985年

11月，改称王瓜店镇至今。

王瓜店镇历史悠久，人才辈出。

明代进士李邦珍曾在牛山寺同川书院

读书，后官至监察御史。明嘉靖年间

蒋庄拔贡、太原府通判、广西象州刺

史田明琦均为本镇名人o

王瓜店镇人民历来就有不畏强暴

的革命精神o 1919年，该镇同老城、

湖屯、仪阳等乡镇的群众大闹县大堂，

焚烧地主恶霸的厅房。开仓放粮，打

击了封建势力o

1938年6月在徐麟村的领导下组

建了中共肥城县委、五区区委和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卅马支部。同时建
立了五区抗日动员委员会，提出“有

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

的口号，积极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建立抗日游击队，袭击日伪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本区有张俊堂、李

善儒两位抗日区长、六支队独立营营

长马荣久(马庄人)等42人为国捐

躯。在解放战争时期有著名烈士彭兴

明等115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

年轻的生命。

1940年3月，县区武装拔除了反

动红枪会头子张启旺在东大封的大本

营。同年9月27日，本区人民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配合一一五师黄河支队，

在司令员邓克民的指挥下，一举攻克

日伪蒋庄据点，全歼守敌100余名，

八路军无一伤亡。连克敌人的胜利震

撼了敌人，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巩固

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激励千余青

壮年参军参战，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

出了伟大的贡献o

1938m1992年，王瓜店镇(区、

社)在市(县)委、市(县)政府的

领导下，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

土地回赎和土改复查等运动。建国初，

完成“三大改造”，开始建设社会主

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o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大力发展镇村企业、个体私

营企业和“两高一优”农业，逐步形

成了大市场，大流通的新格局。促进

了全镇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o

1992年社会总产值36182万元，是建

国初的20倍，其中，工业产值占总产

值的比重为85％，全镇经济达到了一

个新的水平。1992年被泰安市委、市

政府授予“文明乡镇”、 “经济强乡

镇”。被山东省命名为“明星乡镇”。

王瓜店镇农业资源丰富，有耕地

面积6．3万亩，土地肥沃，水源充足，

盛产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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