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藿

麟
鬻
蘸黍鹾 蠹溢

溷

一

润差-张薅矗麓

一一銎鬻黧蘸
零《嚣警

．：一

j、

一．翁●A蕊～其一委一
潢护羹景nw7■毋

、

麓嚣．．县一平～茌



茌平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编
．

’～⋯
}；r

—九八九年十一月



编志领导小组和编写人员名单

《茌平县建设志》编纂领导小组

贾心德

宋宝锁

赵玉华

匦I
贾建国

张鸿芳

栾振利



士
，心

是

度

茌平历史悠久，古为夷地。置县已两千余年。明、1清时期，从北

京至南京的御路通过茌平，促进了茌平经济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

文化遗产。茌平人民的祖先，在漫长的岁月中，为生存而斗争，以自

己的辛勤劳动，筑城修寨，建设家园，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建设成

果。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经济日趋繁荣，出现了城乡建设大发展的可喜局面。在短短几年

的时间里，县城街道面貌焕然一新。数十栋楼房拔地而起，宽阔平坦

的马路，逐步拓宽延伸。广大农村，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实属

历史空前。将人民建设的伟大成就总结记载于史册，以资后人借鉴，

用于发展将来的建设事业，是历史赋于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编纂《茌平县建设志》的过程中，采访编纂人员付出了艰辛劳

动。他们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多方查阅资料，走访知情人员，

柝异辩误，反复考证，做到了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内容完整， 文

字简炼。全书共分9章，21节，8万余字。附有照片81幅。《茌平

《



；

》对于从事建设工作的同志来说，是一本难得的历史借鉴资

事业，是造福人民的千秋大业，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的

坚持改革，开拓前进，加快建设步伐，把具有悠久历史的茌

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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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茌平县建设志》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

书，进行资料征集和编纂。

二，本志的编写，旨在积累和保存有价值的城乡建设资料，为现

代城乡建设提供参考，为编写县志，地区建设密提供资料，以资后人

借鉴，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三、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了建国后，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茌平城乡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时问的上

限不定，下限断于1985年底。有的建筑物照片和个别内容延至1988

年。

四，本志内容，依地、县篇目要求，结合建委本身实际，定为：

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基本建设，城镇建设、乡村建设、建材工

业、环境保护、附录等。正文9章，21节，24条目。

五，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其他

为辅。用语体文记述，力求语言朴实，简明、通俗。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口碑、旧志，社会调查和系统各单

位的提供。所用资料均经考证核实。

七、本志行文，按“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文规定”(试行)进

行处理，力求合乎志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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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茌平位于鲁西平原，属聊城地区管辖，地理座标在东经115。547

—116。247，北纬36022 7—36。457之间。东西最大跨距43．5公里，

南北最大纵距44．3公里。呈斜长形，总面积1105平方公里。东邻齐

河，西靠聊城、临清，南接东阿、聊城，北连高唐。

县城位于县境东部，西到行署驻地聊城35公里，东到省会济南

75公里，北抵首都北京480公里。

茌平县建制始于公元前242年(秦始皇五年)，至今已有2200年

的历史。其问曾三次并入聊城，最长一次达504年。据《东昌府志》，

(明嘉靖十五年耳[11534年修)记载： “茌平故城在聊城东52里，在茌

山之平地"。据考，茌山即现在乐平铺镇教场铺村西北金牛山。秦代

茌山周围是空旷原野，茌平城在茌山之下，故得此名。

茌平属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地势较为平坦。由于黄河故道的变

迁和数次决口，夹持大量泥沙浮物多次水平分选，反复沉积，形成了

微有起伏的岗、坡、洼相问的地貌。地势倾斜，西南高，东北低。海

拔34至27米之间。属华北断陷盆地的东部边缘。受华北断陷盆地活动

影响，新华夏断裂构造的控制，断层为鲁西隆起地带黄河沉积母质结

构和皆为新生代地层复盖。

茌平历史悠久，古为夷地。早在六千年前这里就有人聚居。先人

在这块土地上生息鬃衍，建设家园，由穴居巢处，开始简单的建筑一

庐棚、地窖、阴阳屋、平地墩等。随着人类进步和建筑业的发展，逐

步创建了土木结构，砖木结构的平房，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在漫长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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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受束缚，加之小农经济所限，城乡建设的发

展极其缓慢。

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人民物质生活，文化生

活不断提高，城乡建设事业不断发展。但由于“左"的路线干扰，曲

折颇多，进展不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繁

荣，出现了大兴土木，城乡建设大发展的局面。在县城，自1968年至

1985年铺沥青路10条，总长11．4公里，建下水道8．8公里，敷设自来

水管道7．7公里，共建筑房屋44．5万平方米，其中楼房49栋，6．3万平

方米，人均居住面积达到6．8平方米。在农村，修路改街，供水安电，

按规划建新村，有的还建了楼房。据1985年统计，全县乡村拥有房屋

面积84．6万平方米，人均18．9平方米，较建国前增加一倍。新建的住

宅，实用舒适，宽敞明亮。城乡建设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发展。可以预言，再过一二十

年，茌平的建设事业将会取得更大成绩'『将会以更加光辉灿烂的一页

充实于茌平建设志的史册。



湄水泛滥，漂禾稼屋庐o

1 6 4 9年(清·顺治六年)

5月，黄河决，村墟漂没，遍野舟行。《茌平县志p

1 7 0 9年(康熙四十八年)

霪雨两月，墙屋倾倒无数o

1 8 5 5年(咸丰五年)

清兵水淹冯官屯，太平义军北伐未成。 ．

1 8 9 8年(光绪二十四年)

黄河漫溢，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数⋯⋯。《茌平县志》

1 9 0 4年(光绪三十年)

重修博平古楼(始建于宋代)，楼身由四根彤色合抱大木柱擎

藤，土下两层，斗拱飞檐，高约30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遭破

§



现仅有照片留存。

1 9 1 4年(民国三年)

始设邮政局。

1 9 2 8年(民国十七年)

县设建设局q

1 9 2 9年(民国十八年)

秋，大雨，茌平城舍损坏极多。

1 9 3 1年(民国二十年)

始安电话，有总机1台，电话7部。

是年，挑挖徒骇河，疏浚湄河。
’

1 9 3 2一一1 9 3 3年(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

挑挖四新河、管氏河，普及沟。

1 9 3 3年(民国二十二年)

将建设局改称建设科。

1 9 3 9年(民国二十八年)

冬，县设实业科(管建设事业)。

1 9 4 0年

1月，茌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

1 9 4 5年．

9月22日，茌平县城解放。

1 9 4 9年

5月，将实业科改称建设科。

1 9 5 1年。

8月，大雨连绵，四新河、管氏河漫溢，房屋倒塌3707['ffJ。

4



1 9 5 2年

1月，成立茌平县建筑工会。

2月，聊城，东阿、博平，茌平四县联合挖四新河。

家洼至聊城王店铺。

1 9 5 3年

秋，大涝。平地积水数尺，四新河漫溢，茌城水围如

被泡倒68423 f司，死13人，伤32人。

10月，修建茌城四门桥，全是砖灰结构。

1 9 5 5年

J．og，建设科解体，基建业务归属县供销社生产科。

1 9 5 6年

11月，建成东风会堂，是建国后第一大建筑，建筑面

米，投资18万元，可容纳2000余人。

1 9 5 7年

8月，茌平县建筑工会改称茌平县建筑生产合作社。

11月，汽车站由北门老站迁往三里庄济聊路北，占地6亩，建筑

面积1399平方米。 ．

，

1 9 5 8年

8月，筹建发电厂，当年发电，负荷2 170--180珏。可供当时的

重点厂生产及机关照明用电。

1 9 5 9年

1月，成立县基本建设委员会。

6月，建成东风池楼，是建国后第一座砖木结构楼，建筑面积

1317平方米，造价5万元9

5



1§6 1年

春旱夏涝，年降雨量达1005毫米，全县涝灾面积106．2万亩，成灾

101．42r亩，基本无收的82万亩，房屋倒塌万余间’，死50人，溺水15

人，伤239人o ．

1 9 6 5年

， 3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茌平视察吴官屯台田工程。
。

是年，在徒骇河甄桥南建立第一座钢筋混凝土井柱桥，共16孔，

桥孔跨6．6米，长105．6米，宽4．5米，承重8吨。

l 9 6 6年

3月22日，连续发生两次地震，_次大震为6．3级，倒塌房屋510

问，砸伤3人o

1 9 6 8年

6月，南北中心大街铺设沥青路面，-长2000米，宽5米，计沥青

路面1万平方米。

是年，建成造纸厂，占地面积100亩，建生产车I'日-]1400％方米。投

资23万元。日产纸5吨。

1 9 7 0年

徒骇河陶桥修建拦河闸，7孔，孔跨10米，高5米，长120米。

附交通桥，标准为汽8级，桥面宽4．5米，共12孔，总长138米。是县

境内第一大拦河闸。

5月1日，化肥厂建成投产。投资205万元，年产合成氨3000吨。

8月，建成防空警报楼，高15米，建筑面积81平方米。

1 9 7 1年

为纪念1944年抗击日伪英勇献身的333名烈士，经省批准，县投

6



资，在广平乡北张楼修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烈士陵园。并在激

战处建立了“张家楼抗日遗址"碑，属于省级革命纪念地。

、 1 9 7 3年

3月，在冯屯镇建成微波站，微波楼主体平台高19米，建筑

面积1900平方米，总投资100万元(包括设备)。1978年1月开机工

作a

冬，县组织开挖茌新河，出动民工3万人，奋战40天， 挖土方

305万立方米。茌新河南起韩集乡蒋庄村，北至温陈乡白庄村，全长

27．6公里o

1 9 7 4年

5月，在城西田庄建成纪念堂，投资7．5万元。

1 9 7 5年

2月，成立县基本建设局。

8月，振兴路，七岔路铺设沥青路面。振兴路，长1150米，宽5

米，铺沥青路面5750平方米。七彷路，长1100米，宽5米，铺沥青路

面5500平方米o

12月，在济聊公路北建成新发电厂，总投资170万元，装机容量

1500配。当月开始发电。

1 9 7 6年

9月，成立茌平县自来水筹建处，县投资2万元，借粮局机井建

成20立方水塔一座。1977年10月供水，解决了县委，政府等主要单位

吃水难的问题，结束了无自来水的历史。

1 o月，在温陈乡建成县火化厂。

j1月，开挖茌中河，出动民工3万人，奋战3个月，挖土方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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