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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潍城区志》出版问世，是潍城四化建设事业的一件大事，爰陈数语，以

为青。

地方志为“一方百科全书一，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编修地方志

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潍县自明万历至民国期间，先后修志五次。建国后，

1960年曾编修《潍坊市志》，形成初稿。这些志书为潍城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

料。

编修方志，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早在1941

年8月，党中央就发出指示，要注意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1956年在

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中，提出了编修地方志的任务。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曾提出编修县志和抓地方志工作的要求。根据上级部署，原中共潍坊

市委、市政府于1982年9月设置机构，始编新志。随着机构改革，1984年撤原建

置组成潍城区。中共潍城区委、区政府鉴于修志工作意义重大，踵续其事，成立

了专门机构，充实了编纂力量，拨足经费，加强领导，历经十载，终于成书。

潍城区(即旧潍县城)，素称“东莱首邑"，清乾、嘉年间发展为手工业名城；

又以地处山东半岛腹地，扼东西通道咽喉，成为鲁东商业重镇。鸦片战争后，随

着列强经济力量深入内地，又形成舶来品转运处所和土产品集散中心。百多年来，

沧海横流，潍城人民饱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欺凌压迫。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

潍城建立发展地方组织，领导人民不断开展闹翻身、求解放的斗争，以庄龙甲、王

全斌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人民城市焕

发了青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辉煌。历史悠久的纺织工业技术装

备全面革新，动力机械及电子工业相继发展，生产布局，产品结构逐步合理，生

产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成为全省重点工业城市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使工农业生

产持续协调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新编

《潍城区志》纵贯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历史，有些内容还上溯到古代；横及党、

一



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均已标列条举，揽万事于一册，客观地反映

了潍城区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潍城区志》出版，是我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新编区志不仅是为了

继承和发扬我国“隔世修史"“当代修志一的优良传统，而更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服务I为对青年和后代进行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教

育服务，为领导部门寻求借鉴、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勤劳勇敢的潍城人民，用智慧的双手谱写了昨天

和今天的壮丽史篇，也一定能够描绘出明天更加灿烂的画卷!

王玉芬
一九九一年十月



序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潍城区志》出版问世，是我区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成果；是一份珍贵丰厚的精神财富；是利于当代，惠及后世的一件大

事。

潍城区即古潍县城，向为鲁东重镇，北海名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现为

潍坊市党政机关驻地，又是中外闻名的“世界风筝都"。自1377年(明洪武十

年)建立潍县以来，于1573年(明万历元年)、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1760年

(清乾隆二十五年)编成三部《潍县志》。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编成《潍县

乡土志》。1931年设县志局，编修《潍县志》，至。七七一事变前大部完稿，已铅

印小样，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搁浅。潍城沦陷后，多数篇目以《潍县志稿》于1941

年刊印问世。这些旧志是潍县珍贵的文化遗产，为鉴古知今，继往开来，起了重

要参考和借鉴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偏见，多有颂扬圣明，粉饰吏治，

而不提人民的作用；褒扬节妇烈女，大力宣扬封建礼教；对义军称为贼寇，对群

众革命斗争诬为盗匪滋事作乱。且记述内容偏重人文，对经济发展则多缺略。

中国共产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非常重视地方

志工作。1960年，中共潍坊市委、潍坊市人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编修《潍坊市

志》，于1962年间草成油印本初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辍。80年代，从中

央到地方部署地方志编纂工作，潍坊市于1982年重新设置机构、调配人员，从事

新志书的编纂。其间行政区划变更，原潍坊市划为潍城区、寒亭区、坊子区。1985

年，中共潍城区委、区政府又根据上级指示，进一步充实力量，拔足经费，对编

志工作加强领导。《潍城区志》历时十载，五易篇目，四修文稿，今已出版成书。

新编区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

的材料、新的体例写成的。我区工农业生产持续协调全面发展，各项建设事业取

得的丰硕成果，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等等，均载入史册。全区风貌，．展卷即

得，切实起到“存史、资政、教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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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问世，多蒙许多老同志专家学者、省、市史志办公室领导、

区编志部门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全区各个单位和各界人士积极

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我区史志办公室全体人员，他们不计个人

酷暑，四出搜集资料，埋头精心编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

令人赞佩，在此一并致谢。

成书之际，受编委嘱托，以此为序。

梁吉人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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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

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起1840年，下止1990年，个别内容适当上溯。按照详今略

古的原则，详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史实。

三、体裁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以志为主。述以总摄全书，记

以综记大事，志以记述各项事业，传以收载人物，附录辑存文献，图表随文穿插，

力求图文并茂。

四、专业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和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原则，结合社

会分工、体现特点等因素确定。采取编、章、节、目四个层次，个别层次服从内

容的需要。

五、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选择历史上发生在本地

的大事、要事、新事予以记述，以展示本地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

六、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者均以本地人物，现代人物，有突出

贡献的人物为主，兼载在本地影响较大的客籍人物及反面人物。为褒扬革命先烈

和表彰英模人物，收录革命烈士英名录、著名革命烈士谱和省级以上英模名录。

七、资料来源主要采自馆藏档案及图书文献，个别用部门和个人回忆资料。统

计数字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

八、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均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的规定》执行。

九、纪年均采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前加注历史纪年，引文中的历史纪年

加注公元纪年。 一

十、本区行政区域变动频繁。因此，记载范围均按当时的境域，以保持历史

的原貌。政权、政党及有关名称均按当时称谓，其称谓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

出现用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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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行文中的“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4月27日潍城解放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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