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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编《莘县志》结束之后，续修县志全面启动之前，我县首部大型乡村综合

志书《莘县乡村志》即将付梓问世，这无疑是莘县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对我县的

乡村建设、全面振兴乃至历史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至此，我对各乡

镇及县直有关部门给史志工作的积极配合与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莘县古为黄河通衢，地处中华民族的摇篮区域，是商朝开国宰相伊尹躬耕过的

“有莘之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境内先后出过6位宰相、9位尚书和

50余名进士，载人国史的达30多人，曾被誉为“宰相之乡”、“名人之乡”o近现

代，是著名的“鸡鸣闻三省”的革命老区。“鸦片战争”前后，“邱莘教”、“五旗

军”、“榆林军”等农民起义前赴后继，风起云涌，给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境内曾是冀鲁豫边区中心区，是巩固的革命老根据地，被誉为

“钢铁濮范观，平原小延安”：莘县人民为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仅见于史册的革

命烈士即达2100多名。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宋任穷、黄敬、杨勇、赵健民、田

纪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工作与战斗的足迹，众多的革命先烈曾将热血倾

洒在这块炮火洗礼的大地上，著名的鲁西北烈士陵园、马本斋烈士陵园、苏村烈士

陵同即是这一历史的标志性见证。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方

古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上，终于焕发勃勃生机，结出累累硕果。农业盛产粮

油果菜和牛羊禽蛋，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和“畜牧业发展基地县”，为全

国“平原绿化先进县”，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香瓜之乡”和“中国双孢菇

之乡”。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县初步形成了瓜、菜、菌、果、牧五大主导

产业。2000年，蔬菜总面积44万亩，食用菌1000万平方米，果园20万亩，大牲畜存

栏26．7万头，肉、蛋、奶产量5．9万吨，粮食总产52万吨，被国务院授予“十佳商品

基地县”。全县农业总产值14．92亿元，农民人均总收入2974元，居民存款余额18．9

亿元。工业实现总产值27．5亿元，销售产值26．7亿元，利税1．55亿元，企业总数3651

个，限额以上企业30个。近年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全县个体工商户达到2万户，民

营企业1280家，2000年新发展821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6亿元，古云等9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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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进入全市民营经济的明星行列，部分村已达到“小康”水平。莘县具有南连中原油

田、东依京九铁路、西邻煤碳基地、北靠济邯铁路和聊城发电厂的区位优势。具有

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人力资源、文化旅游资源和油气矿藏等资源，交通、通信、教

育、科技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适应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用修志的形式记

载沧桑变化，展现时代风貌，激励爱乡之情，促进经济发展，实是一件有益当今而

又功垂千古的事业。

“盛世修志”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传统。莘县自后魏开始修志，已有一千多年历

史。自明朝修志形成规模，而后代代相继，未曾断章，境内原莘、朝、观、范各县

均有多次修志之举且有志书传世。其中莘县修志达8次之多，明朝正德年间《莘县

志》被方志界称为名志佳本。20世纪80年代后，我县开展了世无前例的大规模修志

活动，编修各类志书近50部，其中《莘县教育志》、《莘县水利志》、《莘州风华

录》和《莘县邮电志》等相继出版发行；《朝城志》已成稿待印；新编《莘县志》洋

洋百余万字，博采史实精华，纵贯古今百科，被省内外多名方志专家撰文称道，誉

为“上乘之作”。但遗憾的是，迄今，莘县尚未有一部专述乡村的志书问世。《莘县

乡村志》的编纂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此志为条目体，综合志，囊括全部22个乡镇，遴选60个综合实力较强的行政

村，除概述外，各乡(镇)、村均单独立目，分别设概况、大事记、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组织建设和人物简介等6大部分与若干细目。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为指针，追本溯源，古今兼容，侧重近

现代，尤以展现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成就、新变化、

新事件、新人物为基本主题，点面结合，文图并茂，寓资治、教育、存史于一体，

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实用价值和宣传作用，是世人了解莘县乡村的窗口，是连结国

内外游子的纽带，是广大干部把握乡情、沟通信息、振兴一方的案头工具书。

地无志不立，人无传不名。愿这部新编《莘县志》的姊妹志，在城市向农村辐

射、乡村向城镇发展、招商引资、全面振兴的大潮中，在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

际，发挥应有作用。

县长 名却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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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东武阳(即后之朝城县)、畔观(即后之

观城县)并存。隋、唐之际于莘县两度置莘

州，辖临黄、武阳、莘县和武水四县，其境域

与今之莘县相似。建国后至1964年，原朝城

县、观城县的全部和原范县、濮县的部分辖区

先后并入莘县，1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原属河南省南乐县的东节村、寨节村和杨寨村

划归莘县，至此，形成今日之莘县版图。

全境南北长68公里，东西宽32公里，总面

积1387．74平方公里。2000年辖28个乡镇(次

年初合并为22个乡镇)1153个行政村，总人口

95．28627：j"人，其中非农业人1：37．1010万人。有

汉、回等13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8．6％，回族占总人口的1．1％(主要分布在张

鲁、朝城两个镇)。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38．94亿元，第一、

二、三产业比例由“八五”末的58：26：16调整

为44：30：26。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6

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37亿元。地

方财政收入1．112亿元。年末全社会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余额20．56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

余额18．9亿元，贷款余额18．7亿元。农村参加

社会养老保险6000人，农民人均纯收入2074

元，人均住房面积1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5300元，人均住房面积23平方米。

年增／Jn5倍，平均每年递增15．15％；1996年达

到1 3．04亿元，比1987年增加2．45倍。此后农业

结构调整不断取得新突破，20009农业总产值

达到14．9182亿元，比1996年增加1．87亿元。

2000年全县耕地面积8．5282万公顷，农作物播

种面积15．4537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9．9847万公顷。经济作物播种面积5．3051万

公顷，粮食总产52万吨，平均亩产349公斤。

粮经产值比为404：100。猪、牛、羊年出栏26．7

万头(只)，肉、蛋、奶产量5．8750万吨，水

产品总产量0．2658万吨。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已

发展到．100家。瓜、菜、菌、果、牧五大主导

产业初步形成规模。农村新建住房多为砖混结

构，部分镶铺墙面砖和地板砖，20寸以上大屏

幕彩色电视机和农用机动三轮车等已成为农村

较富裕家庭必备的家用电器和生产生活设备。

工业方面，建国前，境内工业主要为面向

城乡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建国初

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全县形成一批以手工

业为主的集体工业企业。1961年后，经过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莘县县属工业企业及

乡镇支农企业得到较快发展。1978年后，莘县

工业企业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进

入蓬勃发展时期，至1997年，已形成较完备的

轻纺、石化、机械、铸造、皮革、家具、副食

小＼尹



概述

加工等工业体系，并一度出现10大企业集团雏

形。此后，工业企业进一步改制和技术改造，

注入新的活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至2000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27．5亿元。是1949年58．99

万元的4500倍n，是1978年6108万元的44倍多。

2000年全县限额以上工业企业30+，实现销售

收入10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3亿元，实现

利税5958万元，实现利润2404万元；各类农业

龙头企业100余家，全县民营工业企业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5．16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4．9亿

元，民营经济上缴税金3932万元，占全县地方

财政收入的65．3％。但横向比较，无论总量、

产值、利税，在聊城市排名尚属后列。

莘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建国后，特别是

1978年后发展较快。1994年实现全县村村通

电，1995年基本实现户户通电；1992年开通数

字程控电话，2000年全县市话1．5769万户，农

话4．6318万户，普及电话县的步伐明显加快。

公路建设白1969年铺成第一条柏油公路以后。

至1995年实现“三纵十横一环”公路网络。

2000年建成聊莘超二级公路，全县公路通车里

程780公里，年货运量59万吨公里，客运量61

万人次。基本建设投资2亿元。彭楼引黄人

鲁、城乡电网改造等重大工程均取得决定性成

就。

莘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

业，建国前均较落后，建国后，随着经济的兴

旺有了较快发展。建国初期的业余扫盲教育一

度闻名全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倡导科教

兴莘，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为重点，公费、

集资、民营等多种教育形式并举，教学质量明

显提高，高考本科上线人数1999年315人、

2000年596人、2001年857人(均不含艺术类、

飞行员)‘，多项指标连年具全市榜首。曾多次

获全省乃至全国表彰。2000年全县各类学校

420所，在校生17．5万人，其中义务教育学段

在校生16．98万人，教职下10751人，其中专职

教g币7627人。全县科研机构13个，科研人员

．2．

7730人，其中高级职称162人，中级职称2581

人。1996年获全国科技先进县称号。2000年有

3项科研成果获市级以上奖励。全县文化体育

场所30处，群众性的文体比赛中多次获得奖

励，曾涌现出山东琴书北路创始人邓九如、吕

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岱江、全国著名体育裁判

张思温、乒乓球世界冠军刘伟等众多文体明

星。全县乡级以上医院25处，床位1100张，卫

生技术人员2200人，厂、校、村多建有诊所，

公共医疗、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等管理制度不

断改进和完善，在防盲工作中曾获全国先进县

称号。

莘县历史修久，又是革命老区，名人辈

出，古迹遍野，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历史人物

有刘祥道、毕士安、王旦等“六相九尚书”，

现代人物有全国英模曾广福和与莘县关系密切

的张海迪、孑L繁森以及十余位省部级领导人，

被誉为名人之乡；文物古迹有春秋古墓葬、马

陵古战场、伊尹耕莘处、唐朝神道碑以及因

《水浒》而闻名的“十字坡”、“野猪林”

等；现代名胜有鲁西北革命烈士陵园、马本斋

烈士陵园和苏村烈士陵园等；莘县物华天宝，

曾盛产贡品莘麦和妙药无影桑，曾被国家有关

部门命名为“中国香瓜之乡”和“中国双孢菇之

乡”，被山东省定为无公害蔬菜基地⋯⋯莘县

具有旅游开发资源和经济发展潜力，在进一步

改革开放和全面振兴的大潮中，在“申奥”成

功和加入WTO的发展机遇面前，莘县当有无

愧于时代的更大作为。

乡镇沿革

乡作为行政区域单位，自古即已设置，只

是所辖范围历代各有不同。周制，一万二千五

百家为乡；春秋齐制，郊内以五家为轨，十轨

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郊外的五家为

轨，六轨为邑，十邑为率，十率为乡；秦汉以

十里为亭，十亭为乡；此后专指县以下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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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单位。镇在古代为驻兵戍守的边要形胜之

地。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在其境内设镇，除

镇捍防守外，还向人民征收器甲粮晌，掌握地

方实权。宋初置镇，收权归县(少数人口众

多、商业繁荣的镇除外)。宋代以后，县以下

的小商业都市或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

居民区称镇，为基层行政区域单位。我国有县

级镇和县辖镇之分。本地的为县辖镇。镇与乡

为同级基层行政区域单位。莘县最早的镇当属

马桥镇，明朝前即有此称谓(马桥1958年后不

复为乡镇治所)。

莘县(包括原观城县、朝城县等)是建县

较早的行政区域单位，建县后，县下自当设置

基层行政区域单位，只是各时期称谓和辖域不

同。现就莘县各时期基层行政区域单位设置情

况记载如下(附原观城县、朝城县基层行政区

域单位设置情况)。

明朝以前县下建置旧志未详，明正德十年

《莘县志》仅载其“四坊五乡”之名及方位：

四坊一居r坊在县治东，归厚坊在县治南，
安善坊在县治西，民德坊在县治北；五乡——

阳平乡在县治东，武阳乡在县治南，斗城乡在

县治南，弁山乡在县治北，莘亭乡在县治北。

明初编户十四里：一乡、二乡、三乡、四

乡、东五乡、西五乡、柳家屯、丁里长屯、刘

里长屯、臧家屯、西大屯、西小屯等。明天顺

四年(公元1461年)增编为十八里：旧一乡在

县治北二十五里，辖二庙、二村、十二庄(具

体名称略，下同)；IB-"乡在县治西南二十五

里，辖一冢、一佛堂、一疃、一店、一务、一

庙、二寨、四村、六庄；旧三乡在县治西三十

里，辖一店、一疃、四村、六庄；南四乡在县

治西北三十里，辖一寨、一集、一巷、六庄；

北四乡在县治西北四十五里，辖一堂、一集、

二店、二寨、一村、七庄；东五乡在县治北四

十里，辖一村、二寨、八庄；西五乡在县治西

北四十五里，辖一厢、一庙、一巷、一疃、二

村、十四庄；在城乡在县治，辖五街、八巷、

四厢；新一乡在县治西北四十里，辖三庄；新

三乡在县治南三十里，辖一店、一潭、一村；

新三乡在县治西三十里，辖三村；东屯一乡在

县治东北十五里，辖一屯一庄；中屯一乡在县

治北十五里，辖一屯、一头；西屯一乡在县治

北二十里辖二屯；西屯二乡在县治西十五里辖

四屯；南屯二乡在县治南三十里辖一屯一窑；

屯四乡在县治西二十里辖三屯；新屯二乡在县

治南二十五里辖三屯。

清代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基本沿用旧

制，城内街巷按东南西北划分四坊：居仁坊、

归厚坊、安善坊、民德坊；城外村庄分为五

乡：东为阳平乡，南为武阳乡，北为弁山乡，

北为莘亭乡，南为斗城乡。以上“四坊五乡”

仅为街巷、村庄总名，不属行政区域单位。行

政区域单位仍为明代天顺年间编定的十八里

(即18个乡)，且乡名亦未更改。光绪十三年

(1887年)废旧制，将全县分为刚健中正十八

里，每里十甲，每甲一至八个村不等，共辖

540村，各乡里名称为：东乡刚一里、东乡刚

二里、东乡刚三里、西乡健一里、西乡健二

里、西乡健三里、西乡健四里、西乡健五里、

南乡中一里、南乡中二里j南乡中三里、南乡

中四里、南乡中五里、北乡正一里、北乡正二

里、北乡正三里、北乡正四里(旧志缺载一乡

里名)。

民国二十年(1931年)莘县设6区98乡

镇，辖450村，区设区公所，置区长一人。各

区及所辖乡镇情况是：第一区1镇11乡84村，

其中莘亭镇辖县城及四关厢、自由乡辖温庄等

6村、平等乡辖王庄等lO村、博爱乡辖牛庄等3

村、三民乡辖彭庄等12村、四权乡辖相庄等15

村、大同乡辖郑庄等6村、自治乡辖潘庄等7

村、维新乡辖于庄等4村、忠孝乡辖单家庙等3

村、仁爱乡辖徐庄等1l村、信义乡辖武庄等4

村、和平乡辖冯海等3村；第二区辖2镇16乡70

村，分别为务本乡务本庄等2村、守望乡大三

门等3村、姬家乡-'2村、销金寺乡3村、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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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3村、仁爱乡赵庄等4村、大杨乡1J卜j"、郭家

乡5村、博爱乡小杨家等3村、四义乡柴家庙等

4村、八屯乡周家屯等7村、六合乡小马庄等7

村、白马乡5村、仁里乡十里岔等5村、忠正乡

蒋庄等4村、马桥镇3村、河店镇5村；第三区

辖3镇16乡54村，分别为儒林乡3村、范海乡3

村、麻寨乡2村、杨庄乡4村、雅淡乡3村、平

等乡孟家等3村、柴庄乡4村、信庄乡3村、净

化乡4村、南阳乡2村、和平乡乜家等5村、甘

寨乡1村、张炉乡2村、明公乡3b-j"、落寨镇3

村；第四区辖2镇17乡71村，分别为莘贤乡辖

曹楼等2村、阳平镇辖李家园子等2村、孝廉乡

辖姜庄等4村、忠义乡辖沈庄等3村、和睦乡辖

李楼等9村、和平乡辖韩楼等5村、仁风乡辖西

王庄等2村、仁里乡辖宫庄等2村、义和乡辖马

蝈3村、平安乡辖孙二庄、忠正乡辖柿子园等4

村、孝友乡辖王化等4村、尚德乡辖于楼等3

村、振武乡辖马村等3村、仁贵乡辖何庄等4

村、怀德乡辖石苑疃等7村、大同镇辖官目集

等7村、新华乡辖中牟疃等3村、新民乡辖南无

村等3村；第五区辖1镇16乡102村，分别为大

屯乡2村、五福乡辖邢家屯等五村、安乐乡辖

安家庄等9村、礼院乡2村、尧舜乡辖尧字村1

村、人和乡辖东辛庄等16村、近城乡辖张汤庄

等8村、三民乡辖马厂3村、民生乡辖宋家庄等

1 1村、田集3乡辖田家集等5村、共和乡辖宋庄

等11村、大同乡辖前炉村等7村、义合乡辖梁

皮营等7村、四合乡辖贾庙等4村、常乐乡辖南

常庄等4村、平等乡辖杨河口等4村、俎店镇辖

俎家店等2村；第六区辖l镇11乡96村，分别为

信民镇辖黄楼店等3村、靖南乡辖杜庄等4村、

鹏程乡辖鞠屯等3村、维新乡辖丁庄等6村、闪

里乡辖尹营等5村、北平乡辖林庄等8村、仁厚

乡辖赵庄等9村、望假乡辖枣科等8村、镇西乡

辖赵皋等9村、遵五乡辖张洼等6村、东鲁乡辖

宁堂等3村、义勇乡辖尚楼等5村。

1939年9月，莘县抗日民主政成立后，建

立6个区：一区莘城、二区姬家、三区燕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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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大索庄、五区田集、六区黄楼店。

1943年7月，成立莘朝县抗El民主政府，

设五个区：一区莘城、二区城西北、三区大索

庄、四区张鲁、五区王奉。

1945年8月，莘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设7个

区：一区城关、二区燕店、三区王奉、四区张

鲁、五区大宋庄、六区田集、七区黄楼店。

1949年9月，元朝县撤销，朝北部分划为莘县

第八区。

1949年10月设6个区：城关、燕店、宋

庄、王奉、张鲁、十八里铺。

1956年3月，观朝县撤销，朝城、妹冢2区

划归莘县，时为8个区，下设77个乡镇。王奉

区8个乡：帽子岩、东滩、东宋村、余庄、东

丈八、大王寨、武家河、王奉集；燕店区10个

乡：魏庄、明公集、邹巷、赵庄、马桥、后柴

庄、大杨家、河店、翟庄、燕店；张鲁区7个

乡：河崖、耿楼、麻寨、北安头、营头、中牟

疃、张鲁镇；城关区1阶乡：白马庙、冯海、
王庄、臧屯、张屯、谢庄、城关、后李庄；宋

庄区8个乡：许村、袁花园、东函丈、榆林、

毕屯、俎店、山堂、·陈集；十八里铺区7个

乡：十里坞、尹营、玉皇庙、前高庄、田集、

贾庙、黄楼庙；妹冢区14个乡：东高庄、常

庄、苗楼、前王铺、杨庄、东沙河、妹冢、五

里屯、康园、草佛寺、刘羡、桑庄、张寨、后

董庄；朝城区13乡镇：栾屯、纸坊、谢集、高

前庄、后种楼、前戴庄、兹营、魏花园、李大

人庄、五里垢、东孟庄、砖庄、朝城镇。

1958年撤区建2镇13乡。2镇：城关、朝

城；13乡：单庙、销金寺、燕店、明公集、大

王寨、王奉、张鲁、宋庄、俎店、十八里铺、

妹冢、八里庄、刘羡。

1958年撤乡成立8个人民公社：城关、燕

店、王奉、张鲁、十／蜥、朝城、妹冢、俎店。
1958年12月撤莘县，燕店、王奉两社归冠

县，其余归范县。

1961年7月恢复莘县建制，仍为8个公社，



概述

其中俎店公社改名董杜庄公社。

1962年9月，改设8个区。原董杜庄公社改

为俎店区，其他未变。

1964年4月，范县的王庄集、观城两个整

区和古城、古云、樱桃园3个区的大部区域划

归莘县，时为13个区，下设90+人民公社(后

习称小公社)。

1971年1月撤区建21个人民公社：城关、

单庙、河店、燕店、俎店、大王寨、魏庄、王

奉、张鲁、朝城、妹冢、十八里铺、徐庄、张

寨、樱桃园、古城、柿子园、大张家、观城、

古云和王庄集。原小公社改称战区，后称管理

区。1983年城关公社改为城关镇。

1984年撤公社，全县改建为28个乡镇(5

镇23乡)，分4个办事处，下设104个管理区，

1133个村民委员会(即行政村，由原生产大队

改建)。

4个办事处(县派出机构)：城关、马西

(驻大王寨)、朝城、樱桃园。

城关办事处计1镇6乡：城关镇、单庙、河

店、燕店、刘庄、俎店、董杜庄。

马西办事处计1镇5乡：张鲁回族镇、大王

寨、王奉、岩集、魏庄、邹巷。

朝城办事处计1镇7乡：朝城镇、张寨、妹

冢、徐庄、十八里铺、王铺、马集、舍利寺。

樱桃冈办事处计2镇5乡：观城镇、古城

镇、樱桃园、王庄集、古云、大张家、柿子

园。

1987年，古云、大张家2个乡改设镇。至

2000年，单庙乡改设为莘亭镇，城关镇改名莘

城镇，十八里铺乡、燕店乡、董杜庄乡先后改

设镇。2001年，樱桃园乡、王奉乡撤乡建镇已

报省审批。

2001年3月，裁撤6个乡建制，将全县28个

乡镇合并为22个乡镇：岩集乡并入王奉乡，邹

巷乡并人魏庄乡，刘庄乡并入张鲁回族镇，王

铺乡并人十八里铺镇，马集乡并入王庄集乡，

舍利寺乡并入古城镇，其他乡镇未变。

附：原朝城县、观城县基层行政区域I谖t

原朝城县(含观朝县)

朝城县为汉置东武阳县，唐改称朝城县，

1943年和1953年两度与观城县合并为观朝县。

1956年秋。观朝县撤销，朝北属莘县，朝南归

范县，自此结束朝城为县的历史。

清代以前，朝城基层行政区域单位的设置

情况旧志未详。据清末《朝城乡土志》载，全

县按在、沙、秋、东、仁五字分为十七里：在

一里城东北徐庄一带，在二里城东南谢集一

带、沙一里城东南李台一带、沙三里城东南舍

利寺一带、沙四里城南柿子园一带，沙五里城

西南刘菜园一带、沙六里城西南马集一带、秋

一里城西北刘羡一带、秋三里城西张寨一带、

秋四里城两北康园一带、秋五里城北罗屯一

带、东二里城西北妹冢一带、东i里城西北毕

屯一带、仁一里城西北岩集一带、仁二里城西

北王奉一带、仁三里城西北大王寨一带、仁四

里城西北张鲁一带(未将沙二、秋二、东一列

序)。同时，城内按方位分东南、西南、西

北、东北四个区。

民国元年(1912年)全县划分6个区，下

设17里：城区11街4关厢51村，临漯区3里99

村，刘羡区3里108村，王奉区4里78村，舍利

寺区4里128村，柿子园区3里87村。民国三十

二年(1944年)一月县公署建设科监制的《朝

城县地图》显示，全县辖5个区24乡镇602村

庄：第一区辖县城、孟庄乡、钟鼓楼乡、八里

庄乡、谢集乡；第二区辖虞铺乡、黄堤口乡、

舍利镇、仁义乡、李台镇；第三区辖刘羡镇、

沙河乡、马集镇、张寨镇、柿子园镇；第四区

辖张鲁镇、山堂乡、毕屯镇、妹冢镇、栾屯

镇、胡集乡；第五区辖帽子岩乡、罗庄乡、王

奉乡、大场乡。

1939年5月，朝南工委成立并先后建立城

南、城西和城西南3个区。1939年7月，朝北工

委成立后辖3个区(分别在张鲁、王奉、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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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一带)。

1940年2月，朝城县抗日政府成立，时辖5

个区：一区城周、二区城东一带、三区马集一

带、四区毕屯一带、五区王奉一带。

1940年8月日伪占据朝城。10月，抗日县

政府将全县划分为105"区：一区城周、三区舍

利寺一带、四区金堤一带、五区马集一带、六

区刘羡一带、七区山堂一带、八区张鲁、九区

大王寨、十区王奉、新一区活动在四五区之

间。不久，八、九、十3个区随朝北划出。

1943年1月，观朝县与朝城县合并为观朝

县，建立6个区，7月增至7个区：一、二、

三、四区为原观城县一、二、三、四区。五区

马集一带，六区岔楼一带，七区刘羡一带。

1944年5月，朝城县恢复，全县划分6个

仄：一区孟庄、二区张寨、三区翟庄、四区八

里庄、五区阎堤、六区舍利寺一带。

1945年9月，朝城县改称南峰县，1949年5

月复称朝城县，其间辖6个区：一区孟庄、二

区刘羡、三区栾屯、四区舍利寺、五区妹冢和

城关区。1950年缩为3个区：一区城关、二区

妹冢、三区徐集。

1953年8月，朝城县与观城县再度合并为

观朝县(驻朝城)，辖6个区，1955年9月区公

所按驻地名称呼：一区(城关区)‘、二区(妹

冢区)、三区(吕村区)、四区(观城区)、

五区(大张区)、六区(徐集区)。

1956年3月观朝县撤销，城关区和妹冢区

划归莘县，其他4个区划属范县。

原观城县

夏为观国，为太康第五弟所封(或说为少

康所封邑)，周为卫围，西汉置县，王莽时改

称畔观县，东汉更名为卫国县，隋改称观城

县。1943年和1953年曾两度与朝城县合并为观

朝县。1956年观朝县撤销后，’辖域划归范县，

1964年原辖区划归莘县。

．6．

据清道光《观城县志》载，观城县全境东

西宽28里，南北长35里。元及前代设三乡，一

名安定、崇福、显仁，一名吴娄、宗娄、耿

蝈。明及清初设九里，后增为十里(五堡五

屯)：耿蝈堡辖南门内外街及田家河等22村，

宗娄堡辖谷疃集等15村，吴娄堡辖蒋店、王顺

廷庄等14村，在坊俸(明代称在城乡)辖东门

内外街及马家沟、野猪林等17村，永康堡辖西

门内外街及原家庄等14村，新兴屯辖富南村等

125寸，兴原屯辖仓上等10村，黄蝈屯辖小王庄

等105寸，小张屯辖城内北街及小张村等19村，

宗娄屯辖文家村等1 1村。

据清末《观城县乡土志》载，观城全境分

耿、辛、宗、兴、永、吴、召、在、黄、娄共

十里：在里在城东三里，娄里在城东十里，宗

里在城东之北二十五里，吴里在城东：It-十

里，黄里在城东北五里，召里在城西北八里，

永里在城南八里，辛里在城西南十八里，兴里

在城南十五里，耿里在城东南十里。

民国初，观城县设城区、城东区、谷疃

区、城南区共4个区，区下设乡里情况未详。

1939年9月中共观城县委建立后，在原区

划基础上，逐步建立4个区委c一区城南，二

区薛屯、王庄集一带，三区史楼、红庙一带，

四区铁庙、商王庄一带。

1940年2月观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

建立两个区级抗日民主政权：一区(城东区)

辖县城至谷疃以北农村，二区(城南区)辖城

南及东南部农村。是年夏，全县增建为8个区

政权：一区山谷、二区大张、三区文明寨、四

区会河、五区庄和、六区耿王、七区五娄屯、

八区赵海。

1941年夏，撤销84"区政权，按原区划建

立4个区抗日民主政权：一区城关、二区十王

庙、三区史楼、四区商王庄。至1943年1月并

入观朝县。

1944年5月恢复观城县建制。秋，原观朝

县第一、二、三、四、五、六区划归观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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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调整区划，全县设4个区：一区城

关、二区谷疃(1945年9月十王庙)、三区吕

村、四区大张。

1948年3月，全县调整为5个区：一区观

城、二区十王庙、三区马集、四区大张家、五

区薛屯。

1950年初，全县由5个区合并为3个区：一

区观墟、二区吕村、三区大张家。

1953年8月，观城县建制撤销，原观城县

与朝城县合并为观朝县。观城为观朝县第四区

驻地。

村庄建设

(一)村庄形成及村名变化。莘县古为黄河

通衢，属中华古文化的摇篮区域之一。古人趋

水为生，结群而居。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内已

有氏族部落存在。观城夏为观国，莘县为春秋

卫国莘邑，可见很久前境内已有城镇存在。有

城即有郊、有村庄。但境内早期村落的形成情

况今人已不得知。明代前。莘县、朝城县和观

城县人口数量均较少，明朝几次迁民后，人口

渐多，新的村落不断形成。据清光绪《观城县

志》载：全境分五堡五屯，日堡者土著也，日

屯者迁民也，与军屯异。明洪武二十八年二月

迁登莱民于东昌，永乐九年迁三府民于东昌、

兖州诸府，故有屯有堡之分。后堡、屯不复有

土著和迁民的概念。县政协副主席杨巨源将莘

县村名形成特点归纳为9种，并对全县120价
自然村名称作分类统计，现摘以供参考：

l、姓氏地名。因某村落系某姓人最先聚

居之处，或某姓人在该村落中占数量优势，村

名前便冠以某姓氏，形成“姓氏+村(庄、

家)”的格式，如杨村、马村、王庄、李庄、

姬家、杜家等。这类地名在莘县地名中占大多

数。有些村庄历经变迁，原来为主的姓氏已退

居少数地位，甚至已经绝迹，但村名一直未

变，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情况。有姓氏地名，

姓氏后面不是“村、庄、家”，而是“楼、

屯、坊、铺、店、集、庙、寨、营”等，这就

使部分姓氏地名兼有了其他类型地名的特点。

纯姓氏地名只是宗族聚居的标志，一般没有什

么特别的来历可供探讨。只有兼有其他类型地

名特点的姓氏地名才有研究价值。

2、地理地名。这类地名多因村落的地理

位置而起。有的指示与某地的相对距离，如十

八里铺、八里庄、三里营等。有的指示某村所

处的特殊位置，如张洼、白滩、陈堤口、杨河

口、张湖涯、南无村、弯堤等。有的指示与某

地的相对位置，如高前庄、东孙庄、前黄楼

店、西池等，有的则干脆借用地形地物的名称

作为村名，如道士路、沙河、花园等。

3、建筑地名。因村中或附近有引人注目

的建筑物，便取个与该建筑物有关的名字。如

岔楼、王观、张大庙、草佛寺、舍利寺、钟鼓

楼、山堂、西寺、中心阁等。有的村庄建有围

村沟墙，村名便常带有“寨”、“海”字样，

如百寨、张寨、大王寨、潘海、田海、余粮海等。

4、物产地名。因该地盛产某种物产，便

取个与物产有关的村名。如花园、菜同、菜杨

庄、柿子园、樱桃园、苇园、葛针王庄、枣科

杨等。

5、军事地名。有些村名与军队屯田和军

队管制上的民屯有关，如邵张屯、毕屯、段

屯、张义屯、陈营、牛营、小营等。还有的因

有军队曾在此安营扎寨，便取个带“寨”字的

村名，如北寨。带“寨”的村名，多数是因村

周修有寨墙而起，不在此例。

6、工商业地名。客栈多的村一般以“店”

为名，如燕店、河店、黄楼店；曾设为驿站的

村一般以“铺”为名，如十八里铺、王铺、堰

里铺等。以打铁为业的村庄多以“炉”命名，

如张炉、郭炉、谢炉、张铁炉等。从事其他手

工业的也多在村名有所标识，如纸坊、王绳庄

等。凡有集市的村庄，村名中多带有“集”

字，如王庄集、马集、富余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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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物地名。因本地出过较有影响的人

物，便取个与此人有关的村名。如王莽庄、李

大人庄、李凤桃、张青营、张化龙、李名杨等。

8、会意地名。用比较含蓄的村名表示人

们的主观意愿与祈求。如仁义村、呈旺、尧

舜、洪福集、富余集、余粮海等。

9、谐音地名。有些地名，或因听之不

雅，或因用字不通俗，或因方言上的习惯，时

间一久逐渐谐音变字。如“洪庙”变成“红

庙”，“庵尚”变为“安上”，“难庄”变为

“南庄”等。

清代及民国曾以仁、义、礼、智、信等字

冠以乡里名称，文化大革命时期公社一度冠以

“东风”、“红星”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时髦名

称，但均未能流传下来。纵观历史，地名不断

发展变化，形成地方文化特色，且多有规律可

循的有15个，全县自然村1208个，以“庄”为·

名者465个，占自然村总数的38％，其中城关

镇58个，朝城镇48个。

以“楼”为名者72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6％。

以“家”为名者56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5％。

以“村”为名者47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4％。

以“庙”为名者47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4％。

以“屯”为名者34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3％。

以“海”为名者30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2．5％。

以“集”为名者24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2％。

以“园”为名者24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2％。

以“营”为名者23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1．9％。

以“店”为名者18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1．5％。

以

1．4％。

以

1．3％。

以

1．2％。

“寨”为名者17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寺”为名者15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口”为名者14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以“堂”为名者12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1％。

建国前，村庄名多为3个字，首字多为

姓，末字多为“村”、“庄”等，中问字一般

为“家”，如孙家庄、文家村等，中间为家的

村约占三分之二。后多省“家”变为二字村。

1982年县政府行文更改210个村庄，将部分二

字村改为3字村名(附原文)。

据《莘县文史资料》(莘县之最)统计，

除4个老县城外，莘县最大的自然村是张鲁，

1994年总人口4619人，分东、西、南、北、中

五个街居民委员会。3000)k以上的自然村依次

有古云、滩上、白马庙、主卜营、燕店、妹

冢、耿楼、耿王村、大索庄、马村、樱桃园

等，多分为几个行政单位，并逐渐形成独立村

概念。4个老县城人口依次为莘城(4个行政单

位)23852人，朝城(8个行政单位)9544人，

古城(7个行政单位)8267人，观城(7个行政

单位)4175人。最小的自然村为柿子园乡的连

庄。仅有一户人家，隶属于王绳庄村，七十年

代初消失。历史最短的自然村是莘亭镇的胜利

村，建于1971年。

清代前，境内4县城的四关街厢一般不编

入乡、里，或称在城乡、里等，可能有直辖之

意。此后多编入区、乡等。建国后多设置村级

行政单位。为便区别，1982年后，4县城等关

街除莘城外，均冠以原城名，如观城南街、朝

城南街、古城南街等。

(二)村庄组织建设。清代及民国初，村设

村长1人，部分设有帐先(会计)，有的建有

联庄会等组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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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农会，设会长1人，同时建有民兵、青年、

妇女等组织，参与抗日、支前、土改、生产等

活动。1948--1949年，民主选举村政委员会，

各村设村长、帐先，掌管村政和财务等。1944

年后，以生产互助为主要形式的互助组在全县

逐步普及。1951年后转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1955年后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至1958年实

现人民公社化。合作社设社长、副社长。1958

年9月，莘县高级社637个，组成8个人民公

社，辖796个生产大队，3047个生产小队。生

产大队(大村可分几个，小村由几个村合建一

个大队)设大队长、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

长、青年团书记、治保主任等职。生产小队设

队长、会计、妇女队长等职。1978年全县有生

产大队998个，1984年1124个，1984年社改乡‘

后，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小队改为

村民小组。1999年全县共有村民委员会1153

个，村委主任实行选举制。80年代后，各村设

计划生育干部(后称计生主任)，大多村建有

红白理事会等，处理村民婚丧事务。

1931年春，东节村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

后，党的村级支部逐步建立起来，至建国初

期，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但发挥着重要领

导作用。建国后，党的村级支部逐步健全完

善，党的支部书记成为村里的一把手，部分村

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村革命委员会取代村党政职能，村革委主任为

村一把手。村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

协)，贫协主任一般由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担

任，参与村的领导工作。1971年后恢复党的组

织，1978年后村革委会、贫协取消。1984年后

建立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委员会合称“村

两委”，为村的党政领导机构。

(三)经济发展。建国前，农村生产条件较

差，粮食产量低而不稳，风调雨顺年景，亩产

粮食百斤左右，半年糠菜半年粮，尚可糊口。

若遇灾荒，逃荒要饭，饿死人的现象便成常

事。建国初，农村走互助合作道路，抗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

展。1958年后，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

社，加上60年代初期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

经济出现严重滑坡，直到文革结束，多数农

民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科学种

田，产业结构调整，种、养、加工各业全面发

展，农民生活不断得以改善，农民收入1949年

人均56．15元，1956年增到70．44元，1961年降

到32．18元，1971年首次突破百元关，达到116

元，1981年突破200元关，达到247元，1987年

487元，1995年突破千元关，2000年突破2000

元大关，达到2074元；。1994年实现村村通电，

1996年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200(0农民人均
住房面积达到l8平方米。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

械化和半机械化。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不断得到

加强，村办公室、档案室、卫生室、学校等条

件普遍得到改善，农村经济在全县经济中始终

占据主导地位。

附一 受省、市、县表彰的乡镇

(属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由县委、县

政府2001年3月31日公布，属党的先进组织的

由县委于2001年7月公布)

省委、省政府授予观城镇

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省综治委授予莘亭镇

创安先进单位

省科协授予邹巷乡

全省农村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省计生委、计生协会授予莘亭镇

计划生育协会工作先进镇

市委、市政府授予

(一)全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明星乡镇

1、蔬菜明星乡镇：魏庄乡、十八里铺

镇、燕店镇

2、畜牧明星乡镇：莘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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