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

鲁

书

社

山东。郓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帮凇墨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

郸减．滕态圈

山东省郓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齐鲁

书

社



主 编

副主编

辑

郓 城县 志

陈传铮

侯宪起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刁怀玺王龙斋王广华李兴亮

陈传铮陈兴立杜文东侯宪起

施立人智庆鹏蒋春玲



序

‘在郓城县委和县政府的亲切关怀下，郓城县史志办公室和有关部门通力合

作，几经寒暑，辛勤笔耕，《郓城县志》终于面世了。这对郓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是个重要贡献。

编纂地方志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科学资料和依据，借用历史经验，指导当前工

作；又可为当代和后代提供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郓

城县志》根据编纂地方志的要求，坚持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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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如实记述了郓城县自鸦片战争以来社

会、自然、人文等各方面的重大变革，重点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和

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它必将在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方

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郓城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

多年间，郓城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

压迫与剥削，加之连年战争和天灾人祸，人民苦不堪言。为了求生存，英勇顽强

的郓城人民，以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同“三

大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许多革命先烈、仁人志士献出了宝贵生命，谱写了

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原在济南高中读书的共产党员梁仞

仟，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回到家乡郓城从事建党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经他积极筹备，于1938年1月建立了第一个郓鄄巨菏工委(后改为郓城中心县

委)，从而使郓城的革命事业步入了共产党领导的航道。

抗日战争期间，郓城是日伪推行强化治安的重点县。日军占据县城达8年之

久，并在各区安设了30多处据点，“清剿”、“扫荡’’连年不断，斗争十分艰巨。解

放战争期间，郓城是冀鲁豫战场上的一个战略支点。国民党军为了阻止人民解放



序

军渡过黄河，曾经数度占据郓城，设重兵防守。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三郓"的

党政领导，遵照上级指示，一面坚守阵地，保护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动员

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黄河，实施战略出击准备必要的条

件。总之，两次战争，郓城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全国

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1550多位为国捐躯的先烈可以作证。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郓城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

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社会主义建设大大加快了步伐，使郓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个历史时期的

光辉业迹载入史册，可使后人深切懂得：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我们幸福的今天和光辉灿烂的明天。

]-11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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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健月雷佴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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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迭印着郓城人民在历史奋进中闪光脚印的新地方史志——《郓城县志》，

今天粲然面世了。这是当代地方史志编纂、出版工作中一项值得珍视的新收获，也

是郓城人民在改革盛世总结盛举的结晶，对后世将提供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经验

和鉴戒，产生深远影响。

我几十年沐浴郓城境域的阳光雨露，吮吸郓城大地的泥土芳香，对故乡衷曲

至深。今有幸先读《郓城县志》，油然涌起无限的乡情乡思。

郓城，评古论今，都是闪烁熠熠光辉的名字。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勤劳、质

朴的郓城人民，千百年来在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励精图治，演

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他们与贫穷落后搏斗，与压迫剥削抗争，向邪恶

势力进击；当历史把郓城人民推到创建一重新天地时，他们又以英勇无畏的革命

精神，战斗在炮火连天的艰难岁月，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涌现出无数可歌可

泣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郓城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家

园的日日夜夜里，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可以说，既有胜利的

喜悦，又有遭受挫折的困惑和疑虑；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

郓城人民焕发了青春，他们以崭新的风貌，无穷无尽的聪明智慧，为建设美丽富

饶的新郓城，进行开创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今，郓城县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各项事业的兴旺，人民的安定团结，都是空前的。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目睹了历史风云的变幻和郓城现代

的变迁，有责任把郓城巨变的历史轨迹——人民走过的道路记录下来；把郓城人

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艰苦奋斗的壮举和取得的辉煌业绩载入史册，编纂成书，

蹦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有志于《郓城县志》的编纂者，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人

民的期待，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坚持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科学的、战斗的态度，遵循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不虚美、不掩过，经过10几个寒冬酷暑的拼搏，挖掘整理了大量

珍贵的历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用心血和汗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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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铸成《郓城县志》这一宏伟2r_程。

我的话不堪n1序，谨借《郓城县志》出版之机，表达一下兴奋的心情，以向

郓城人民祝贺。并深信，郓城县人民从这部志书中，会更深刻地理解过去，更深

情地热爱现在，更深远地思考未来，全身心地投入家乡四化建设的伟业，为郓城

以崭新的风姿屹立于齐鲁大地，而努力拼搏!

石洪 印
一九九一年于泉城



一部记载郓城衰兴辱荣、凝结编纂者心血汗水的浩篇巨著——新编《郓城县

志》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谨代表中共郓城县委、郓城县人民政

府，热烈祝贺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的出版，衷心感谢所有躬亲此举的各级

领导和各界人士!

新编《郓城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

用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全面地展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郓城社会发展

的画卷，更以浓墨重彩生动地再现了郓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民主

自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举。它突破了旧方志的窠臼，集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人物、风俗等于一体，堪称“郓城百科全书"，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读之令人感慨万千，爱不释卷。

一览《郓城县志》，古往今来尽收眼底，倍感新旧社会两重天。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前，历代郓城人民被苦难所折磨。特别是近代，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兼有旱、涝、蝗、水等灾害肆虐，凶荒疫疠，动

乱连绵，致使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纵有众多志士仁人呼号奔走，及乡绅官吏为

民请命，终不能拯救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郓城人民才真正走上了

翻身得解放的道路。他们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旗帜，英勇顽强

地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长期的浴血战斗，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

国光辉灿烂的春天，翻开了郓城史册上新的一项。建国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指引下，郓城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与天斗、与地斗、与错误思想斗，历经

曲折，取得巨大成就，使郓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全县人民焕发出更大

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农业、工业、商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各业迅猛发

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9．64亿元，是1949年的

30倍；粮食总产44．6万吨，是1949年的3．9倍；棉花总产2．34万吨，是1949

年的19．5倍；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3．08亿元，更是旧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尽管

l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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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曾遭受过一些困难和挫折，但勤劳勇敢的郓城人民拥护中

国共产党，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不渝。旧社会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

生活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今日的幸福生活他们倍加珍

惜。抚今忆昔，郓城人民一定会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牙放，争取更

加伟大的成就，谱写更为壮美的新篇!

《郓城县志》经10年寒暑，数易其稿，编纂人员费尽心血，终成巨著，实为

郓城人民立一大功。功在当代，并惠及后世。全县各级领导当以此为镜，察善恶，

知美丑，全面、客观地认识郓城，把握郓城的历史脉络，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切

实依据县情科学决策，努力开拓前进；全县人民当以此为师，从中获取教益，陶

冶情操，珍视郓城的光荣历史和来之不易的盛世良机，发扬光大先辈艰苦创业、百

折不挠的优良传统，同心同德，为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郓城而

努力奋斗；亦愿眷恋桑梓故土的各方游子及关心郓城发展的海内外宾朋，借《郓

城县志》进一步熟知郓城、热爱郓城，为造福郓城人民奉献力量!

魏 昌 启

贾 学英
199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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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忠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

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准确地记述本县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历

史与现状。

二、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突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突出

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本志断限，原则上为1840---1990年。为了照顾所记事物的完整性，少数

章节内容适当上溯。

四、全志共设24编、125章、380节，节下分目。部分编正文前冠以无名序。

另有概述、大事记、杂记、附录不在编的序列。

五、本志记述方法是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运用史书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

表述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以图、表、照片等为辅；记述语言用语体文，但引文

和附录不作古文今译。

六、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名称等，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出现时则

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

“建国后"。

七、纪年方法：1949年前，先用阿拉伯字书写公元纪年，再用汉字在括弧内

注明中国纪年。行文中必须用中国纪年处，再用括弧标明公元纪年。1949年以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计数与计量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专门名称及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

一律用汉字。
j

九、本志不为生人立传。凡立传者，不分其出身、社会地位，都是对社会发

展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并在郓城人民群众中有较大影响者。立传者以本县籍人士

为主，亦有少数客籍爱国志士。不立传的革命烈士，则简介其生平，或载入《革

命烈士英名录》，另辑入少数罪大恶极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人物，以儆后人。
· ／

}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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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资料来源，大部分来自省、地、县档案馆及本县各局(公司)编写的行

业志，另一部分来自旧志、碑文、家谱、旧书报杂志和有关人士回忆录及口碑资
J

料等。1949年后各种数字，均系县统计局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数字。选入
、

1I

附录的艺文，以反映本县史实为原则，作者籍贯不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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