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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该镇所辖村庄，清末分属濮县和郓城县玉两、纸东、冷两、华营和李北诸里。

1928年，除武安、段庄、孙庄、冯庄等8个村归属濮县外，绝大多数村隶郓城县五区宋庄、

王老虎、王庄、季园和六区吕公、善人6乡。194卜1942年划分郓城、郓南县时，归郓南县
三区和五区。1942年归郓鄄巨菏办事处。1943年11月属临泽县，1944年12月又划归郓巨县

六区。1949年属郓城县五区和六区。1952年隶六、七、八区。1958年初属武安、王老虎、

五界首王楼和郭庄4乡，同年秋建武安公社。1959年9月将邵集等7个大队划出归东张楼公

社，把赵楼公社的三屯大队划归该社箭辖。1967年社驻地由宋庄迁武安村北。1978年12月

划该社所辖高庄等2个大队归郭屯公社，李桥等3个大队归唐庙公社，侯营等23个大队归双

桥公社，并将原属黄安公社的冯庄等7个大队和陈坡公社的胡庄等7个大队划归该社管辖。

1984年撤社建乡镇时，改为武安镇，并将原属赛楼、王杨庄、徐伍屯、东徐垓、江湾、刘

庄、刘胡庄、西徐垓、前胡庄等9个自然村划归五界首乡：后屯、中屯、前屯、杨垓、阎

庄、赵庄、孟庄、王老虎、王菜园、西付庄等10个自然村划归三屯乡。到2000年底，全镇

辖36个行政村，60个自然村。2001年2月乡镇机构改革时，原武安镇、五界首乡2个乡镇合

并为武安镇。2002年底全镇辖60个行政村，94个自然村：全镇1000人以上的村庄20个，

2000人以上的村庄2个。

【地理位置】 武安镇位于郓城城两南17．5公里处，因镇机关驻地武安而得名。该镇四邻

黄安、陈坡2乡镇，东靠郭屯镇，南和唐庙乡毗邻，北与双桥乡接壤，总面秘9l平方公里。

镇政府位十镇中心的程庄村东侧、武安村北端，镇直各机关部门皆设在这里，是武安镇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人口】 2002年全镇总人口59452人，其中，男性30425人，占5 1．2％：女性29027

人，占48．8％，人口密度653．3人／平方公里，人口自然增长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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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县乡村志

【自然状况】 全镇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是淤地，土质肥沃，气候

温和适宜。全镇耕地91074亩。水利条件便利，境内有大小河流42条，向阳河为东西主干河

流，三分干横贯镇南部，五界新河贯穿南北，沟渠纵横交织，排灌便利。主要盛产小麦、

玉米、棉花、大豆等，是全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盛产区。

武安历史悠久，境内有战围、汉代遗址墓地ll处，马陵之战、桂陵之战遗迹犹存。据

考证，这里还是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膑的故里，该镇的孙楼建有孙膑祠：飞集村南有徐

洪儒所率义军合葬公墓l座，俗称“万人蝈堆”。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人民

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曾在该镇的于庙村彭纯翠家设立指挥部，指挥人民解放军强渡

黄河、攻打郓城；1937年郓城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由梁仞仟在该镇的洪王村组织成立，次

年1月，中共郓城中心县委又在该村成立。

【交通通讯】 1990年以前，武安镇全部为乡村土路，交通极为不便，1990年以后，交通

发展迅速，220国道、武安至华营路、武安至郭屯路、武安至五界路贯穿全境。1995年投资

250万元修建了环镇公路29公里，2002年境内公路总长度达50多公里，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

路。该镇距嘉祥机场40公里，京九铁路贯穿全境。济(南)菏(泽)、日(照)东(明)

高速公路从镇南穿过，到青岛港、天津港、连云港朝发夕至，菏泽海关、出入境检疫局及

集装箱站全面配套营运，可办理人员及货物的一切出入境手续。全镇有机动车辆6000余

辆，营运年收入达3200多万元。农村电话始于1958年，部分大队安装了手摇磁石电话。80

年代后期，大部分单位安有磁石电话。进入90年代通讯事业发展迅猛，到2002年底，全镇

安装程控电话6189部，实现了村村通电话，可直拨国内外，手机已成为普通的通讯工具，

微机、手机上网也已进入了部分家庭。

【经济状况】 建国前，武安镇农业、工业及服务业非常落后，1980年以来，三大产业均

取得长足发展。2002年底，全镇完成财政总收入45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56元，全镇储

蓄余额11000万元。

第一产业建国初期，粮食亩产60公斤左右，棉花亩产12公斤(皮棉)。1980年全镇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近年来，镇政府在大

搞水利建设的同时，立足本镇实际，积极调整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林果、蔬菜、

畜牧三大产业，到2002年底，全镇经济林达到12000亩，果品产量7215吨。全镇出现养殖专

业村17个，养殖专业户2100户，畜牧总产值达6000万元。全镇农业总收入1．36亿元。

第二产业新中国成立前，境内仅有少数洪炉、白铁等私营手工业。1958年开始发展

社队工业，先后建起铁工厂、窑厂等小型企业。80年代以来，镇政府放手发展乡镇企业，

先后建起了农机厂、窑厂、特铸厂、加油站、轧钢厂、植物油厂和化工厂等，其中。特铸

厂开发研制的“郓冶牌”耐热铬钢烧结机篦条，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

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第四届发明展览会银质奖、国家发明三等奖等。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扩大，1998年镇政府采用出租、转让、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对上述企业进

行改制。同时，该镇下大力治理经济发展环境，先后投资280万元，兴办了铸造、木材加

工、纺织三大工业园区，每个工业园区均达到“四通～平”，优越的条件、宽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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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镇

短短的三年时间，招商引资额达2．5亿元，新办工业企业项目32个，其中年产值达N500万元

以上的企业4个，宏远肠衣有限公司已达到国家商检局欧盟注册标准，获得进出口自主权。

全镇工业企业发展N30多家，已形成建材、化工、纺织、铸造、加工等八大门类，产品品种

已达到400多种，产品销往伞国20多个省市和日、美、法、德、英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第三产业新中国成立前，武安镇商业、饮食业、服务业、钱庄等店号较少。建国

初，集体商业开始发展壮大，1953年开始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丰义改造，1956年私营商业

大多数纳入合作化轨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私营商业、饮食业、服装

业日趋繁荣。武安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努力扩大市场贸易，在镇驻地进一步发展日用百

货、服装、农产品、建材等专业市场，内与农村集贸市场相连接，外与周边兄弟乡镇相沟

通，初步形成了以镇驻地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的郓西南集贸中心。2002年市场面积

29000m2，零售网点2400个，从业人员3618人，全镇营业收入5780万元，创利税460万元。

【科教文卫体】 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取得较快发展。2002年全镇有技术．KyJ2300名，其

中引进人才130名。全镇有农民专业研究会12个，企业技术研究会6个，企业攻关小组11个，推

广科技成果29项，搞技术革gr92项，有8项成果受到上级表彰，有3项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建困前，全镇有高级小学3处，学生356人；初级小学5处，学生273人。有私人开设的

小药铺6处，医生11人。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镇教育工作已形成基础教

育、成人教育、托幼教育相结合的综合体系。2002年全镇有中学2处、小学37处，教育普及

率100％，全部达到了“六配套”，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共有教职工497人，在校学生

8342人，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100％，适龄儿童入学率100％。镇建有家长学校、育龄妇女学

校、科技夜校6l处，幼儿园28处。

武安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境内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古迹犹存，拥有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10多处。2002年全镇有业余文艺宣传队7个，有民间艺术队13个，各类文化大院61个，

图书室、文化活动室61个，电视普及率达97．8％，发展通讯员5人。

2002年底全镇医疗卫生网络已经形成，已通过国家初级保健验收。镇设有1处卫生院和一

处门诊部，建筑面积达7612m2，其中业务用房面积3680m2，有干部职工126人，设有内、外、

妇、儿、中医、五官、皮肤等24个医疗职能科室，设有病床60张，已通过省卫生厅的“一等甲

级医院”验收。全镇有村级卫生室49个，甲级卫生室达标率占83％，共有医务人员103人。

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体育活动空前活跃，镇设有体育运动委员会，有体育场所5处，设施齐

全，青、老年体育代表队参加县运动会均取得较好成绩。其中洪福寺的老年体育队还被菏

泽市老年体协评为先进单位。

【计划生育】 1962--1966年开始由盲目生育走向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号召已婚者

采取避孕措施。197l—1978年计划生育工作开始正式纳入议事H程，1979--1990年计划生

育已成为摹本国策。镇政府一直把计划生育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加强人口计划管理，

制定岗位责任制，完善对人口学校的管理。200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4‰，计划生育

率96．1％，女性初婚晚婚率95．3％，人口出生合格率96％，节育措施及时率98．5％、有效率

98％，计划生育宣传、药具管理被评为市、县先进单位，连续5年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目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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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县乡村志

标责任考核好成绩。

【民政】 建国前，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每年都给烈、军属发放优待粮款。建国

后，优待粮款改为抚恤金，分定期和临时两种，抚恤对象除烈、军属外，又增加了对孤、

寡、病、残人的照顾。1956年以前，群众优待采取代耕地或包耕的办法，合作化以后，代

耕逐渐转为优待劳动日制度。优待标准一般相当或略高于同等劳动力工分水平。1978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烈军属实行户户优待、粮款并优的办法，优待量一般达到两人

平均收入水平。尽管富民政策使农村经济形势出现可喜的变化，但仍有一部分农户生活较

为困难，镇政府为使困难户尽快脱贫致富，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对缺乏劳动能力、无依无

靠的鳏、寡、孤、独和残疾农民，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制度，

由集体分散供养， “五保”户的财产最后归集体所有。90年代以来民政事业发展较快，

1990年镇建有敬老院一处，占地15亩，2001年乡镇规模调整后，敬老院迁往原五界乡政府

院内，入院老人达24人。2002年全镇发放社会救济款8500元、群众优待款137500元。全镇

60个行政村均建立了“红自理事会”，初步形成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良好风气。

【村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广大人民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建国后，随着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70年代农村以玉米、地瓜等粗粮为主食。80年代以

小麦面粉等细粮为主食。90年代以面食加鸡、鱼、肉、蛋吃好为主。穿着方面，70年代穿

青、蓝、白等单调衣服，进入新世纪后穿着颜色多样，样式款式新颖，逐步向高档发展。

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456元，储蓄余额人均1960元。辖区内楼堂瓦舍鳞次栉比，片片相

连，人均住房面积20平方米。全镇百户农民拥有电视机97台，收录机85台，洗衣机9l台，

自行车185辆，摩托车63辆，电风扇196台，空调、卡拉OK、VCD、小汽车也已进入了少数

家庭。在物质生活得到较好满足的同时，农民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从贫困型消

费结构向温饱型消费结构的转变，并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的消费结构的发展，由单纯

追求物质消费逐步向物质与精神文化消费并重模式发展。

【荣誉】 该镇获得的荣誉称号主要有：山东省党员电化教育先进乡镇、菏泽市党建工作

先进乡镇、菏泽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乡镇、菏泽市发展民营经济先进乡镇、菏泽rfi招商引

资先进乡镇、菏泽市科技工作先进乡镇、菏泽市计划生育一等奖等。

撰稿于加峰



武安镇

?

支书宋文端

主任赵恒亮

文书宋淑标

概况

武 安

【沿革】 据《宋氏家谱》载：武安原名

金店。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宋氏

祖自郓邑城内武安街迁此，改名武安寨。

清康熙年间(1662一1722年)该村设集调

市，故改名武安集，建国后简称武安。

清末至1939年属濮县。1940年属郓南

县三区，1942年归郓鄄巨菏办事处，1943

年属临泽县，1944年属郓巨县五区，1949

年属郓城县五区，1952年属七区。1958年

属武安人民公社，同年成立武安大队。

1984年改为武安村民委员会，属武安镇。

【地理位置】 武安位于郓城城两南17公里

处，东邻大王、北邻程庄、南和前宋接壤。

【自然状况】 全村地势平坦，适宜种植

小麦、大豆、棉花及瓜果、蔬菜。2002年

全村占地3000亩，其中，耕地2500亩，村

西为沙质土壤，村东为粘质土壤，学校占

地l50亩，村庄占地350亩。

【交通】 建国前，交通极为不便，与县

城、邻乡及附近村庄之间全是土道，高低

不平。建国后公路发展迅速，土路逐渐由

沥青路面所取代，至1990年境内交通已四

通八达，村内全部修建了沥青路面，北接

220国道。

【姓氏与人口】 全村共有宋、王、段、

邢、屈等32姓氏，其中宋氏祖于明末自山西

洪洞迁于郓城武安街，明嘉靖年间(1522—

1566年)由郓城迁至武安；清道光年间

(182l一1850年)王氏祖加松公自菏泽新

兴集迁至武安，主营手工打铁，2002年共

500余人；清咸丰年间(185l—1861年)邢

氏祖继臣公自本县林庄迁此，主营加工

业；清咸丰年间(185l—1861年)屈氏祖应

伦公自本县屈垓迁至武安，主营宰杀，2002

年共100余人：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年)段氏祖生平公自濮县杨寺(今鄄城县杨

寺)迁此；清咸丰年间(1851一1861年)．吕
氏、赵氏、李氏、贾氏相继迁至武安。2002

年全村共有姓氏32姓，共630户2500人。
●

●

【经济状况】 建国前，全村以务农为

主，生活贫困，有少数手工业者。建国后

生活水平逐年提高，2002年全村经济收入

已超过750万元，人均收入3000元，是建国

前的20倍。

古历五、十为集日，日交易额达15万

元。

大事记

1934年武安成立女子学堂、男子学

堂，从此不再学习“五经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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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县乡村志

1942年建设武安村北完小。

1946年建立第一个地下党组织。

1948年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

农会会长李聚才。

1952年成立武安乡，书记李存义、

乡长宋宗敏。

1953年 武安粮站成立(租用民

房)。

1954年成立第一个互助组，组长付

崇合。

1955年成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

先后为付崇合、宋良忠。

1949年发动群众入股成立供销合作

社，负责人先后是宋西巧、宋淑亚。

1956年卫生院在村北建立。

1957年建立郓城县第十中学，后改

为高中部。

1965年重点“四清”，工作队进村。

1978年安装高压线路，全村通电。

·1987年第一次开街，并铺设柏油路

面。

1990年进行村庄规划，全村开街30

米宽3条、15米宽4条。

2001年集资捐款建村中学教学楼、

小学教学楼。

2001年全村进行低压线路改造。

经济发展

【农业】 建国前以家庭为种植单位，小

麦、大豆、棉花等产量较低。1956年成立

互助合作社，组织结构虽然有了变化，但

亩产量仍然很低，1962年贯彻了《农村人

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以队为基础的三

级所有制，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进

行整平土地，打旱井(20眼)、半机井(22

眼)、深机井(36111／)，增设了灌溉设

备，大大提高了农业效益，亩产量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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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每年向国家交售余粮ll万余斤。1980

年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农机、良种、化

肥、农药普遍使用，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2002年卣产量已超过700公斤，农业生产全

部实现机械化。

【工副业】 建国前，王氏家族以打铁为

主，有洪炉8盘。建国后，1958年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组织手工业者联合起来，县工

业局领导来武安以洪炉为主成立了手工业

者联社，由王东情、王东林负责，职工50

人。1956年增设铁业、木业等行业，职工

80人。1958年大炼钢铁，增加了翻砂、车

床、炼钢等项目，职工已发展200人，服务

于农业生产。1964年除生产小型农用产品

外又生产轧花机、麻袋机。1966年生产的

面条机畅销于全国各地，曾参加省展销

会。1970年增设了20车床、16车床、18车

床、30车床和大型120柴油机、84瓦发电

机，农用机械的生产和维修问题基本解

决，是全县最早的煤球机生产厂家，1986

年增设电炉，主要生产耐热铬钢篦条。

1962年大队成立副业组。运输队拥有

地排车22辆，木业、卫生室、打面机、理

发、缝纫、修配、窑厂等十几个行业，从

业人员近150人。1980年个体私营企业开始

发展，宋淑普、宋淑亚等开设油坊8处，大

型带锯2台。饲养业得到发展，从事养鸡、

兔、貂、狐狸等养殖业人员达120人。

【民营企业】 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武

安民营企业大有发展，宋保江等先后办起

胶合板厂10余处，解决了400至500人的就

业问题。

【服务业】 建国前，武安商号较多，有

广和兴药铺、中兴布行、华兴勇杂货铺、

惠明斋杂货铺、万福隆杂货铺、鸿源京广



武安镇

百货商店、玉泉酱园等十几家商号，闻名

于郓城一带。1949年以入股的形式组织了

供销合作社，负责人宋淑亚、宋锡巧。

1956年全国工商业改造，私营商业变为公

有制商业，主任王建中组织了过渡商人，

招收职工40人，投资15万元，增添运输工

具马车，业务经理刘子蓑建门市部35间，

增加资金25万元，组建采购站。开设皮毛

收购点。2002年服务摊点达200余家，从业

人员500余人。

社会进步

【文化教育】 1934年以宋自连为首组建

了女子学校，韩秀兰任教师，学生30名，

从此告别了“四书五经”式的旧式教育。

同年在武安宋氏祠堂组织男生新学堂，冯

思议、冯帅三任教，有3个小学班、1个高

小班，学生120人。后有刘崇古、王心统两

位地下共产党员任教，教育出了一批有觉

悟的青年。1938年刘、王二人动员宋西

领、宋保山、付朝士、李心民等8人赴唐庙

参加抗日联军。1942年宋西冠、宋淑仁、

宋思远、宋自连等人组建校理事会，发动．

群众捐钱、捐物，扒掉四个垓子门，在村

北盖校舍30余间，先后有宋锡冠、王庆朴

任校长，有高小班2个，4个小学班，学生

200余人，培养了一批有知识的青年，建国

后他们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其中5人考

入北京师大和石油学院。

1958年县政府在武安建中学l处，当年

招生2个班，后发展到12个班，1969年初级

中学改为高级中学。武安小学于1960年成

立，由宋瑞卿、宋淑厚、宋文义、宋文贞

任教，有12个教学班，学生550人，入学率

达90％。1978年大队买彩色电视机l台。

【村民生活】 建国前，因武安人多地

少，大部分土地还掌握在地主、富农手

里，村民生活极度困难。1962年人均口粮

不到150公斤，1990年人均粮食350公斤，

人均年收入达到1500元，鸡蛋、肉类、四

季鲜菜普遍食用。建国前住房是土墙泥

顶，1960年土墙瓦顶，1980年后混砖瓦房

及楼房，人均住房面积达至JJ25平方米。全

村拥有各种机动车辆300余辆，电话400余

部，家庭拥有音响、洗衣机、VCD、电冰

箱等。医疗卫生方面得到了极大改善，现

有卫生院l处，卫生所2处，可控制传染病

的流行，人均寿命比建国前增长了20岁。

党政建设

【中共地方组织建设】 1946年宋宗奎、

宋淑俊、宋淑平、宋宗磊4人秘密参加了共

产党，成立了武安第一个党小组，从事清

匪、反霸和发展党员工作，后组织公开。

1948年发动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同年冬

全村动员民工、车辆支援淮海战役。1952

—1956年董建芳任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发

动群众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完成高级社

至人民公社的过渡。1962年李存义任支

书，带领群众防旱、排涝、打井，大搞台

田、条周，整平土地2800余亩，并组织了

大队副业组，建窑厂l处。1990年冬宋淑刚

任支书，他和主任宋汉清、付主任宋淑启

进行村庄规划，开30米大街3条，15米大街

4条，打深机井36眼。1978年贾兆乾任支

书，带领群众首批安装高压电，解决了照

明、副业、农业用电问题。武安党支部多

次被评为镇、县先进单位和文明村。2002

年宋文端任支部书记。

【行政建设】 1946年李聚才任农会会

长。195卜1952年宋自俭任村长，组织了
互助组，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付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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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镇

奖，不如夸奖”。

宋淑江 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在陕I，li省教育厅工作，40年来曾发表论文

100余篇，多次获奖， 《中国当代社科研究

文库》曾收其论文。1957年受中央成人教

育局委托主持召开伞困社会力量办学协会

经验交流会，其业绩已载入《世界名人

支书

主任

文书

孙明军

孙守标

周大聚

概况

录》 《中外名人录》 《中华骄子》以及

《中华人物大典》等。他在教育管理工作

岗位和院校领导岗位上竭尽全力、呕心沥

血、鞠躬爆瘁，政绩卓著，为党的教育事

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办民办教育秋累了

新经验。

撰稿宋绍怀

孙 庄

【沿革】 根据《孙氏族谱》记载：明洪

武年间(1368一1398年)孙氏世租讳全由
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以姓氏取村名为孙

庄。

清末至1939年属濮县。1940年属郓南

县三区，1942年归郓鄄巨菏办事处，1943

年属临泽县，1944年属郓巨县五区，1949

年属郓城县五区，1952年属七区。1958年

初属武安集乡，同年秋建孙庄大队，辖孙

庄、前宋、陈庄、段庄4村，属武安公社，

1962年自成孙庄大队。1984年初建为孙庄

村民委员会，属武安镇。

【交通】 建国前，交通极为不便。建国

后，公路发展迅速。土路面逐渐由沥青路

面所取代。2002年境内交通便利，环镇路

从该村通过，北与武郭路相连接。 ．

【姓氏与人口】 全村共有孙、周、段、

王、高、熊6个姓氏，共800人。

【经济状况】 建国前村民以务农为主，

生活极为贫困。建国后生活水平逐年提

高。2002年人均收入约2000元。全村有耕

地1300卣，地势平坦，村后有条幸福河，

村有40米的机井2l眼，变J＆器2台，适合于

农业的发展，全村耕地都能浇上水。村内

在1995年修筑了柏油路。

大事记

1935年鄄城l临濮黄河大决口，危及

【地理位置】 孙庄位于郓城城两南16公 孙庄，垓子墙眼看有被冲垮的危险，孙守

里处，东临f；{『宋庄，两与冯庄相邻，南与 礼、孙守文等人带领村民抗洪抢险，经过

唐庙乡接壤，北与武安相通。环镇路从该 奋战．保住了垓子墙，保住了孙庄，保住

村通过，交通四通八达。 了村民的生命财产。

1946年成立了第一届村支部，孙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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