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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馨

我区广大修志工作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历经九个寒暑，编

写出我区第一部区志。她是全区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区人民

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党历来重视地方

志工作。1958年，毛泽东同志曾倡仪编修地方志。周恩来同志也强

调“我们除编印全国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

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80年代以来，全国地方

志编纂事业迅速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

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

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当前’，全区人民正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理论，为提前完成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八五"计划、振

兴槐荫而奋发努力。要完成这一重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认真总
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勇于探索，不断研究新

情况，解决新问题。《槐荫区志》从辖区实际出发，本着通古贯今、详

今略古的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如实反映了全区各项

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区志的付梓问世，为各级干部指导工作提供了

历史借鉴。对激励今人、启发后代、建设两个文明，必将发挥重大作

用。

中共济南市槐荫区委书记 张印峰

1 993年11月’。



睁

槐荫区位于济南市区西部。解放前，经济萧条，城市建设落后，

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全区人民凭藉自己的智慧和才干，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取得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励精图治，和衷共

济，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又创造出新的业绩。

辖区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斗争历史与伟大业绩，

理当彪炳史册，发扬光大。《槐荫区志》的出版，使此夙愿终成现实。

《槐荫区志》较系统真实地记述了全区40余年来各行各业的

兴衰沉浮，有成就、有挫折，可称之为槐荫区历史的一面镜子。全区

人民可以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光大，乘胜前进：《槐荫区

志》是一部乡土教科书，她记述了辖区人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思

想精华，全区青少年可以从中受到深刻教益。当前，全区人民正殚

精竭虑，改革创新，创建“四化"伟业。我们要抓住机遇，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真抓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

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做出新贡献。在此，向广大修志工作者表示问

候，向在区志编纂过程中给予极大关怀和指导的市志办公室和有

关单位、部门的领导和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济南市槐荫区区长 马纯济

1993年11月



凡 例

一、本志以1989年辖区区域范围向上追溯记叙。上限起于

1904年，对某些事物适当上溯；下限止于1989年。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概述综述区

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述1904年以来辖区范围内的大事、要事，

专志设地理、经济、城市建设、政治、文化、社会共6编、38章、170

节；人物设人物传略、烈士英名录和先模人物；附录收录某些单项

性的重要资料。概述、大事记、人物和附录不列编的序列，不设章

节。
’

三、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编、章，不受现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各

章开头一般设无题序，简要概述某项事业解放前后的发展变化，后

分节记述解放后的史实。同一项事业，区属设节在前，从详记之；驻

区居后，设节略记。省、市属独有的事业设专章略记。 ，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专志采用

记叙体进行记述。

五、行文中，“市属一为市直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单位，“区属”为

区直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单位。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在辖区出生或长期在辖区工

作并且影响较大的人物均可立传。先模人物为区管单位获省劳动

模范和全国荣誉称号者。

七、地名一般用历史名称，必要时加注现行标准地名。

八、“解放前(后)"系指“济南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现"系指198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年。行文采用公元纪年，清代及以前加括号注历史纪年。民国期间

一般只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加注民国纪年。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及

公历月日用阿拉伯字码记述，农历月日用汉字码表示。

九、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1987年1

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写规定》为准。计量单

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为准。

十、本志资料来自省、市、区及各单位档案馆(室)档案和有关

报纸、刊物、专著及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经鉴别考证后载入。

十一、因资料所限，表中有的项目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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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槐荫区位于济南市市区西部，面积151．48平方公里，人口336590人。东

部为城区，面积30．57平方公里。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西北部平坦低洼，面

积辽阔，水利资源丰富，盛产粮食、蔬菜、林果，养殖业发达，是济南市重要的副

食品基地之一。境内济齐、济兖、济微公路辐射周围市县，津浦铁路穿越辖区南

北，张庄机场有10条航线通达全国7个省、11个市。

(二)

槐荫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捍卫祖国

尊严，保卫山东主权，津浦铁路济南机厂(现济南机车工厂)工人同学生一道上

街游行，抗议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并与前去镇压游行群众的反动军警展开搏

斗。1921年6月，王尽美、王荷波深入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在工人集中的“红房

子"建起工人夜校和俱乐部，并先后到此宣讲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骨干。1922

年3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执行部主任罗章龙来厂开展工运工作，发展

李广义为该厂第一名中共党员，系山东省早期中共党员之一。同年6月18日，

成立山东省第一个工会——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是年夏，厂工会发动全厂

千余名职工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举行首次罢工，并取得胜利。1923年2月，厂

工会派代表前往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

等地发生“二七惨案"后，全厂员工为支援“二七一大罢工举行了3天同情罢工。

1925年．辖区成立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津浦铁路济南机厂支部。从此，党领

导的工人斗争更加活跃。上海“五卅惨案静发生后，全厂工人会同其他厂3000

余名工人召开声讨会，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1928年，全厂进

行索取欠薪斗争，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赞誉。1928"1932年，连续发动了以津

浦铁路济南机厂为中心的津浦铁路工人大罢工，组织多批工人去南京请愿。

岬



4 概述

1938年冬，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敌工科科长王见欣、韩文一、黄在组成的济南

工作委员会，在辖区纬十路“鲁麟洋行"从事推荐进步书刊、收集情报、发展壮

大党组织等抗日活动。1942年，中共清河区委点线工作委员会先后派孙省三、

宗泽到济南铁路工厂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支部，领导工人进行抗日斗争。

1945年，山东渤海三地委、莱芜县上山区分别派马进、刘忠庆来济南，在辖区

中大槐树二合里、十一马路永合里宣传进步思想，建立秘密联络点，收集、传递

情报，培养壮大党的力量。1946年2月，在二合里建立地下党支部，广泛发动

群众，为保护国家财产、解放济南做了大量工作。

(三)

解放前，辖区为济南市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认真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项

建设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济南开埠后，辖区以手工业生产作坊为主的私营工业逐步兴起。1910年

建立津浦铁路局济南机器厂。20年代，相继建起机器铁工业、榨油业等民族工

业。30年代，火柴业迅速崛起。1937年有火柴厂4家，占全市火柴产量的一半。

40年代，机器铁工业、化学染料业、砖瓦石灰业、织布业等迅速发展起来，著名

的有大章铁工厂、益华火柴厂、中东造胰厂等。解放初，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

有。1953,--,1956年对私营工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建起一批公私合

营企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建起部分街道生产自救厂组，广大群众艰

苦创业，排除各种阻力，生产波浪式发展。至1976年，形成初具规模的街道工

业。1 978年，全区工业企业数、产值、利润分别为1 9 63年的5．78、2。2．54和

34．84倍。同年，40个区直工业企业交市归口管理。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新兴的街道工业有了长足发展，低压锅炉、化工和机械产品在全市区街

工业中占有一定优势。1989年，区属企业达406个(其中街办、镇直企业80

个)，年总产值4．02亿元，实现利润2443万元，企业数、产值、利润分别为

1979年的3．66、16．59和11．09倍。一批名优产品相继问世。其中济南市剪切

设备厂生产的QD30--6B型电动多功能剪切机获国家优秀新产品“金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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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销印尼、新加坡等12个国家和港澳地区；槐荫化工总厂生产的高锰酸钾被

评为化工部优质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峨嵋滑动水口厂生

产的HKF40一2型配合式滑动水口阀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国家专利证书，其

性能指标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获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

农业生产历史悠久。1904年前，辖区为农区’，西部地区以种粮为主，东部地

区多种蔬菜。解放后，经过生产关系变革，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实施科学

种田，蔬菜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粮食、蔬菜产量逐步增长。1978年后，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制，大搞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1989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

达1．61万亩(1073．3公顷)，约为耕地面积的1／4，占全市蔬菜上市量的1／4。

段店、吴家堡两镇分别被列为济南市7个蔬菜保护栽培基地之一和4个水生，

菜基地之一。全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达5．33亿元。

商业兴旺发达。1904年济南开埠后，中外商人云集。1909、1917、1928年，

相继建成“萃卖场’’(位于经五路小纬六路)、“商埠第一楼"(位于经三路纬七路

至纬八路以北地段)和西市场(位于经二路纬十一路)。。第一楼’’集烟馆、赌场、

澡堂、饭庄、杂货、摊商、服务业、书寓业于一体。西市场有百货、绸布、药店、饭

庄、茶馆、戏场、说书场等业户70余家，为济南市西商埠的商业中心。同期，酱

园、牛栈、棉花等业发展迅速，其商号之多、经营额之高，均为全市之冠。1930

年，纬十一路形成全市最大的牲畜市场，年销往日本、欧美牛只3万头以上。

1937年有德馨斋等酱园17家。30年代末期，辖区又有雪地银都之称。1938年

有花行18家，其中阜成信花行年销量达1000万担，为济南市最大的花行。解

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私营商业、集体商业迅速发展。1956年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后，形成由市、区管辖的国营、公私合营、合作商业和饮食服务业。

1981年后形成以西市商场为中心，由国营、集体、个体构成的商业网络。1989

年，区属商业网点达4500个(国营38个，集体1777个，个体2685个)，总营业

额达4．85亿元，实现利润2310万元。

交通运输发展迅速。解放前，马车、小推车、地排车为主要运输工具，城区

道路多为石板路、碎石路和土基路。1926、1938、1946年，先后开辟路经辖区经

二路的公共汽车，均不久即停运。60年代，逐步实现机动板车、拖拉机、汽车运

输，人力车逐步减少，道路路面向沥青化发展。70年代，汽车逐步成为主要运

输工具，道路路面基本实现沥青化。至1989年，全区道路总长达7．32万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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