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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商河县志》出版问世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

商河县历史悠久，自隋开皇十六年置县迄今已近1 400年。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商河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开拓耕耘，以其

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灿烂的地域文化，造就了

诸多英雄模范人物，使商河变得更加美丽富饶。但是也曾历经

沧桑和磨难，尤其在旧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受尽了剥削阶级的

压迫，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用血泪写下了一部辛酸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当家作主，商河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

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

开放的政策，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也得到相应的发

展，人民安居乐业，盛世空前。商河人民用自己崭新的风貌，开

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商河的历史是曲折复杂的历史，是艰苦奋

斗的历史，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是光辉灿烂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后人以启迪和教育。古往今来，从政

者和志士仁人莫不以史为鉴，因而编修地方志就成了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商河自明朝以来已有四部县志流传于世，这些县

志虽然充斥着一些封建糟粕，但仍然从建置、自然、社会、人文

等方面较详尽地记述了商河的历史演变，为我们研究商河县的

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是商河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

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必然为编修地方志提出新的要求和

标准。为满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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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一部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县志已成当务之急。老一辈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曾为编修新方志作过重要指示。

中共商河县委和商河县人民政府于1 982年组建修志机构，抽

调人员，调拨资金，广泛征集资料，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

于纂修成书。

新编《商河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实

事求是的原则，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翔实地记载了商河县

150年的历史，是一座丰富的资料库，是商河县有史以来最大

的文化工程，也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一部百科全书，为商河

的历史建立了一座丰碑，对资政、教育、存史和促进商河的发展

将发挥重要作用，它的出版发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探索、开拓性的事业，是一项

浩繁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新编《商河县志》

经过精心设计、数易其稿、反复修改，凝聚着修志人员的心血，

也是各方面通力协作的结晶。值此，我向为编修《商河县志》做

出贡献的所有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通阅新志，商河县的层层历史画卷展现面前，鼓舞人心，催

人奋进。它将激励全县人民为发展商河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去谱

写新篇章。

于瑞昌

1 993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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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商河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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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遵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

设专编，分散于大事记及各有关专志。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附录组成。概述，综述县情，总揽

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自战国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按事业横

排门类，按其沿革发展纵述历史，设建置、自然地理、人口、水利、农业、

林业、工业、商业、经济管理、财税金融、交通邮电、城乡建设、政党群团、

政权政协、政法、劳动人事、民政、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

会、人物共24编，120章，344节；附录，收录了历代修志简介、历代旧志

序、部分古今诗文、重要文献辑存和本次修志始末。概述、大事记、附录，

均不列入编的序列，也不设章节。

四、本志所记内容仅限商河县范围内的事项。历史上属他县、今归

本县；或过去属本县管辖，今划归他县地区的事项，一并收入本志，并加

注释。 ．

五、本志断限，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止于1990年。有些需要上溯

的编章，上溯至源头或相应的年限。

六、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以阿拉伯数字记述年月日。对县人民政

权建立之前，即1938年以前的记述，夹注历史纪年，除中华民国用阿拉

伯数字外，其它均用汉字记述。

七、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多种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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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其行文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

八、本志列编不受现行行政部门的限制。为突出本县特色，将林业

从农业分出并单独列编。其结构按编、章、节、目四个层次记述。有些资

料较少且内容相近的事业合为一编，如劳动人事、财税金融等；也有的

归属于它编，如将农机归入农业编。凡此种种，一般只设章、节、目三个

层次。

九、本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人物、影响大的人物、正面人

物、近现代人物为主入志，亦收部分反面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并对
1 990年仍工作在全国各地并有联系的商河籍知名人士另作简介，排列

以生年为序。

十、本志所用数字，以县统计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者，采用有

关部门的数字。所有数字的书写，均用阿拉伯数码。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对机构、职务、姓名均依历史称谓记述。机构名称第一次

出现时用全称，从第二次出现起用简称。1958"---'1 961年商河、乐陵合并

时机构名称的变化，只在概述及大事记中记述，各专志一律从略。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室)、图书馆、各专业志、旧志、报

刊、文件、古籍和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所收资料均经反复考证鉴别。



I临 ∥j，

彳'j。t§o
1、Z

巴

，o；，胡。”
、、 。

Ii’ tzjo

县

}
：

／

‘{。
：

I

市

了i≤
二多

《

一删簿溪伊飘镍¨㈩删K=：=!揍

o，}¨"鼍

o^

嘲

{

≮Ⅵ㈡



目 录

凡例⋯⋯⋯⋯⋯⋯⋯⋯⋯⋯⋯⋯⋯⋯⋯⋯1

城区图

政区图

彩页

概述⋯⋯⋯⋯⋯⋯⋯⋯⋯⋯⋯⋯⋯⋯⋯⋯1

大事记⋯⋯⋯⋯⋯⋯⋯⋯⋯⋯⋯⋯⋯⋯⋯5

第一编建置

第一章建置沿革⋯⋯⋯⋯⋯⋯⋯⋯⋯31

第一节位置⋯⋯⋯⋯⋯⋯⋯⋯⋯31

第二节沿革⋯⋯⋯⋯⋯⋯⋯⋯⋯31

第二章境域区划⋯⋯⋯⋯⋯⋯⋯⋯⋯32

第一节境域变迁⋯⋯⋯⋯⋯⋯⋯32

第二节行政区划⋯⋯⋯⋯⋯⋯⋯33

第三章县城与乡镇⋯⋯⋯⋯⋯⋯⋯⋯44

第一节县城⋯⋯⋯⋯⋯⋯⋯⋯⋯44

第二节乡镇⋯⋯⋯⋯⋯⋯⋯⋯⋯44

第二编自然地理

第一章地质地貌⋯⋯⋯⋯⋯⋯⋯⋯⋯49

第一节地质⋯⋯⋯⋯⋯⋯⋯⋯⋯49

第二节地貌⋯⋯⋯⋯⋯⋯⋯⋯⋯49

第二章水系⋯⋯⋯⋯⋯⋯⋯⋯⋯⋯⋯53

第一节徒骇河水系⋯⋯⋯⋯⋯⋯53

第二节德惠新河水系⋯⋯⋯⋯⋯54

第三节引黄提水灌区渠系⋯⋯⋯54

第三章气候物候⋯⋯⋯⋯⋯⋯⋯⋯⋯55

第一节气候⋯⋯⋯⋯⋯⋯⋯⋯⋯55

第二节物候⋯⋯⋯⋯⋯⋯⋯⋯⋯59

第四章土壤植被⋯⋯⋯⋯⋯⋯⋯⋯⋯60

第一节土壤⋯⋯⋯⋯⋯⋯⋯⋯⋯60

第二节植被⋯⋯⋯⋯⋯⋯⋯⋯⋯64

第五章自然资源⋯⋯⋯⋯⋯⋯⋯⋯⋯64

第一节土地资源⋯⋯⋯⋯⋯⋯⋯64

第二节水资源⋯⋯⋯⋯⋯⋯⋯⋯65

第三节植物资源⋯⋯⋯⋯⋯⋯⋯66

第四节动物资源⋯⋯⋯⋯⋯⋯⋯67

第五节矿产资源⋯⋯⋯⋯⋯⋯⋯68

第六章自然灾害⋯⋯⋯⋯⋯⋯⋯⋯⋯68

第一节旱涝灾⋯⋯⋯⋯⋯⋯⋯⋯68

第二节低温连阴雨灾⋯⋯⋯⋯⋯69

第三节雹灾⋯⋯⋯⋯⋯⋯⋯⋯⋯69

第四节风灾⋯⋯⋯⋯⋯⋯⋯⋯⋯70

第五节虫灾⋯⋯⋯⋯⋯⋯⋯⋯⋯70

第六节盐碱⋯⋯⋯⋯⋯⋯⋯⋯⋯71

第七节地震⋯⋯⋯⋯⋯⋯⋯⋯⋯71

第三编人口

第一章人口规模⋯⋯⋯⋯⋯⋯⋯⋯⋯72

第一节人口数量⋯⋯⋯⋯⋯⋯⋯72

第二节分布与密度⋯⋯⋯⋯⋯⋯74

第二章人口变动⋯⋯⋯⋯⋯⋯⋯⋯⋯76

第一节自然变动⋯⋯⋯⋯⋯⋯⋯76

第二节机械变动⋯⋯⋯⋯⋯⋯⋯76

第三章人口构成⋯⋯⋯⋯⋯⋯⋯⋯⋯78

么



目 录

第一节民族构成⋯⋯⋯⋯⋯⋯⋯78

第二节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构成⋯⋯⋯⋯⋯⋯⋯⋯⋯⋯⋯79

第三节文化构成⋯⋯⋯⋯⋯⋯⋯81

第四节职业构成⋯⋯⋯⋯⋯⋯⋯81

第五节婚姻状况⋯⋯⋯⋯⋯⋯⋯82

第四章计划生育⋯⋯⋯⋯⋯⋯⋯⋯⋯85

第一节机构⋯⋯⋯⋯⋯⋯⋯⋯⋯85

第二节效果⋯⋯⋯⋯⋯⋯⋯⋯⋯85

第四编水利

第一章机构⋯⋯⋯⋯⋯⋯⋯⋯⋯⋯⋯86

第二章河道治理⋯⋯⋯⋯⋯⋯⋯⋯⋯87

第一节徒骇河流域⋯⋯⋯⋯⋯⋯87

第二节德惠新河流域⋯⋯⋯⋯⋯89

第三章农田灌溉⋯⋯⋯⋯⋯⋯⋯。⋯91

第一节工程⋯⋯⋯⋯⋯⋯⋯⋯⋯91

第二节灌溉⋯⋯⋯⋯⋯⋯⋯⋯⋯101

第四章涝洼治理⋯⋯⋯⋯⋯⋯⋯⋯⋯102

第一节方田建设⋯⋯⋯⋯⋯⋯⋯102

第二节疏挖河道沟网⋯⋯⋯⋯⋯102

第五章工程管理⋯⋯⋯⋯⋯⋯⋯⋯⋯105

第一节河道管理⋯⋯⋯⋯⋯⋯⋯105

第二节河道建筑物管理⋯⋯⋯⋯105

第三节机井管理⋯⋯⋯⋯⋯⋯⋯106

第五编农业

第一章机构⋯⋯⋯⋯⋯⋯⋯⋯⋯⋯⋯107

第一节行政机构⋯⋯⋯⋯⋯⋯⋯107

第二节事业机构⋯⋯⋯⋯⋯⋯⋯108

第二章土地所有制⋯⋯⋯⋯⋯⋯⋯⋯108

第一节封建所有制⋯⋯⋯⋯⋯⋯108

第二节农民个体所有制⋯⋯⋯⋯109

第三节农民集体所有制⋯⋯⋯⋯109

第四节全民所有制⋯⋯⋯⋯⋯⋯110

第三章种植业⋯⋯⋯⋯⋯⋯⋯⋯⋯⋯111

第一节作物⋯⋯⋯⋯⋯⋯⋯⋯⋯111

第二节耕作制度⋯⋯⋯⋯⋯⋯⋯116

第三节良种⋯⋯⋯⋯⋯⋯⋯⋯⋯117

第四节土壤改良⋯⋯⋯⋯⋯⋯⋯118

第五节肥料施用⋯⋯⋯⋯⋯⋯⋯119

第六节病虫害防治⋯⋯⋯⋯⋯⋯120

第四章畜禽饲养⋯⋯⋯⋯⋯⋯⋯⋯⋯122

第一节品种⋯⋯⋯⋯⋯⋯⋯⋯⋯122

第二节繁殖⋯⋯⋯⋯⋯⋯⋯⋯⋯123

第三节饲养⋯⋯⋯⋯⋯⋯⋯⋯⋯123

第四节疫病防治⋯⋯⋯⋯⋯⋯⋯124

第五章水产⋯⋯⋯⋯⋯⋯⋯⋯⋯⋯⋯125

第一节水产资源⋯⋯⋯⋯⋯⋯⋯125

第二节鱼类生产⋯⋯⋯⋯⋯⋯⋯125

第三节水生植物养植⋯⋯⋯⋯⋯127

第六章农具农机⋯⋯⋯⋯⋯⋯⋯⋯⋯127

第一节农机管理⋯⋯⋯⋯⋯⋯⋯128

第二节农具⋯⋯⋯⋯⋯⋯⋯⋯⋯129

第三节农业机械⋯⋯⋯⋯⋯⋯⋯130

第六编林业

第一章机构⋯⋯⋯⋯⋯⋯⋯⋯⋯⋯⋯133

第二章林业资源⋯⋯⋯⋯⋯⋯⋯⋯⋯133

第一节林地及林木蓄积⋯⋯⋯⋯133

第二节树种⋯⋯⋯⋯⋯⋯⋯⋯⋯138

第三节林业区划⋯⋯⋯⋯⋯⋯⋯141

第三章林业生产⋯⋯⋯⋯⋯⋯⋯⋯⋯142

第一节采种与选种⋯⋯⋯⋯⋯⋯142

第二节引种⋯⋯⋯⋯⋯⋯⋯⋯⋯142

第三节育苗⋯⋯⋯⋯⋯⋯⋯⋯⋯146

第四节植树造林⋯⋯⋯⋯⋯⋯⋯149

第四章果树⋯⋯⋯⋯⋯⋯⋯⋯⋯⋯⋯151

第一节果品生产⋯⋯⋯⋯⋯⋯⋯151

第二节果品贮藏加工⋯⋯⋯⋯⋯153

第五章林木保护⋯⋯⋯⋯⋯⋯⋯⋯⋯154

第一节林木管理⋯⋯⋯⋯⋯⋯⋯154

第二节林果病虫害防治⋯⋯⋯⋯155

第三节林业害虫天敌⋯⋯⋯⋯⋯157

第六章桑蚕⋯⋯⋯⋯⋯⋯⋯⋯⋯⋯⋯157

第一节植桑⋯⋯⋯⋯⋯⋯⋯⋯⋯157

第二节蚕业⋯⋯⋯⋯⋯⋯⋯⋯⋯158



目录 3

第七编工业

第一章机构⋯⋯⋯⋯⋯⋯⋯⋯⋯⋯⋯159

第二章粮棉油加工业⋯⋯⋯⋯⋯⋯⋯160

第一节粮食加工⋯⋯⋯⋯⋯⋯⋯160

第二节棉花加工⋯⋯⋯⋯⋯⋯⋯162

第三节油料加工⋯⋯⋯⋯⋯⋯⋯162

第三章机械修造业⋯⋯⋯⋯⋯⋯⋯⋯164

第一节农机修造⋯⋯⋯⋯⋯⋯⋯164

第二节汽车修配⋯⋯⋯⋯⋯⋯⋯167

第四章铁编⋯⋯⋯⋯⋯⋯⋯⋯⋯⋯⋯167

第一节乡镇村铁编业⋯⋯⋯⋯⋯168

第二节县属铁编厂⋯⋯⋯⋯⋯⋯169

第五章电业⋯⋯⋯⋯⋯⋯⋯⋯⋯⋯⋯170

第一节管理⋯⋯⋯⋯⋯⋯⋯⋯⋯170

第二节电力设施⋯⋯⋯⋯⋯⋯⋯170

第三节电力供应⋯⋯⋯⋯⋯⋯⋯173

第六章纺织⋯⋯⋯⋯⋯⋯⋯⋯⋯⋯⋯175

第一节乡镇村纺织⋯⋯⋯⋯⋯⋯175

第二节县棉纺厂⋯⋯⋯⋯⋯⋯⋯176

第三节县织布厂⋯⋯⋯⋯⋯⋯⋯177

第七章化肥化工⋯⋯⋯⋯⋯⋯⋯⋯⋯178

第一节化肥⋯⋯⋯⋯⋯⋯⋯⋯⋯178

第二节化工⋯⋯⋯⋯⋯⋯⋯⋯⋯179

第八章服装印刷⋯⋯⋯⋯⋯⋯⋯⋯⋯180

第一节服装⋯⋯⋯⋯⋯⋯⋯⋯⋯180

第二节印刷⋯⋯⋯⋯⋯⋯⋯⋯⋯181

第九章酿造和食品加工⋯⋯⋯⋯⋯⋯182

第一节酿酒⋯⋯⋯⋯⋯⋯⋯⋯⋯182

第二节肉食加工⋯⋯⋯⋯⋯⋯⋯184

第三节名吃制作⋯⋯⋯⋯⋯⋯⋯185

第十章建材⋯⋯⋯⋯⋯⋯⋯⋯⋯⋯⋯187

第一节砖瓦⋯⋯⋯⋯⋯⋯⋯⋯⋯187

第二节水泥⋯⋯⋯⋯⋯⋯⋯⋯⋯192

第十一章石油⋯⋯⋯⋯⋯⋯⋯⋯⋯⋯193

第一节勘探⋯⋯⋯⋯⋯⋯⋯⋯⋯193

第二节开采⋯⋯⋯⋯⋯⋯⋯⋯⋯194

第八编商业

第一章私营商业⋯⋯⋯⋯⋯⋯⋯⋯⋯195

第二章合作商业⋯⋯⋯⋯⋯⋯⋯⋯⋯195

第一节机构⋯⋯⋯⋯⋯⋯⋯⋯⋯195

第二节商品购销⋯⋯⋯⋯⋯⋯⋯196

第三章国营商业⋯⋯⋯⋯⋯⋯⋯⋯⋯199

第一节机构⋯⋯⋯⋯⋯⋯⋯⋯⋯199

第二节商品购销⋯⋯⋯⋯⋯⋯⋯199

第四章物资⋯⋯⋯⋯⋯⋯⋯⋯⋯⋯⋯201

第一节机构⋯⋯⋯⋯⋯⋯⋯⋯⋯201

第二节物资供应⋯⋯⋯⋯⋯⋯⋯202

第五章粮油⋯⋯⋯⋯⋯⋯⋯⋯⋯⋯⋯203

第一节机构⋯⋯⋯⋯⋯⋯⋯⋯⋯203

第二节粮油收购⋯⋯⋯⋯⋯⋯⋯204

第三节粮油销售⋯⋯⋯⋯⋯⋯⋯205

第四节粮油储存⋯⋯⋯⋯⋯⋯⋯206

第六章外贸⋯⋯⋯⋯⋯⋯⋯⋯⋯⋯⋯208

第一节机构⋯⋯⋯⋯⋯⋯⋯⋯⋯208

第二节出口品类⋯⋯⋯⋯⋯⋯⋯209

第三节收购与贮运⋯⋯⋯⋯⋯⋯211

第七章饮食服务⋯⋯⋯⋯⋯⋯⋯⋯⋯211

第一节饮食业⋯⋯⋯⋯⋯⋯⋯⋯211

第二节旅馆⋯⋯⋯⋯⋯⋯⋯⋯⋯212

第三节理发⋯⋯⋯⋯⋯⋯⋯⋯⋯213

第四节照相⋯⋯⋯⋯⋯⋯⋯⋯⋯213

第八章集市⋯⋯⋯⋯⋯⋯⋯⋯⋯⋯⋯214

第一节集市设置⋯⋯⋯⋯⋯⋯⋯214

第二节集市贸易⋯⋯⋯⋯⋯⋯⋯216

第九编经济管理

第一章计划⋯⋯⋯⋯⋯⋯⋯⋯⋯⋯⋯217

第一节机构⋯⋯⋯⋯⋯⋯⋯⋯⋯217

第二节计划编制⋯⋯⋯⋯⋯⋯⋯217

第三节计划平衡⋯⋯Ig OgD OIQIOta mOg 218

第二章工商行政管理⋯⋯⋯⋯⋯⋯⋯219

第一节机构⋯⋯⋯⋯⋯⋯⋯⋯⋯219

第二节市场管理⋯⋯⋯⋯⋯⋯⋯219

第三节企业登记⋯⋯⋯⋯⋯⋯⋯220
}
(一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四节商标注册⋯⋯⋯⋯⋯⋯⋯220

第五节经济合同管理⋯⋯⋯⋯⋯222

第三章物价⋯⋯⋯⋯⋯⋯⋯⋯⋯⋯⋯222

第一节机构⋯⋯⋯⋯⋯⋯⋯⋯⋯222

第二节物价管理⋯⋯⋯⋯⋯⋯⋯222

第三节物价监督检查⋯⋯⋯⋯⋯224

第四节物价调整⋯⋯⋯⋯⋯⋯⋯224

第四章计量⋯⋯⋯⋯⋯⋯⋯⋯⋯⋯⋯227

第一节机构⋯⋯⋯⋯⋯⋯⋯⋯⋯227

第二节常用计量器具⋯⋯⋯⋯⋯227

第三节计量管理⋯⋯⋯⋯⋯⋯⋯227

第四节推广标准化⋯⋯⋯⋯⋯⋯228

第五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229

第五章统计⋯⋯⋯⋯⋯⋯⋯⋯⋯⋯⋯229

第一节机构⋯⋯⋯⋯⋯⋯⋯⋯⋯229

第二节统计调查⋯⋯⋯⋯⋯⋯⋯229

第三节统计服务⋯⋯⋯⋯⋯⋯⋯230

第六章审计⋯⋯⋯⋯⋯⋯⋯⋯⋯⋯⋯230

第一节机构⋯⋯⋯⋯⋯⋯⋯⋯⋯230

第二节审计监督⋯⋯⋯⋯⋯⋯⋯231

第十编财税金融

第一章财政⋯⋯⋯⋯⋯⋯⋯⋯⋯⋯⋯232

第一节机构⋯⋯⋯⋯⋯⋯⋯⋯⋯232

第二节财政体制⋯⋯⋯⋯⋯⋯⋯233

第三节财政收入⋯⋯⋯⋯⋯⋯⋯234

第四节财政支出⋯⋯⋯⋯⋯⋯⋯238

第五节财政管理与监督⋯⋯⋯⋯243

第二章税务⋯⋯⋯⋯⋯⋯⋯⋯⋯⋯⋯244

第一节机构⋯⋯⋯⋯⋯⋯⋯⋯⋯244

第二节税收⋯⋯⋯⋯⋯⋯⋯⋯⋯245

第三节税制和税种⋯⋯⋯⋯⋯⋯248

第四节减税免税⋯⋯⋯⋯⋯⋯⋯249

第三章金融⋯⋯⋯⋯⋯⋯⋯⋯⋯⋯⋯250

第一节机构⋯⋯⋯⋯⋯⋯⋯⋯⋯250

第二节货币⋯⋯⋯⋯⋯⋯⋯⋯⋯251

第三节信贷⋯⋯⋯⋯⋯⋯⋯⋯⋯254

第四节储蓄⋯⋯⋯⋯⋯⋯⋯⋯⋯259

第五节证券和侨汇⋯⋯⋯⋯⋯⋯261

第六节保险⋯⋯⋯⋯⋯⋯⋯⋯⋯263

第十一编交通邮电

第一章交通⋯⋯⋯⋯⋯⋯⋯⋯⋯⋯⋯265

第一节机构⋯⋯⋯⋯⋯⋯⋯⋯⋯265

第二节公路⋯⋯⋯⋯⋯⋯⋯⋯⋯266

第三节桥梁⋯⋯⋯⋯⋯⋯⋯⋯⋯268

第四节运输⋯⋯⋯⋯⋯⋯⋯⋯⋯270

第二章邮电⋯⋯⋯⋯⋯⋯⋯⋯⋯⋯⋯275

第一节机构⋯⋯⋯⋯⋯⋯⋯⋯⋯275

第二节邮政⋯⋯⋯⋯⋯⋯⋯⋯⋯276

第三节电信⋯⋯⋯⋯⋯⋯⋯⋯⋯278

第十二编城乡建设

第一章机构⋯⋯⋯⋯⋯⋯⋯⋯⋯⋯⋯280

第二章县城建设⋯⋯⋯⋯⋯⋯⋯⋯⋯280

第一节城区交通⋯⋯⋯⋯⋯⋯⋯281

第二节重要建筑⋯⋯⋯⋯⋯⋯⋯282

第三节供排水⋯⋯⋯⋯⋯⋯⋯⋯287

第四节城区绿化⋯⋯⋯⋯⋯⋯⋯288

第三章村镇建设⋯⋯⋯⋯⋯⋯⋯⋯⋯289

第一节乡镇驻地建设⋯⋯⋯⋯⋯289

第二节村庄建设⋯⋯⋯⋯⋯⋯⋯292

第四章建筑队伍⋯⋯⋯⋯⋯⋯⋯⋯⋯294

第一节乡村建筑队⋯⋯⋯⋯⋯⋯294

第二节县建筑公司⋯⋯⋯⋯⋯⋯295

第十三编政党群团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商河县地方

组织⋯⋯⋯⋯⋯⋯⋯⋯⋯⋯⋯⋯296

第一节党组织的建立⋯⋯⋯⋯⋯296

第二节县委⋯⋯⋯⋯⋯⋯⋯⋯⋯298

第三节历次代表大会⋯⋯⋯⋯⋯302

第四节纪律检查⋯⋯⋯⋯⋯⋯⋯303

第五节主要活动⋯⋯⋯⋯⋯⋯⋯304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及三青团商河县

地方组织⋯⋯⋯⋯⋯⋯⋯⋯⋯305

第一节国民党组织⋯⋯⋯⋯⋯⋯305

第二节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306

一＼



目 录

第三章群众团体⋯⋯⋯⋯⋯⋯⋯⋯⋯306

第一节工人团体⋯⋯⋯⋯⋯⋯⋯306

第二节农民团体⋯⋯⋯⋯⋯⋯⋯307

第三节工商团体⋯⋯⋯⋯⋯⋯⋯307

第四节青年团体⋯⋯⋯⋯⋯⋯⋯307

第五节妇女团体⋯⋯⋯⋯⋯⋯⋯309

第六节少年儿童团体⋯⋯⋯⋯⋯309

第十四编政权政协

第一章权力机构⋯⋯⋯⋯⋯⋯⋯⋯⋯311

第一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311

第二节县人民代表大会⋯⋯⋯⋯312

第三节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316

第二章行政机构⋯⋯⋯⋯⋯⋯⋯⋯⋯318

第一节清末县署⋯⋯⋯⋯⋯⋯⋯318

第二节民国县政府⋯⋯⋯⋯⋯⋯320

第三节抗日民主政府⋯⋯⋯⋯⋯322

第四节人民政府⋯⋯⋯⋯⋯⋯⋯323

第五节基层政权⋯⋯⋯⋯⋯⋯⋯331

第三章议政机构⋯⋯⋯⋯⋯⋯⋯⋯⋯332

第一节政协机构⋯⋯⋯⋯⋯⋯⋯332

第二节历届政协委员会⋯⋯⋯⋯332

第三节主要活动⋯⋯⋯⋯⋯⋯··：336

第十五编政法

第一章公安⋯⋯⋯⋯⋯⋯⋯⋯⋯⋯⋯337

第一节机构⋯⋯⋯⋯⋯⋯⋯⋯⋯337

第二节社会治安⋯⋯⋯⋯⋯⋯⋯338

第三节户籍管理⋯⋯⋯⋯⋯⋯⋯340

第四节监所管理⋯⋯⋯⋯⋯⋯⋯340

第五节消防⋯⋯⋯⋯⋯⋯⋯⋯⋯341

第二章检察⋯⋯⋯⋯⋯⋯⋯⋯⋯⋯⋯341

第一节机构⋯⋯⋯⋯⋯⋯⋯⋯⋯341

第二节刑事检察⋯⋯⋯⋯⋯⋯⋯342

第三节经济检察⋯⋯⋯⋯⋯⋯⋯342

第四节法纪检察⋯⋯⋯⋯⋯⋯⋯343

第五节监所检察⋯⋯⋯⋯⋯⋯⋯343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与举报⋯⋯344

第三章审判⋯⋯⋯⋯⋯⋯⋯⋯⋯⋯⋯345

第一节机构⋯⋯⋯⋯⋯⋯⋯⋯⋯345

第二节刑事审判⋯⋯⋯⋯⋯⋯⋯345

第三节民事审判⋯⋯⋯⋯⋯⋯⋯346

第四节经济审判⋯⋯⋯⋯⋯⋯⋯346

第五节执行案件和行政审判⋯⋯347

第四章司法行政⋯⋯⋯⋯⋯⋯⋯⋯⋯347

第一节机构⋯⋯⋯⋯⋯⋯⋯⋯⋯347

第二节律师与公证⋯⋯⋯⋯⋯⋯347

第三节民事调解⋯⋯⋯⋯⋯⋯⋯348

第四节法制宣传⋯⋯⋯⋯⋯⋯⋯348

第十六编劳动人事

第一章劳动⋯⋯⋯⋯⋯⋯⋯⋯⋯⋯⋯350

第一节机构⋯⋯⋯⋯⋯⋯⋯⋯⋯350

第二节职工队伍⋯⋯⋯⋯⋯⋯⋯350

第三节社会用工⋯⋯⋯⋯⋯⋯⋯352

第四节知识青年安置⋯⋯⋯⋯⋯353

第五节待业青年安置⋯⋯⋯⋯⋯354

第二章人事⋯⋯⋯⋯⋯⋯⋯⋯⋯⋯⋯354

第一节机构⋯⋯⋯⋯⋯⋯⋯⋯⋯354

第二节干部来源⋯⋯⋯⋯⋯⋯⋯354

第三节干部状况⋯⋯⋯⋯⋯⋯⋯355

第四节干部管理⋯⋯⋯⋯⋯⋯⋯357

第三章工资⋯⋯⋯⋯⋯⋯⋯⋯⋯⋯⋯358

第一节工资制度⋯⋯⋯⋯⋯⋯⋯358

第二节工资晋升⋯⋯⋯⋯⋯⋯⋯359

第四章劳保福利⋯⋯⋯⋯⋯⋯⋯⋯⋯362

第一节劳动保护⋯⋯⋯⋯⋯⋯⋯362

第二节劳动保险⋯⋯⋯⋯⋯⋯⋯363

第三节干部职工福利⋯⋯⋯⋯⋯363

第四节劳动争议仲裁⋯⋯⋯⋯⋯364

第十七编民政

第一章机构⋯⋯⋯⋯⋯⋯⋯⋯⋯⋯⋯365

第二章优属抚恤⋯⋯⋯⋯⋯⋯⋯⋯⋯365

第一节群众优待⋯⋯⋯⋯⋯⋯⋯365

第二节国家补助⋯⋯⋯⋯⋯⋯⋯366

第三节国家抚恤⋯⋯⋯⋯⋯⋯⋯368
／I

／

n
(／



目录

第三章复退军人安置⋯⋯⋯⋯⋯⋯⋯369

第一节机构⋯⋯⋯⋯⋯⋯⋯⋯⋯369

第二节安置⋯⋯⋯⋯⋯⋯⋯⋯⋯370

第四章救济救灾⋯⋯⋯⋯⋯⋯⋯⋯⋯371

第一节救济⋯⋯⋯⋯⋯⋯⋯⋯⋯371

第二节救灾⋯⋯⋯⋯⋯⋯⋯⋯⋯371

第五章社会福利⋯⋯⋯⋯⋯⋯⋯⋯⋯373

第一节老年人福利⋯⋯⋯⋯⋯⋯373

第二节残疾人福利⋯⋯⋯⋯⋯⋯373

第六章烈士褒扬⋯⋯⋯⋯⋯⋯⋯⋯⋯373

第一节革命烈士陵园⋯⋯⋯⋯⋯374

第二节革命烈士英名录⋯⋯⋯⋯374

第七章婚丧管理⋯⋯⋯⋯⋯⋯⋯⋯⋯374

第一节婚姻管理⋯⋯⋯⋯⋯⋯⋯374

第二节丧葬管理⋯⋯⋯⋯⋯⋯⋯375

第八章支援外地建设⋯⋯⋯⋯⋯⋯⋯376

第一节支援黑龙江、青海建设⋯376

第二节云南国防施工⋯⋯⋯⋯⋯377

第十八编军事

第一章地方武装⋯⋯⋯⋯⋯⋯⋯⋯⋯378

第一节清代团练武装⋯⋯⋯⋯⋯378

第二节民国武装⋯⋯⋯⋯⋯⋯⋯378

第三节土匪武装⋯⋯⋯⋯⋯⋯⋯379

第四节人民武装⋯⋯⋯⋯⋯⋯⋯379

第二章驻军⋯⋯⋯⋯⋯⋯⋯⋯⋯⋯⋯381

第一节清军⋯⋯⋯⋯⋯⋯⋯⋯⋯381

第二节民国军队⋯⋯⋯⋯⋯⋯⋯381

第三节人民军队⋯⋯⋯⋯⋯⋯⋯382

第三章兵役⋯⋯⋯⋯⋯⋯⋯⋯⋯⋯⋯383

第一节募兵制⋯⋯⋯⋯⋯⋯⋯⋯383

第二节志愿兵役制⋯⋯⋯⋯⋯⋯383

第三节义务兵役制⋯⋯⋯⋯⋯⋯383

第四节预备兵役制⋯⋯⋯⋯⋯⋯384

第四章战事⋯⋯⋯⋯⋯⋯⋯⋯⋯⋯⋯385

第一节捻军战于商河⋯⋯⋯⋯⋯385

第二节义和团攻打教堂⋯⋯⋯⋯385

第三

第四

第五章民兵⋯⋯⋯⋯⋯⋯⋯⋯⋯⋯⋯388

第一节组织⋯⋯⋯⋯⋯⋯⋯⋯⋯388

第二节训练⋯⋯⋯⋯⋯⋯⋯⋯⋯388

第三节武器装备⋯⋯⋯⋯⋯⋯⋯389

第四节活动⋯⋯⋯⋯⋯⋯⋯⋯⋯389

第十九编教育

第一章机构⋯⋯⋯⋯⋯⋯⋯⋯⋯⋯⋯392

第二章私塾书院学堂⋯⋯⋯⋯⋯392

第三章幼儿教育⋯⋯⋯⋯⋯⋯⋯⋯⋯393

第四章小学教育⋯⋯⋯⋯⋯⋯⋯⋯⋯393

第五章中学教育⋯⋯⋯⋯⋯⋯⋯⋯⋯397

第一节普通中学⋯⋯⋯⋯⋯⋯⋯397

第二节农业中学⋯⋯⋯⋯⋯⋯⋯399

第六章专业学校⋯⋯⋯⋯⋯⋯⋯⋯⋯400

第一节师范学校⋯⋯⋯⋯⋯⋯⋯400

第二节蚕业学校⋯⋯⋯⋯⋯⋯⋯400

第三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401

第四节卫生学校⋯⋯⋯⋯⋯⋯⋯401

第七章成人教育⋯⋯⋯⋯⋯⋯⋯⋯⋯402

第一节农民业余教育⋯⋯⋯⋯⋯402

第二节职工业余教育⋯⋯⋯⋯⋯402

第三节干部进修班⋯⋯⋯⋯⋯⋯403

第四节教师进修学校⋯⋯⋯⋯⋯403

第五节供销及商业学校⋯⋯⋯⋯403

第六节卫生进修学校⋯⋯⋯⋯⋯404

第七节电视大学及自学考试⋯⋯404

第八章教师⋯⋯⋯⋯⋯⋯⋯⋯⋯⋯⋯405

第一节教师队伍⋯⋯⋯⋯⋯⋯⋯405

第二节教师培训⋯⋯⋯⋯⋯⋯⋯406

第三节教师待遇及地位⋯⋯⋯⋯407

第二+编科技

第一章机构⋯⋯⋯⋯⋯⋯⋯⋯⋯⋯⋯408

第一节行政机构⋯⋯⋯⋯⋯⋯⋯408

第二节科协⋯⋯⋯⋯⋯⋯⋯⋯⋯408

第二章科技队伍⋯⋯⋯⋯⋯⋯⋯⋯⋯408

]

—

O

O

—

mⅢ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

一

=

一

～果

一

果奖

一

成获

一

技

一

科节

一

一

一

章第

一

三

一

第

一

军城伪河击放抗解节节



目录

第二节科技著述⋯⋯⋯⋯⋯⋯⋯419

第四章科学普及⋯⋯⋯⋯⋯⋯⋯⋯⋯423

第一节科技情报⋯⋯⋯⋯⋯⋯⋯423

第二节科普教育⋯⋯⋯⋯⋯⋯⋯423

第三节科学实验⋯⋯⋯⋯⋯⋯⋯424

第四节地震观测⋯⋯⋯⋯⋯⋯⋯425

第五章能源利用⋯⋯⋯⋯⋯⋯⋯⋯⋯425

第一节沼气⋯⋯⋯⋯⋯⋯⋯⋯⋯425

第二节省柴灶⋯⋯⋯⋯⋯⋯⋯⋯426

第三节太阳能⋯⋯⋯⋯⋯⋯⋯⋯426

第六章气象观测⋯⋯⋯⋯⋯⋯⋯⋯⋯426

第一节机构⋯⋯⋯⋯⋯⋯⋯⋯⋯426

第二节仪器⋯⋯⋯⋯⋯⋯⋯⋯⋯427

第三节观测及服务项目⋯⋯⋯⋯428

第二十一编文化

第一章文化艺术⋯⋯⋯⋯⋯⋯⋯⋯⋯429

第一节机构⋯⋯⋯⋯⋯⋯⋯⋯⋯429

第二节戏剧⋯⋯⋯⋯⋯⋯⋯⋯⋯430

第三节曲艺⋯⋯⋯⋯⋯⋯⋯⋯⋯431

第四节电影⋯⋯⋯⋯⋯⋯⋯⋯⋯432

第五节民间文艺⋯⋯⋯⋯⋯⋯⋯433

第六节文艺创作⋯⋯⋯⋯⋯⋯⋯437

第七节文物⋯⋯⋯⋯⋯⋯⋯⋯⋯441

第八节古迹⋯⋯⋯⋯⋯⋯⋯⋯⋯443

第二章图书⋯⋯⋯⋯⋯⋯⋯⋯⋯⋯⋯445

第一节发行⋯⋯⋯⋯⋯⋯⋯⋯⋯445

第二节藏书⋯⋯⋯⋯⋯⋯⋯⋯⋯445

第三节借阅⋯⋯⋯⋯⋯⋯⋯⋯⋯446

第三章档案⋯⋯⋯⋯⋯⋯⋯⋯⋯⋯⋯447

第一节机构⋯⋯⋯⋯⋯⋯⋯⋯⋯447

第二节设施⋯⋯⋯⋯⋯⋯⋯⋯⋯447

第三节存档⋯⋯⋯⋯⋯⋯⋯⋯⋯447

第四章广播电视⋯⋯⋯⋯⋯⋯⋯⋯⋯448

第一节机构⋯⋯⋯⋯⋯⋯⋯⋯⋯448

第二节广播⋯⋯⋯⋯⋯⋯⋯⋯⋯448

第三节电视⋯⋯⋯⋯⋯⋯⋯⋯⋯450

第二十二编卫生体育

第一章卫生⋯⋯⋯⋯⋯⋯⋯⋯⋯⋯⋯451

第一节机构⋯⋯⋯⋯⋯⋯⋯⋯⋯451

第二节医疗⋯⋯⋯⋯⋯⋯⋯⋯⋯451

第三节医药⋯⋯⋯⋯⋯⋯⋯⋯⋯455

第四节妇幼保健⋯⋯⋯⋯⋯⋯⋯457

第五节卫生防疫⋯⋯⋯⋯⋯⋯⋯457

第二章体育⋯⋯⋯⋯⋯⋯⋯⋯⋯⋯⋯460

第一节机构⋯⋯⋯⋯⋯⋯⋯⋯⋯460

第二节体育设施⋯⋯⋯⋯⋯⋯⋯460

第三节体育活动⋯⋯⋯⋯⋯⋯⋯460

第四节体育竞赛⋯⋯⋯⋯⋯⋯⋯461

第二十三编社会

第一章宗教侨务⋯⋯⋯⋯⋯⋯⋯⋯⋯464

第一节宗教⋯⋯⋯⋯⋯⋯⋯⋯⋯464

第二节侨务⋯⋯⋯⋯⋯⋯⋯⋯⋯465

第二章家族姓名⋯⋯⋯⋯⋯⋯⋯⋯⋯465

第一节家族⋯⋯⋯⋯⋯⋯⋯⋯⋯465

第二节姓名⋯⋯⋯⋯⋯⋯⋯⋯⋯466

第三章人民生活⋯⋯⋯⋯⋯⋯⋯⋯⋯466

第一节农民生活⋯⋯⋯⋯⋯⋯⋯466

第二节职工生活⋯⋯⋯⋯⋯⋯⋯467

第四章民俗⋯⋯⋯⋯⋯⋯⋯⋯⋯⋯⋯468

第一节生活习俗⋯⋯⋯⋯⋯⋯⋯468

第二节礼仪习俗⋯⋯⋯⋯⋯⋯⋯471

第三节节日习俗⋯⋯⋯⋯⋯⋯⋯474

第四节职业习俗⋯⋯⋯⋯⋯⋯⋯476

第五节禁止习俗⋯⋯⋯⋯⋯⋯⋯478

第六节社会新风⋯⋯⋯⋯⋯⋯⋯477

第五章方言⋯⋯⋯⋯⋯⋯⋯⋯⋯⋯⋯478

第一节方言特点⋯⋯⋯⋯⋯⋯⋯479

第二节词语选录⋯⋯⋯⋯⋯⋯⋯481

第六章民间传说⋯⋯⋯⋯⋯⋯⋯⋯⋯492

第一节龙桑寺与金头玉蝼蛄⋯⋯492

第二节丈二瓜王打金牛⋯⋯⋯⋯493

第三节老姜背老婆⋯⋯⋯⋯⋯⋯493



目 录

第二十四编人物 妻主霎蠢喜柔：：：：：：：：：：：：：：：：：：：：：：：：：：：：：：：：：：；i
第一章人物传略⋯⋯⋯⋯⋯⋯⋯⋯⋯495 本次修志始末⋯⋯⋯⋯⋯⋯⋯⋯⋯⋯⋯612

第二章革命烈士英名录⋯⋯⋯⋯⋯⋯505

第三章知名人士简介⋯⋯⋯⋯⋯⋯⋯574

附录

历代修志简介⋯⋯⋯⋯⋯⋯⋯⋯⋯⋯⋯580

]

一



概 述

商河县位于东经116。587～117。267、北纬37。067～37。327之间，是济南市所属十区县之一。

东靠惠民县、阳信县，西与临邑县毗邻，南临济阳县，北与乐陵县接壤。呈东北西南置菱形，最长

处51公里，最宽处43公里，总面积1162平方公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6镇15乡

959村，计130199户、556178人，其中汉族548494人，回族7646人，满、维吾尔、蒙等少数民族

38人。平均每平方公里478人。县城位于中间偏西，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

纽。

商河县全境均为黄河冲积平原，平坦宽广。自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古有“漯水南驶，笃马

北流”；今有徒骇、土马、德惠、商西、商中、商东等十余条河纵横交错，排灌兼用。全境均属暖温

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2．6。C，年平均降水量为591．1毫米，无霜期为193天，雨热

同季，宜粮棉生长。

商河县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属齐国麦丘邑。秦

为齐郡地。前汉为平原郡枘县、干乘郡湿沃县，后汉为平原郡般县。三国、两晋、南北朝复为湿

沃县，改属乐陵郡。隋朝建立后，于公元596年(开皇十六年)置滴河县，属棣州。唐改属沧州、

德州及乐安郡。五代因之。宋改滴河县为商河县(即滴字去水旁)，复归棣州。从此县名固定，

沿用至今。金元属沧州。明初属济南府，后属武定州。清初属济南府，1734年(雍正十二年)改

属武定府。民国期间改属岱北道、济南道、武定道、山东省政府。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先

后属鲁北、冀南、冀鲁边区三专署、渤海行署二专署及泺北专署。建国初属德州专署。1956年改

属惠民专署。1958年商河、乐陵并为一县，初称商河县，后更名为乐陵县，先后属聊城、淄博两

专署。1961年商、乐分治，恢复商河县，复归德州专署。1990年1月改属济南市。

商河县，古为“用武之国”。公元前280年“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麦丘即今之商河域。唐

朝棣州刺史与淄青节度使战于滴河，斩首两千。元代蒙古兵征讨李碹，明太祖朱元璋北取中原，

都曾兵临商河。1420年(永乐十八年)明朝迁都北京后，商河县成为“两京通衢”。清军南下，日

军入侵，均曾取道商河，并血染商河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

抗日挺进纵队开来商河县，先后在陈罗、王寨、兴隆等战斗中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1945年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周围济阳、德平等几个县的日伪顽军约1万多人，麇集商河

城内，筑堡设险，负隅顽抗。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部同商河县军民一

道激战三天，全歼守敌，实现了商河全境的彻底解放。

历史上的商河，纯属单一的小农经济，长期贫穷。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2609万元，

人均66．3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555万元，占97．9％。建国后每年虽以8．1％的速度递增，但历

经曲折，尤其是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曾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全面的持续

的发展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县政府及时地成功地实现了两个转变，即

由只抓粮食转变为粮棉一齐抓，进而又转变到抓多种经济及乡镇村企业，不仅保证了粮棉的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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