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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具有编修史志的传统国家。古时，

"国有史，邑有志"以"镜往事，诚来兹，鉴
兴废，考得失"。历代封建王朝深知"治天下以

史为鉴，治那国以志为鉴"。

为了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民政工作的历

史和现状，汲取经验教训，探索其发展规律，充

分掌握情况，为确定方针、政策，制订建设社会
主义规划，进行科学管理等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科

学依据;为发展我县的民政事业，扬长补短，发

挥优势，起到"鉴古观今"、 "古为今用纱的作

用，我们在中共安丘县委、安丘县政府的领导

下，在安丘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遵照上级

有关文件精神，成..lÌ.了《安丘县民政志》编慕领

导小组，抽调、聘请了编辑人员，组成编辑小

组。通过查档、座谈、走访等方法，收集了大量

资料，得到了省内外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广征

博采，深挖细授，经过统辑人员的辛勤劳作，严

肃认真，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去伪存真，锐意



求精，三易其稿，终于使《安丘县民政志》问

世。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

京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丈唯物主

义的观点，尽量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突出民政工作的特点，本着详近咯远，厚

今薄古的原则，使用大量的证据材什反映我县氏

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本志书上限鸦片战争( 1840年) ，个别地方

追溯到公元前，下陈至 1985年底，共分十一幸，

四十四节，约计于万字。《安丘县氏政志》是我县

第一部全面反映安丘县氏政工作的系统史料，是

我县氏政大金，它对于我县氏政工作的开展 具

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安丘县民政志》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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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
春，犬饥。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
正月 26 日，犬雪，平地深数尺。
8 月，犬风，屋上的草刮去不少，犬树刮倒

很多。犬热十多夭。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

夏，大水。秋，歉收。
1846年， (清道光二十六年)

6 月，地震。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

5 月初 5 日，借户、土山村一带有冰雹，大
如鸡蛋，小麦犬减产。 6 月，大风雨，损坏庄稼
很多。

1852年(清咸丰二年)
春旱。秋涝。 11月，地震。

1853年(清咸丰三年)
8 月，先后两次地震。



1854年(清咸丰四年)
5 月，地震。飞 6 月，犬水，三百余村受灾。

1857年(清咸丰七年)
4 月，发生虫灾。 6 月煌虫自东南来，飞蔽

天目，所到之处，庄稼吃光。
1859年(清咸丰九年)

2 月，地震。 3 月至 7 月无雨，井多泪。

1862年(清同治无年)
春旱。 6 月，汶河以北， 蝉虫吃掉庄称。

秋，瘟疫流行。
1879年(清光绪五年)

5 月，犬风雹，大如鸡蛋，半目方止，打死

鸦雀无数，西乡石庙、田家庄受害最犬。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春旱。 6 月，生的煌弓庄稼叶子几乎被吃

尽。

1914年(民国三年)
7 月，大雨，八天九夜， 19 日发犬水，渠、

汶、滩等犬小河流泛滥成灾，沿河村庄，庄稼损

失较大。

19171年(民国六年)

春，犬旱，秋，伤寒流行，山东头、近戈
庄、道口等村死者很多，有的全户死绝。

1923年(民国十二年)

2 



秧，鼠役流行，周家营子村病死360人。

1924‘年(民国十三年)
~，霍乱"流行，南流区张家庄病死82人。

1927年(民国十六年)

春，大饥。麻感流行，死亡儿童很多，仅三
里庄一村死亡32个。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9 月 6 日萝安丘县民主政府在西古庙成立，

崔杰千任县长。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6 月 22 日，淮安县解放，中共淮安县委进驻景

芝，先后成立 9 个区，辖348个村， 218527 口人。

7 月，淮安县民主政府在景芝建立。 9 月 3

日，抗日战争结束，全县牺牲烈士共计229 各。
1946年(民国二十五年)

4 月，安丘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夏坟召

开。成立县参议会，选举赵季武(共产党员)、

李振川、孙聘三(民主人士)为副参议长。
5 月，淮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景芝召

开，成立参议会，选举张竹坡(民主人士)为参

议长，李子灼(农民)、周丹廷(民主人士)为

副参议长。

8 月 13 日，凌河镇伪镇长孙士新勾结张天佐
部孙玉田团和还乡团头子孙元富部共14-00余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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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吕家埠村，进行军事报复。该村干部、民兵

及群众奋起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杀害了
30余人，房屋大部被烧毁，财物被劫一空。民兵

队长吕克彦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事后，安丘县委

和政府对其烈属及受害群众进行抚恤和安置。
11月 5 日，山东军区第九师，警备二旅及第

二军分了区十二团(原沂山支队)解放安丘城。共

毙伤国民党省参议员李治民以下700余人，俘国

民党安丘县长潘洁民以下2500余人，缴获大批武

器弹药。

11月底，万人在胡峪村开会追悼中共安丘县

委书记徐仲林诸烈士，并在雹泉英雄山上建立了

安丘战役烈士公墓。

年内，安丘县扩展十个区:拓山、召忽、寿
山、夏坡、南部、部山、高崖、平原、石泉、凌
河口

19 ，17年(民国三十六年)

4 月 24 日，安丘县支前指挥部成立，马月如

任指挥，曹春耕兼任政委。
5 月 8 日，淮安县组织1000人的民工大队支

援孟良菌战役 7 月胜利返回。

同月 16 日，慈光乡等遭受雹灾，麦田受灾

104000余犬亩，损失小麦4730000 斤。

夏，阴雨连绵月余，十乡一镇水灾严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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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面积65000余万犬亩，约减秋粮65000余石。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3 月 18 日、 1947年 5 月出发叫安丘、〉佳安两

县随军担架队尤荣归来。

4 月 29 日飞安丘县全境解放。

同月，原注县九区 tiV 47个村庄划归安丘县。

5 月 10 日，新安丘县人民政府在安丘城成

立，孔益千代理县长。

6 月，老安丘县政府驻辉渠村，隶属鲁中三

地委，三专署，燕依民任县长。

9 月，老安丘县抽调支前工作队，随军南
下，与淮安县支前工作队组成一个支队a 支队长

李华妨，政委桑林

12月 19 日， "大众日报"报导 z 安丘县民工

2800辆小车支前运粮， 40天往返2000里?将270

余万斤粮食分批抵运前方。

12月 22 日，老安丘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前

段支前工作，三个多月参军1539名，出支前小车

5000辆，担架700副，做军鞋40000汉。

年底，据淮安县统计 z 自 1946至 1948年支前

民兵4397人次，涌现出支前模范 20 人，人民功

臣 30人。战地参军的1000余人。
1949年

1 月 18 日，老安丘县委召开支前工作汇报

5 



会，四个多月共出支前/民工近万人次 小车两千

余辆，担架近千副，做军鞋近50000双，一年多
共参军3700名。

1 月 25 日，中共安丘县委通过《二月份动参

决议(草案) ))至 2 月下旬，共动员 2190人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

1 月 28 日，老安丘县支援淮海战役民工团胜

利返回。寿山区支前担架民兵连荣获华东支前，委

员会授予的"钢四连"称号。

2 月， (祈)安丘县利用春节开展拥军优属

突击运动，全县军工烈属户户挂了光荣灯、光荣
牌‘并有重点地优属2106户，发放拥军粮70263

斤。群众自愿捐献现金29000000余元。另有大批

慰问品。

8 月，老安丘县组成三套班子，一套班子南

下，一套班子支前 p 一套班子留县工作。南下干

部共66名电同时县独立团 5 个营共1500余人升级

南下。

同月，淮安县配备整套干部班子，随部队去

长江以南开辟新区工作，同时成立救灾委员会，

抓生产救灾工作。

4 月，老安丘县组织七个生产救灾组，深入

各区，村发动群众抗灾度荒。

4 月 26 日，平柳、许营、阿陀、十旦、石

6 



泉、慈山、赵戈等 7 个区， 80个乡遭风雹，约半
小时，打毁麦田99797亩，拍毁春田 11736亩，县
政府以工代赈46000余人，赈粮200000斤，社会

互济 1500余户，副业帮助款500000 元，粮60000

斤口

10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安丘、丘

南、淮安各县人民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6 月，老安丘县政府改称丘南县。

同月，安丘县正式划界，由丘(南)、淮

(安)、滩(南)、昌(南)、昌(乐)五县边
沿组合而成。

1950年

1 月 21 日，安丘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

幕，选举产生了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8 月，各级人民政府拨发各种救济粮款，赈

济灾民，并以工代赈治理滩河。同时对洪沟河进

行清淤、疏通、修堤。

春，三县同时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 0 

5 月 7 个区 81个村遭雹灾。打坏小麦、春
苗 22000 余亩。

7 月 12 日，安丘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开幕，决会决议，在汶河南岸营造50华里长的防

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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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至 18 目，大雨三天，滩河决口三

处，夹河套、黄旗堡数村被迹，受灾作物14983

田。

9 月 10 日， "安丘县复员委员会"成立，共

有委员 13人，陈宗元为主任，马瑞图任副主任，

下设秘书，组织、宣传、供给、安置就业 5 个月去，

并设立疗养所、招待站。
10月，中央发布五个优抚条例。

11 月 30 日，安丘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县城召开，决议在全县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

地剥削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开展抗美援

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通电慰

问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年，军队供养人员转交地方。全县成立民

调委员会，基层建立民调小组。

1951年
2 月 24 日，安丘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县城召开，决议在全县开展动员参军活动，有

4700名青壮年响应祖国召唤句投入了"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战争。
5 月，全县人民举行反美示威游作，开展捐

献"飞机、犬炮" (即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和

平签名运动。

7 月 29 日，暴雨，几小时降雨 1 7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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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阴雨连绵，安丘县12个区受灾面积达52000
余亩。

. 9 月 18 日，安丘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县城召开-决议在全县宣传贯彻婚姻法，动员

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

8 月 1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公

布。

这月，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开展除

"四害"运动。
4 月，安丘县转业建设委员会建立。

8 月，滩安县合并于安丘县，同时将平柳、

阿陀区划归昌乐县。

9 月 9 日，安丘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县城召开，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从本次会议

开始，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宋鹤仙任县

长。

9 月 13 日，石堆、金堆、石泉、十里等四个

区 þ 80个村受雹灾，面积63000亩。

12月，召开全县烈属、军属和残废、复员、

转业军人及拥军优属模范代表会议。代表 300

名，会期四夭。

1953年

1 月，中央通知各地于年内召开各级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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