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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区境内的客观事物．

二、记述区域范围，以1985年所辖现行政区划为限。

三、断限，上自1840年(人物及其他个别内容追溯至事物发端)，下至1985年(大事记下限

为1990年)。按照详今略古原则，内容重点放在当代，突出时代和地方特点。

四、本志结构，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人物和附录组成。大事记、附录不分章节，专志

23编，平列设志，分编章节目记述，目题书黑体字，不标序列号。部分编冠以小序，全志以文为

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本籍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的原则，排列以卒年为

序。对于应记载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分别记录在有关编章中。

七、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元年以前用旧历纪年，沿用汉字，同节第一次使用夹注公元纪年；

自1912年至下限，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夹注民国纪年。人物用公元纪年。

八、各个时期的政权机构及一些全称过长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淄博第

一棉纺织厂简称淄博一棉)。

九、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公布的镞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为准；计量，执行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

的命令》。所用数字，均以历史档案和统计部门正式公布的资料为准；有缺漏的，采用有关业务

部门的数字。
”

十、行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3月周村区境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十一、文中所录用资料来源较广，均经考证，凡录用原文的已在文中注明，其他不再一一注

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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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记述了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周村带来的勃勃生

机和巨大变化；同时也真实地记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失

误及应记取的教训。我们作为周村的执政者，要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t

针和政策的同时，以《周村区志》为正镜旁鉴，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把 I

握周村历史发展的脉络，了解各项事业的基本面貌，认识和掌握发展规律， ；

从周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科学地决策周村的现在与未来，推进社
’’

：

会发展。无疑，《周村区志》也会为后来治邑者留下丰富的资料和可贵的借 !
●

鉴。 j‘ j
●P

“志求实用”，彰往昭来，利今世而惠后人。志书的编修，目的为促进全 ；

区两个文明建设。期冀全区各界、各级干部、周村人民都要深研细读，以志

书为师，陶冶情操，发扬光大周村儿女的光荣传统，同心协力，为建设周村

贡献聪明才智和力量，并以此志教育后代，使之成为工作与生活中的良师

益友。 ，，

编修志书是一项浩瀚的社会工程，量大而艰辛。《周村区志》既有修志

人员的苦衷与耕耘，又有众多人的心血与企盼，尤有省、市业务部门的关怀

和直接领导，兄弟区县的通力协作和诸多专家的具体策划指导方成此书。

借志书付梓之际，我们代表中共周村区委、区人民政府向所有关心《周村区

志》并为此做出贡献的单位j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周村区委书记 王存荣

周村区人民政府区长 吕凤强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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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周村区属山东省淄博市辖区，位于山东省

中部，东邻张店区，南接淄川区，西与章丘县、邹

平县相连，北与桓台县接壤。东西最大横距

25．3公里，南北最大纵距27．3公里，总面积为

262．99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占33．52％，丘陵占

66．48％．地势南高北低，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光照充足，平均年降雨量“6．3毫米，年

平均气温13．1℃，无霜期年均196天，适宜农

作物的种植和生长。

周村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

住。商、周时期，已有部落和村庄。春秋战国

时，为齐国属地。西汉时，北部属於陵县，南部

属般阳县。南北朝时，属广川郡武强县。宋元

嘉五年于南部置贝邱县，属清河郡。隋开皇十

六年(596)属淄州，十八年改武强县为长山县，

改贝邱县为淄川县。现区境南部原属淄川县．

北部属长山县，历经一千三百余载。1945年8

月，周村第一次解放，置周村市建制，隶属渤海

行署，后划归鲁中南行政区淄博特区。1950年

3月，周村，长山合并为长山县；11月，由长山县

析出，与张店合建张周市。1955年4月至1985

年，周村为淄博市辖区。全区设周村、南阎、张

坊，大姜、南营、贾黄，高塘、八里沟、彭阳9个

乡，王村、萌水2个镇，212个自然村；城区设3

个街道办事处，25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

266181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12人，是

全省平均人口密度的2倍。有汉、回，满，苗、

壮、侗．瑶、蒙、朝鲜等9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

占99．5％。在全区人口中，农业户口173777

人，占65．29％；非农业户口92380人，占

34．71％。区政府驻地周村，常住人口84273

人．

周村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南宋嘉定

年间、元中统年间。周村南部百姓支持红袄军领

袖李全及其子李追率众攻陷淄州。明崇祯十七

年，李自成起义军官兵四百余骑占领周村，邑民

百余人顺势揭竿而起，使官府震惊。清成丰、同

治年间，周村、王村群众踊跃欢迎捻军万余人进

驻，并配合打击豪绅。

鸦片战争后，周村人民积极投入反帝反封

建斗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民众捣毁韩

家窝教堂，赶走英国传教士；西坞头组织大刀

会，杀死作恶的基督教徒。清宣统二年(1910)，

王村一带2000余名民众进城，抗议官府增收石

匠税。1916年，吴大洲、薄子明在周村成立临

时护国军政府。在民众的配合下，率兵攻县城，

袭济南，讨袁护国，反对封建压迫。1919年6

月，近千名师生在天后宫集会，游行示威，强烈

反对北京政府在卖国和约上签字。中国共产党

诞生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来淄博矿区宣

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5月中共

周村邮局支部建立，进而领导工人举行罢工，并

取得胜利。翌年，缫丝业工会成立，并举行千余

人的总罢工。 ．

抗日战争时期，周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和伪顽反动派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斗争。1937年12月，由姚仲明、廖容

标、赵明新、马耀南建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

五军，与先后建立的老三营、特务二队、边联中

队、县独立营、村自卫团等各级抗日组织和农救

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相

配合，并肩战斗，开辟了张坊、周南、王村一带抗

日根据地。根据地人民拥军优属、支援前线。

军民反“扫荡”、反一蚕食”，不屈不挠、浴血奋战，

一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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