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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突出特点’’

的编纂原则。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从典章体制的角度，通过政权设置、职掌、

管理体制的具体演变，反映一百五十年来，聊城地区政

权组织如何从封建帝制时代逐步发展演变到社会主义

的民主时代。

三、本志继承修志传统，“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即

所谓“横向结构’’的通纪体，除概述、大事记外，分四章记

述．

四、本志设概述于最前．为本志之纲。设大事记于卷

首．为本志之经，所志者为本区政权作用大、影响久的大

事．或带有起点性的新事。

五、本志记事，上限追溯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

年)．下限迄于1990年底．

六、本志以述、志、表、传、录、记为主要表述形式。表

随文设置。

七、本志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遵照“宜细

则细，宜粗则组’’的原则，不设专章，分散于大事记及其

它章节中。

八、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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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除引用旧志及其它历史资料原文外，一律

运用现代语体文记述。语言文字力求规范、准确、简洁、

流畅。
、

．

十、本志所记行政长官为行署正副专员、正副秘书

长，行署工作部门正副职，所辖县(市)长。在称谓上，各

时期的组织、机构、官职均用当时的正式名称。地名，除

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代标准地名。

十一、本志的资料来源，除注明者外，均依据档案资

料、历史文献和统计部门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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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聊城地区政权志》即将告竣之际，我得以先读为

快，欣有所感，聊抒读后感想。是为序。’

聊城地区历史悠久，是我国发祥较早的地区之一、

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省、地文化部门多次对本区

进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原始公社时代，就有先民在这

块土地上蓉衍生息。统治阶级为了治理国家的军民政

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由各级政权

机构来行使其权力。在聊城设立界于省与县之间的一级

行政机构起始于隋代，当时称博州。辖聊城、高唐、堂邑、

博平4县。后演变为元代的东昌路，明、清两代的东昌

府。至雍正十三年，东昌府已领2州12县2卫。乾隆年

代漕运达到鼎盛时期，东昌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

肘腋，江北一都会"；临清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素有“小

天津”之称。沿河建有“山陕"、“江西"、“苏州"、“武林"、

“赣州”等商人会馆多处，两岸街道繁荣，河中桅樯如林，

其盛期达400年之久。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之前，东昌

府的繁荣昌盛超过了当年济南府。只是随着近代新的交

通工具的产生、频繁战祸的洗劫和建国后不切实际的政

治运动的折腾，聊城地区的城乡经济和城镇建设才急剧

落伍．成为省内后进地区之一。这是值得汲取的教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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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地区政权志》以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统计数字，

客观地记述了从1840年到1990年间聊城地区政权组

织设置、职掌和管理体制的具体演变，中经三代，历150

年。编纂者按照厚今薄古的原则，在民主革命中，以新民

主主义革命为重点，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相

比较，又以社会主义阶段为重点。志书中不管是对哪一

阶段的记述，都做到了新修方志所要求的科学性和现代

性的统一．特别是在记载历史上的误区方面，更见客观、

公正。从1957年开始到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许多“左’’的东西充塞人们的头脑，曾一度使得以高

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

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经济建设屡遭挫折。这期间，全区

共吃国家统销粮25．8亿斤，花国家救济款8800万元。

欠国家贷款8350万元。聊城地区的经济之所以受到严

重摧残，究其原因，就是在行政工作指导上，偏离了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离开生产力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搞

“一大二公"．“穷过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时度势

地提出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号召，恢复了党的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聊城地区在全省率

先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村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借鉴农

村改革的经验，把承包引入企业，给企业注入新的生机

和活力。过去那种僵化的产品经济模式被打破，开始向

商品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商品流通领域的改革，改变了

过去那种独家经营、流通渠道少、经营方式死板、商品流

通环节过多的状况，市场在竞争中走向繁荣，出现了空
·2。



前的活跃。

古人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管子

·形势》)“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陆

贾《新语·术事》)本志是行政部门综合性的信息、资料

宝库。全区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随时翻阅，察古

知今，得益一定匪浅。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少年来说，{：聊

城地区政权志》则是部良好的政治教材。志书中所记载

的聊城地区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

事迹，尤其是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可

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的教

育，因此，它是全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相信同志们将以浓厚的兴趣一读为快。

当前，聊城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

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对政府的行政进行深刻的回顾

和反思，把握从历史通向未来的路径，使聊城地区经济

发展的巨轮能够沿着历史所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是一

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尽管我们目前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

困难，但我们更有渡过难关的勇气和力量。“长风破浪会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更

加勇敢地前进，实现四化、富民兴聊的宏伟目标就一定

能够达到。

1993年lO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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