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坞镇 

薛城区邹坞镇位于山东省的“南大门”——-枣庄市的西部，东邻日照港口，西濒微山湖，

总面积 60 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 3321.6 公顷，总人口 4.7 万人。邹坞镇西靠经济大动脉京

沪铁路、京福高速公路和 104 国道，境内枣薛公路、枣薛铁路、枣济高速公路以及总长 85
公里的“三纵三横”镇级道路组成了东西贯通、南北纵横优越便利的交通网。 

简介 
  薛城区邹坞镇位于山东省的"南大门"——-枣庄市的西部，东邻日照港口，西濒微山湖，

总面积 60 平方公里， 总耕地面积 3321.6 公顷，总人口 4.7 万人。邹坞镇西靠经济大动脉京

沪铁路、京福高速公路和 104 国道，境内枣薛公路、枣薛铁路、枣济高速公路以及总长 85
公里的"三纵三横"镇级道路组成了东西贯通、南北纵横优越便利的交通网。  
  邹坞镇通讯设施发达，利用光纤光缆连接安装的近 5000 门程控电话全线开通，把邹坞

与世界各地紧紧连在一起。电力充足，有市级变电所 2 处，火力发电厂 1 个，已并入华东

电网运行。  
  邹坞镇盛产小麦、玉米、大豆、桑茧、优质枣、地瓜等 20 多种农产品，年产粮食 3000
万公斤。高产高效农业初具规模，形成了 5000 亩蔬菜、10000 亩优质枣、1000 亩中药材、

3000 亩桑蚕、260 万只鸡 、年出栏生猪 6.5 万头的生产能力。以丰富的农产品为依托，发

展面粉、粉条等食品加工企业 30 余个 。  
  邹坞镇工业上已形成煤炭、化工、冶炼、建材、机械等十一大类近 30 个外向型规模企

业生产格局。主要名牌产品有采暖炉具、散热器、硫磺、粉条。其中多乐采暖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的多用炉，先后荣获部优、省优和国际金奖，6 种产品被授予国家专利。其中引进德国

技术开发的半气化二次燃烧自动控温炉具排放标准达到欧洲先进水平，目前已批量投入生

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镇党委、政府依据得天独厚的条件，全面实施科教兴镇战略，

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镇连续多年被市、区授予"经济强镇"称号，为枣庄市 7 个"小康乡镇"之
一。2002 年全镇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2.2 亿元，财政收入 145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3600
元。随着枣庄市委、市政府西移，该镇地理优势凸现。镇党委、政府十分重视民主与法制建

设，坚持依法治镇，注意新生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断优化发展环

境，在全镇逐步建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机制，今日的邹坞已成为鲁南屈指可数的经济强

镇。  
区划 

  北陈郝 官庄 张岭 中陈郝 张庄 刘庄 东山口 东邹坞 西邹坞 西南 南陈郝 小甘霖 
南安阳 姚庄 洪村 打席 岩埠 肖村 庄头 罗岭 周村 东防备 陈楼 马庄 野场 埠后 北安

阳 墓山 西尚庄 东尚庄 西山口 刘沟 矿山居委会 等村庄！  
居民生活 

  邹坞镇为推动“高绩效”机关建设，邹坞镇加强基层干部管理力度，从“写功”、“嘴功”、
“眼功”、“耳功”、“腿功”五个方面切实提高机关干部素质和工作能力，对全镇各项工作的扎

实开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  
  强化学习，练“写功”中，该镇每月底由镇分管领导结合工作实际出题，对机关干部进行

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测评，并将测评成绩纳入对干部管理的考核内容，有效提高了干部写作

功底和综合处理各种文字信息的能力。在教育群众，练“嘴功”中。该镇定期组织有关内容的

演讲比赛，以此锻炼干部口头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和综合能力，努力使机关干部不仅“能说”，
而且“会说”，更好适应当前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现场观摩，练“眼功”中。邹坞镇经常



南石驴肉 
  产于南石镇石菜村，已有 200 多年历史。制作时精选健壮老驴肉，配天然中药材 20 多

种，用多年老汤文火炖 6-8 小时即成，所产驴肉色泽深红，味道鲜美，口感纯正。驴肉性温

偏凉，可常年食用，还可医治部分妇科病，其中驴鞭为大补品。传人张建国小作坊制作，日

产驴肉 150 多公斤。南石驴肉为枣庄名吃，名扬周边地区，部分产品已销往深圳、广州等地

区。  
鲁南煎饼 

  盛产于薛城区，是当地人们生活中的主食。主要制作原料以小麦、高梁为主，兼有大豆、

玉米、地瓜等，煎饼主要种类有；麦子煎饼、高梁煎饼、玉米煎饼、芝麻煎饼制作方法简便，

口感好，耐储存。  
薛城糁汤 

  系薛城独创的大补饮食，主要原料有：当地老母鸡、麦仁、大茴、胡椒等，制作工艺特

殊，它是将原料放入一种特制的锅内，用文火炖至 12 个小时后面而成。 

第七章 历史名人 

鲁班 

 
鲁班 

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国人(都城山东曲阜，故

里山东滕州)，“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 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

（公元前５０７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４４４年）,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

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

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两千多

年以来，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

他为祖师。 

人物生平 

  鲁班：姬姓，字公输，名盘（bān)。鲁国公族之后。又称公输子、公输盘（bān）、班输、

鲁般。因是鲁国(都城为今山东曲阜）人。(一说曲阜人，另说滕州人)，“般”和“班”同音，古



光绪七、八年间，戴华藻为了进一步筹集资金，先后函请张莲芬等一批清政府官僚集股银 6
万两。资本到位之后，中兴矿局便陆续购买了 4 架抽水机器，又从上海、广东等地雇请技师

和技术工人操作，生产局面逐渐打开。在酝酿筹议创办中兴公司时，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张莲

芬工作。清光绪二十五年，中兴公司成立时，他任协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因年老多病而

辞职。 

  第八章 风土著人情 

山东民俗 

山东枣庄物华天宝，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山势险峻突兀，如擎天

柱直插霄汉，园内森林植被面积大，是我国罕见的亚热带长绿阔叶树种的天然杂木林的汇集

区，珍贵树种繁多；台儿庄古运河雄伟壮丽，百舸争流，像条玉带一样绕城而过；峄城石榴

园风景区榴树茂密，青檀缠绕，曲径通幽，奇树、山泉、古冢、寺庙、碑刻隐现于榴园之中。

枣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墨子

的故乡。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有北辛文化遗址、古滕国、古薛国遗址及众多的汉墓和蔚为壮

观的汉画像石，都在市区境内。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名人志士，“自荐”而名传后世的毛遂，“凿
壁偷光”的大经学家、西汉丞相匡衡，明代翰林大文学家贾三近等，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

了众多的胜迹给后人以启迪、以影响。为国为民立下大功劳的铁道游击队其纪念碑、群雕巍

然屹立在美丽的微山湖畔；占地三万四千平方米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再现了当年参加震惊

中外的台儿庄大战的爱国将士浴血奋战的宏伟场面。这许许多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将枣

庄这块锦绣山川点缀得更加威武雄壮。?枣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是南北交通要道。

京沪铁路、京福高速公路纵贯南北，薛枣支线连接两地，京杭运河穿过市区南部，顺流而下，

可达浙、沪等省市，由铁路、公路、水路交织的运输网可连通全国各地，顺畅的交通与通讯

给旅游事业带来新的生机。近几年来枣庄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建的交

通干道穿行于城乡之间，旅游设施及景点建设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以“山”为主的抱犊崮国

家森林公园旅游区。此处群山绵延不绝，峰头林立，周围由巢云观、君山望海、十八罗汉洞

等景点；以“果”为主的万亩石榴园游览区园内有青檀寺、一望亭、园中园、权妃墓、三近书

院、中日友好碑廊等景点。以“水”为主的台儿庄古运河风景区。上游部分已开发成月河公园

风景区，由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贺敬之文学馆等景点组成。下游部分依然保

持着康乾盛世时古民居的原貌。以“古”为主的滕州古文化旅游区的总体控局。  
 枣庄地区的古会、庙会（山会）起源较早，据《滕州商业志》记载，公元前 415 年（战国

时期），滕县（今滕州市）羊庄的“北庙会”已具有相当规模。公元 7 年，峄县境内西北处“沧
浪渊庙会”甚盛，每年三月初三前去焚香拜祷“苍老爷、苍奶奶”者络绎不绝，一直“香火甚旺”，
延续至今。隋朝大业年间，峄县南的“白庙会”，滕县南的“官桥会”，都是本地最大的古庙会。

唐宋时期，峄县西的“青檀寺庙会”、滕县东沙河的“香火会”盛况可观。据明代《峄县志》、《滕

县志》记载，明代枣庄地区内建起各类寺、庙、坊等数以百计。寺、庙内各祀一神，每当某

个寺、庙落成时，信奉这些神灵的人们，便前去烧香祈祷。每逢祀日，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

道为之满，途为之塞，行商走贩云集，逐步演变成购销活动的交易场所。这些庙会、香会、

骡马大会一般是一年一次，也有一年两次或数次的，会期三、五、七、十天以上不等。参加

古会的成员主要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庙会交易的商品，主要是农副土特产

品和手工业品。 



  旧俗谓之“倒插门”。为贫困所迫，无力婚娶的男子方走此路。政府提倡女娶男，并从住

房、生育、升学、招工等予以照顾。婚姻由青年人自己作主，婚礼如常，子女随母姓。改姓

改名，老人故后，归留可自主商定。  
  二、娃娃媒  
  男女幼童时期，父母即予议婚，下启为其订下婚姻。日后，节日庆幸，双方相互往来，

女以婚后称呼男方亲人，男方违约，听任女方咒骂吵闹；女方弃约，退赔彩礼了事。20 世

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山区人民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婚姻愈来愈少。  
  三、换亲  
  多发生在农村贫困家庭，男子年龄大，或丑陋有缺陷，或无力支付彩礼，则由家长包办，

双方以妹换妻，亦有三方转新。此俗虽有所禁，但未根绝，故逼亲、抗婚事件仍有出现。  
  四、男女私奔  
  多为本村近邻男女自由恋爱，一旦遭家庭干涉，缓和无望，男女结伴逃往他乡，或藏匿

亲友家中，成亲后请人向两家说和，方能回归故居，谢罪认亲。 

第九章 历史事件 

台儿庄大捷 

简介 

    

 
台儿庄巷战 

台儿庄大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

胜利。  
  日本侵略军 1937 年 12 月 13 日和 27 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

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多月的

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 40 万人，伤亡失踪近 3 万人。但也取得了重

大战果，歼灭日军 11984 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

持抗战的必胜信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抗战中的第

一次胜利，此战对于鼓舞军民抗战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此战也让这个运河之滨的千年古

城夷为平地，堪与苏联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波兰华沙并提的二战名城，成为中华

扬威不屈之地，国民党战后曾许诺重建台儿庄古城，但是一直没有兑现，如今英勇的枣庄儿

女正在筹集资金重建这座二战城市，全国最大的运河古城，水网密度最长的东方古水城。在



团。我正在准备把上述想法上报军委时，又接到军委新的指示，明确提出推迟两周后再打欧

震集团。这又一次表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战场形势的了解是非常及时和准确的。于是

我们按原定决心和部署，仅用了二十小时就攻克了枣庄，全歼守敌。打下枣庄，使我军获得

较大的自由。打，可以全力以赴；休息，可以从容不迫。我军休整了半个月后，战局开始向

山东解放区纵深发展。根据敌情新的变化，我们放弃了南打欧震集团的计划，实施大踏步后

退，主力北上，胜利地进行了莱芜战役。  
战役意义 

  鲁南大捷，是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在陈毅同志指挥下，山东、华中

广大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这次战役，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我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五万

余人的新纪录。特别是干脆、彻底、迅速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主力师和机械化部队，对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对华东以至全国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宿北、

鲁南两个战役的胜利，使我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在以后作战中，

进行莱芜、泰安、孟良崮等战役时，就主动得多了。  
  鲁南战役和宿北战役的胜利，对华东我军的建设，亦有其特殊意义。一方面那时随着战

局的发展，华中部队由苏北转到鲁南，再由鲁南转到鲁中，指战员思想问题较多。宿北、鲁

南两战役全胜，使部队顺利地实现了思想转弯，进一步坚定了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另一

方面，我军由分散作战到集中作战，由打小仗到打大仗，既打敌人步兵又打敌机械化部队，

既擅长野战又能城市攻坚，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全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使山东和

华中两野战军在作战思想、指挥关系和组织编制等方面实现了统一，为尔后扩大胜利、进行

更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歼灭战奠定了基础。 

第十章 名校 

枣庄学院 

 

枣庄学院校徽 
枣庄学院坐落在山东省枣庄市区北郊，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春夏榴花似火，绿树环绕，

金秋丹桂飘香，景色宜人，是理想的读书治学的好地方。 枣庄学院前身是 1971 年创立的枣

庄市教师培训学校，1984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枣庄师范专科学校，1999 年枣庄师专与枣庄

电大、枣庄教育学院三校合并成立新的枣庄师范专科学校，2004 年 5 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

为普通本科院校。 

学校简介 

学院占地 1083 亩，建筑面积约 30 余万平方米，在校生 12000 人。学院现有文学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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