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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中区志》出版问世了，这是全区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又一

丰硕成果。是值得庆贺的。

济宁地处山东省西南部，是闻名中外的孔孟之乡。济宁市市中区是济宁市

委、市政府所在地，是济宁市的中心城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数千年来，勤劳、勇

敢、朴实、智慧的市中区人民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灿烂

的文化。特别是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济宁城区建立组织后，城区人民在党

的正确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

谱写了壮丽的诗篇。建国后，党和政府带领全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使古老

的城区又焕发了青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扬“不怕困难怕落后，团结实干争一流"

的创业兴区精神，依托区位优势，奋力拼搏，使昔日的市中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成为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和较强经济实力，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各项事业兴旺的

城市中心区。

编修地方志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事业。济宁历史悠久，自古曾为州、府治

所，故多有方志辑录刊行。仅自明弘治二年(1489年)至1927年的438年间，就

先后编修志书十余次．这些旧志为我们了解济宁、研究地情提供了宝贵资料。但

由于受时代局限，这批1日志书重人文、轻经济，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贬低了

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迫切要求我们

编纂出一部反映全区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新志书。为此，市中区史志

工作者历时十五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编纂了第一部社会

主义新方志——《济宁市中区志》，它记载了上自1840年，下至1995年共百余年

历史，汇集了全区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资料，是任何旧志书无法比拟

的。

《济宁市中区志》横陈各业，纵述史实，详今略古，文约事丰，是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垂鉴后世的一部地情书，是我们进行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好教材，必将

乙D



济宁市中区志

促使全区人民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作出积极的贡献。

借《济宁市中区志》问世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共济宁市市中区委、市中区人民

政府，向曾在本区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表示美好的祝愿!向为编纂出版《济宁

市中区志》给予大力支持的省、市业务部门、专家学者，向为编写区志提供大量素

材的各部门、各单位，向全体明心淡泊、铁心修志的编纂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同

时，希望全区人民、异乡游子、海外侨胞，更加发挥聪明才智，奋力拼搏，为家乡的

繁荣昌盛而努力!

中共济宁市市中区委书记刁午彳氟迎
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区长

1999年7月31日



凡 例

一、《济宁市中区志》的编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客观

地记述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以1995年市中区境域为记述范围，上自1840年，下至1995年，个

别事物溯至发端。《大事记》、《政权政协》和《党派群团》下限断至1998年5月。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表随文后。以概述、

大事记冠前，附录殿后，中设专志27卷，卷下一般分为章节目。

四、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选择历史上发生在境内

的大事、要事、新事予以记述，以展示本区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

五、本志记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以本籍人物、正面人物、近现代人物为主，

客籍人物、反面人物、古代人物适量记载，按卒年排列。为褒扬革命先烈和表彰英

模人物，收录革命烈士英名录，著名革命烈士谱和省级以上先进模范名录。

六、建国后的各类数据以区统计资料为准，除少数特殊需要外，均使用国际

标准计量单位。统计部门未作统计的数据，以区行政公文或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

为准。各类换算数据均由区统计局认可。

七、本志行文，民国(1912年)前采用历史朝代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1912

年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文献及部门提供的基础稿和口碑资料等，经考证

核实后录用，文内不再注明出处。

九、地名及历代政权、官职均沿用历史通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注明简

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古今地名不一致者加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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