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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济南市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分8册出版：(一)市情综述·大事记·政区自然环境人口·泉水

风景名胜旅游；(二)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社会经济管理·财税审计金融；

(三)工业；(四)商业·农业；(五)政权政务·政党社会团体·政法军事；(六)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七)社会·人物·附录；(八)索引。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辅之；结构为卷、篇、章、节、

目体。

四、时间断限i一般上起1840年，下至1985年；部分内容有所上溯或下

延。．

五、所记区域范围，一般为1985年济南市行政区域；部分内容为当时行政

区域。文中“全市"、“市区’’政区概念亦然。“市属”指市直属部门和单位。

六、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视情括注历史纪年。部分贯通古今的内容，

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视情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来采用公元纪年。文中“建

国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解放前(后)”，指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后)。

七、地名、称谓，采用当时的名称。历史地名视情括注今称。

八、行文用字，使用现行的规范简化字。运用数字，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七部f-j《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无法确定换算值，或记载历史上的某

项规定、标准，一仍当时计量单位。货币，使用当时的名称；旧人民币除注明者

外均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九、引文中的差错，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予以补正。改正字注于[]中，脱

漏字注于()中，残缺字以口标示。

十、统计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统计部门未有的，采用事业主管

部门的数据。统计表中，空白无标注者，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标“⋯”

者，表示该项数据不足本指标最小单位数；标“一”者，表示无该统计指标事项。

十一、所载照片，凡拍摄时间明确者，在其照片说明后括注拍摄年月。

十二、人物传记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只收录已故人物。编排以卒年为序；

卒年不详者，排于传主生活的时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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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少数民族

概 述

济南是汉民族的集中聚居地区。其他民族因历史上军队驻防、经商贸易、逃荒避难、就

学工作等原因迁入，但居住人El不多。随着少数民族的徙入，济南逐渐成为汉族占绝大多

数的多民族杂居和散居的城市。至1985年，全市有汉、回、满、苗、侗、蒙古、朝鲜、壮、布依、

土家、彝、维吾尔、白、锡伯、高山、水、仫佬、仡佬、京j瑶、藏、俄罗斯、赫哲、哈萨克、傣、土、

鄂伦春等27个民族。1985年，济南市汉族人口为3768887人，占全市总人El的98．39％；

少数民族人口为61590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61％。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回族59008人、

满族892人、苗族700人、侗族470人、蒙古族144人，其余少数民族均在100人以下，最

少的仅一二人。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唇齿相依、荣辱与共、齐心协力，为济南市的建设和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

今济南市五区四县均有少数民族居住，但能够形成聚居点的只有回族。在城市，市中

区永长街、西青龙街、杆石桥街，槐荫区北大槐树街，天桥区堤口，历下区杉篙园等，都是回

族聚居的街道；在农村，郊区小金庄、孟王庄、西张庄，历城县党家庄、刘家林，长清县青杨

北村、赵家营，章丘县大冶、杨家巷等，是回族聚居的村庄。

解放前，济南少数民族群众大多生活贫困，遭受阶级压迫、民族歧视，社会政治地位低

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兄弟一道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压迫

的斗争。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山东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水族青年邓恩铭，

中共早期的女党员、著名的回族革命家郭隆真，回族爱国志士马云亭、朱春焘、朱春祥等

人，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解放后，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人民获得政治上的新生和经济上的翻

身解放，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文化大革命”期

间，民族工作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

的民族政策得以重新贯彻。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平等权利，政治地

位不断提高，到1985年，全市少数民族中，有全国人大代表1人，省人大代表7人，省政协

委员3人，市人大代表28人，市政协委员27人，全市少数民族干部共1239人。少数民族

经济有较大发展，群众生活明显改善，1985年据对全市46个回民村调查，达到并超过全

市农民人均收入的占一半以上，基本改变了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少数民族的文教、体育、

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市恢复和建立回民中小学13所、市级回民幼儿园1所，初步

形成民族教育体系。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受到普遍尊重，民族团结越来越巩固，市中区永

长街居住有回、汉、土家3个民族，被誉为“民族团结一条街”。



第十七卷社会

一、迁徙和分布

第一章 回 族

济南回族的迁入始自13世纪元朝初年。最初迁入的回族大都住在历山顶附近的“乌

满喇”(穆斯林别称)巷一带，即今历下区按察司街，并建有礼拜寺。元代元贞元年(1295

年)春，因在寺址营建盐运司，将礼拜寺迁建至锦缠沟以东，即今市中区西青龙街礼拜寺巷

清真南大寺，回族居民随之迁往。明、清时期，统治者对西北起义的回族实行镇压，加之自

然灾害，大批回民逃荒避难，纷纷迁入济南。

济南回族以赛、马、金、周、穆姓氏为多。其他姓氏有：丁、米、左、宛、沙、李、杨、崔、陈、

王、邱、韩、赵、黄、吴、郑、冯、唐、钱、朱、于、贺、展、黑、洪、云、刘、白、彭、宫、顾、萧、袁、张

等。回族居民较集中的地区，常以姓氏命名驻地。如永长街的“左家胡同”、“穆家车门”、

“金家店”，杆石桥外的“马家台子”、“杨家大门”，仓巷的“杨家场”，旧新街的“朱家花园”，

麟趾巷的“金家花园”，南关的“穆家园”等。

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历来靠近清真寺居住。在杆石桥以东1000米长的永长街，东西两

侧有6处清真寺：清真南大寺、清真北大寺、永长街女寺、金家店清真寺、穆家车门清真寺

和城顶下崖清真寺。这里一直为回族聚居地区，有回族的园田和多处墓地，如“崔家园畦”、

“陈家园畦”、“陈家林子”、“丁家林子”等。民国初年，在杆石桥外经七纬一路修建了清真西

寺，回族居民也随之增多。在正觉寺街、趵突泉一带回民聚居区，有明嘉靖年间修建的南关

清真寺，即今正觉寺街清真寺。在北大槐树街和纬十一路公义街回族聚居区，分别建有北

大槐树清真寺和纬十一路清真寺。在农村，自成村落的回民村有：郊区堤口村、小金庄、孟

王庄；历城县党家庄、刘家林、并渡口东村；长清县赵家营、青杨北村、凤凰庄；章丘县杨家

巷、大冶、阎满庄等。这些回民村均有清真寺。．

长期以来，回族与汉族、其他少数民族散居、杂居，逐步形成居住地小聚集、大分散的

特点。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市回族59008人，占全市总人口1．54％。其中，市中区

16179人，天桥区6380人，槐荫区5973人，历下区3580人，郊区8825人，历城县8235人，

章丘县5913人，长清县3757人，平阴县166人。

二、政治生活

(一)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919年5月4日，北京政府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到济南后，为捍卫山东主权，济南

回族群众纷纷上街游行示威。爱国志士马云亭、朱春涛、朱春祥等，在清真南大寺秘密集

会，组织济南回教救国后援会，下设“救国十人团”，并予7月21日组织参加了砸《昌言报》

馆的行动。济南镇守使兼戒严司令马良，以回民“暴乱”为由，于7月22日派兵捣毁后援

会，深夜将会长马云亭及朱春涛、朱春祥逮捕，以“煽惑军警，危害治安”罪名，于8月5日

上午，在南圩子门外将马云亭、朱春涛、朱春祥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血案”。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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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抗议，要求北京政府严惩罪魁马良。8月7日，周恩来在天津主持召

开各学生报社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各校出版物于8月8日一律印蓝色，以资哀悼山

东被马良枪决诸烈士。”周恩来在其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上以“飞飞”笔名发表文

章，抨击反动军阀的罪恶，支持山东回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济南血案的发生，再一次激

起各省人民晋京请愿的高潮，迫使北京政府始终不敢就山东问题与日本重开谈判，从而粉

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通过“直接交涉”夺取山东权益的阴谋。

抗日战争时期，济南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日斗争。1938年在

市内秘密建立徐家花园和北大槐树两个中共支部。1942年，为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日斗

争，成立回民抗日救国会。在1943年8月召开的冀鲁豫回族上层人士座谈会上，确定历城

党家庄东村张廷勋、十二马路周茂林两家为中共地下联络站，张廷勋担任联络员。张廷勋、

周茂林分别以阿訇身份和开客栈(称“周公馆”)作掩护，散发传单宣传抗日，组织津浦铁道

游击队，护送鲁中区高级干部过路到延安学习，为鲁中军区敌工部从济南购买军用物资、

药品等。 。

．

(二)反歧视斗争 。

1932年6月，上海北新书店、南华文艺社先后刊载有辱回族的文章，激起回族人民的

极大愤慨。北平组织华北护教团，推举马玉英等人为代表，济南公推穆华亭为代表，一同赴

南京请愿，并提出三项条件：①罢免《南华文艺》主编、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仲鸣职务；②

严惩北新书店负责人及《南华文艺》该文章的撰稿人；③勒令《南华文艺》停刊、北新书店封

闭等。南京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作出处理，除曾氏因不属名义主编，并连次道歉，不予

究议外，其他条件均予答应，并通令全国尊重宗教信仰。是年秋，济南《华北新闻》报也登载

有辱回族的文章，引起济南回族群众强烈不满，有数百人到魏家庄华北新闻报社质问，将

报社捣毁，该报被迫停刊。后经调处，报社负责人亲自到清真北大寺向回族群众赔礼道歉，

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始复刊。

1945年冬，济南市市长张金铭在火车站对新闻界谈话中，表露有损于回族人民的语

言。记者第二天在《经纬日报》上登出市长的谈话。当日，有数百名回民到市政府示威请愿，

要求市长出面向回族群众解释其讲话用意，迫使张金铭派秘书出来赔情，又到清真寺向回

族群众道歉认错，方得了结。

’(三)社会政治地位 j

解放前，济南的大多数回族群众遭受民族歧视，社会政治地位低下，跻身政界者极少。

解放后，回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主、平等权利，参与国家大政，成为真正的主人。在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均有回族代表。全国第一、二、三、五、六届人大，各有济南回族代表1

人；第一、二、五、六届山东省人大，各有济南回族代表3人，第三届有回族代表2人；1954

年第一届济南市人大有回族代表14人，第二至第六届分别有回族代表20人、21人、21

人、17人、18人，第八届有33人，第九届有26人；第八、九届市人大常委会中，各有回族委

员4人。在历届市政协委员会中，均有回族委员，第一至第七届分别有7人、11人：12人、

6人、14人、16人、18人；历届市政协常委会中，均有1～3名回族委员。区县政协亦均安排

有回族委员。

■■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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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生活

解放前，回族被称为“穷回回”，生活无保证。市区回民大部分依靠肩挑小贩为生。解

放初市区有回民4435户、17672人，其中有3107户、12428人做贩卖山果、青菜、饮食和经

营牛羊肉等小生意。手工业仅有制革、羊皮加工、磨香油等家庭作坊十几处。有少部分人

在工厂做工谋生。工厂中回族工人较多的有：济南仁丰纱厂，解放前夕有回族工人357人，

约占全厂工人的20％；济南振业火柴厂，有回族工人400人，约占全厂工人的50％，其中

10岁左右的女童工为数甚多。在农村，由于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回民生活极为困难。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回族人民生活非常关心，尽力解决其就业和生活困难等问题。解

放初，济南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以单位与个体合办等形式，先后建起火柴厂、制杆厂、铁

工厂，安排80多名回民就业，同时安排回族治黄工324人；对生活极其困难者进行救济，

仅永长街、西青龙街、仓巷、西小仓就有237户回民得到国家救济。1953～1954年4月，市

区共有6247名回民接受救济款17540元。1954,--,1956年，各县区利用政府拨出的少数民

族扶持款建起缝纫、制鞋、切药、制盒、磨粉、图钉、拔丝、编蒲包等生产组，有220名回民就

业。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回族群众生活有了可靠的保证。

1979年后，回族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较快。1985年，市区永长街1064户3391名回民，

人均月收入49．7元，比1980年增长1倍多；西青龙街道办事处55个厂组、1300多名回

族职工，人均月收入87元，比1980年增长1倍多。在农村，全市46个回民村，有9个村人

均年收入在580元以上，超过全市农民人均收入；有15个村人均年收入500元，达到和接

近全市农民人均收入。其中郊区小金庄人均分配584元，公共积累300万元，每年向城市

提供蔬菜500多万公斤；章丘县杨家巷利用当地煤炭资源，带动工副业生产，人均收入超

千元。

附：回民特色行业

1．牛羊肉食业 解放前夕，济南市区有回民牛羊肉商户250家，摊贩120户，有“回

回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杀一千，宰一万，住了刀子断了饭”的说法。

解放初期，建立济南市回民牛羊肉贩卖业同业会，从业450多人，并组织成立了4个

回民牛羊屠宰场。1954年将4个屠宰场合并为济南回民牛羊屠宰场，场址在经一纬十二

路，从业人员85人。1956年公私合营后，改为国营单位，迁至白马山，即今济南回民牛羊

肉经营部。到1985年底，市区分别设有纬十一路、城顶、万紫巷、北坦、工人新村、道德北

街、西门、杆石桥、人民商场、北大槐树、南门、西青龙、天桥牛羊肉门市部和杆东大街清真

食品店牛羊肉部等供应网点。

2．饮食业 解放前夕，市区有回民饭馆80家，回民饮食摊贩800多户，主要经营甜

沫、油条、马蹄烧饼、馓子、绿豆切糕等。较大的回民饭馆有：大观园春光回民饭店(原老马

家馆)，建于1933年，经营羊肉水饺、马蹄烧饼、烧牛肉、蒜爆羊肉等回民传统名吃；历下清

真楼(原雷家粥铺)，建于民国初年，经营甜沫、油条、馍馍、烧饼等；西市场马家馆，建于民

国初年，经营牛羊肉水饺、焖饼、各种炒菜；国货商场锦泉饭店(原金家回民饭店)，经营大

众饭菜；还有新市场回民马家馆、城顶街的宝泉居、万紫巷的西域斋等。

解放后，在人民商场内开设了4家回民饭馆，公私合营时合并为人民商场回民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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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紫巷商场的10余家回民饭馆，公私合营后并入五里沟路南回民饭店等。到1985年底，

全市有回民饭店30余处，职工391人，其中回民职工占33％；回民饮食个体户225个，其

中，市中区88个，天桥区17个，槐荫区15个，历下区5个，郊区21个，历城县33个，章丘

县37个，长清县9个。 ， ．

3．糕点业解放前，经营回民糕点的业户有十一马路义顺成清真点心铺。该铺建于

1929年，有一间门头，两间生产房，数名生产人员，手工作业，产量很少。1956年实行公私

合营，在公义街扩建厂房，改为义顺成回民糕点厂。1981年改为济南回民糕点厂，职工303

人，其中回民30人，固定资产61万元，年产量300多万公斤，产品有红、白蜜食，红、白蛋

糕，萨其玛，蛋卷等15个品种。1985年，市区设有纬十一路、杆石桥南、杆石桥北、共青团

路顺兴、西门、国货商场、新市场、人民商场等20多个回民糕点门市部。

四、文化教育

(一)教 育

民国初年，济南回族聚居区西关一带开设有徐家花园、斜街、旧新街、永长街私塾馆

等，仅少数人人馆求学。1913年，回族人陈愚在徐家花园窑胡同集资创办历城县立第五小

学，自任校长，招收学生60多人。“五四”运动后，回族的教育有所发展。到1933年，开设

的回民学校有：私立金氏小学，校址徐家花园，学生200人(内有少数汉族学生)；私立新育

初级小学，校址永长街，学生100人；私立第六初级小学，校址杆石桥街，学生80人；市立

第十二初级小学，校址南大寺内，有学生80余人；市立第五初级小学，校址堤口庄，有学生

80余人，其中回族学生占1／3；私立清真小学，位于南关清真寺内，经费由该寺支付，学生

20人；济南成达师范，建于1925年，校址在永长街穆家车门清真寺内，由该寺阿訇马松亭

创办，学生12人，开设阿拉伯文、汉文、史地、数学等课，1928年该校迁至北京东四牌楼清

真寺。1940年，创办私立伊光小学，校址清真北大寺，学生100多人，分6个班。同时，在清

真南大寺创办私立穆汉小学，学生100多人，分6个班。这两所回民小学均开设阿拉伯文

和汉文课，经费开支靠筹集和学费。1945年8月两校合并为穆光小学，校址在北大寺，学

生100多人，分6个班，经费来源于南、北两寺房租。

解放后，开展扫盲运动，举办回族扫盲学习班，成立回民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济南仁丰

纱厂于1949年成立职工业校，全厂357名回族职工，有206人达到高小、138人达到初

中、7人达到高中文化程度，1人考上大学。成通纱厂、振业火柴厂、伊兴火柴厂等也办有回

族职工业校。在回族聚集的街道还成立起妇女夜校。1951年，市区回族青壮年计5722人，

有5150人摘掉文盲“帽子”。永长街、西小仓、西青龙街、徐家花园居委会被评为市扫盲先

进单位。

1951年，济南市有3所回民小学和4所回族学生较多的小学，回族在校生1200人，

回族教师48人。同年9月，在清真南大寺内成立济南回民中学，设初中班3个、初师班1

个，学生214人，教师25人。1952年该校迁至经六纬一路永庆街(原私立崇新中学址)，招

生范围除本市外，还有益都、临清、聊城、德州、泰安、兖州以及河北沧县等地，学校设有回

民食堂和学生宿舍。1957年，济南回民中学增设高中班2个。1958年市人民委员会拨款

征购民生大街霸王涯土地1．8公顷，建回中新校。同年，市区回民小学调整为4所。1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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