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j、攀



删

w√▲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山东省兖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兖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马兴文胡桂龙

主 任卢兆河
副主任 冯继福张建国马长友

委 员 杜昭和李恩源蔡长山孙嘉增齐淑元
岳开祥董开明李绪宝宋修柱孙兆和

张学昌武 秀王元同张玉国曹广庆

《兖州市志》顾问、主审．副主审

顾 问 袁士硕全国华马福震宋怀川李德一
主 审 张月志胡桂龙邵 伟

副主审 张茂英张建国王培礼

主任．

副主任．

《兖州市志》编纂工作人员

主编
副主编

马长友

朱本生

编辑及工作人员(编辑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长友朱本生陈 勇商顺华翟延苓

樊成立张珍

特约编辑 郭永生丁振芳王登伦

《兖州市志》审批单位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山东省济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兖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马兴文胡桂龙

主 任卢兆河
副主任 冯继福张建国马长友

委 员 杜昭和李恩源蔡长山孙嘉增齐淑元
岳开祥董开明李绪宝宋修柱孙兆和

张学昌武 秀王元同张玉国曹广庆

《兖州市志》顾问、主审．副主审

顾 问 袁士硕全国华马福震宋怀川李德一
主 审 张月志胡桂龙邵 伟

副主审 张茂英张建国王培礼

主任．

副主任．

《兖州市志》编纂工作人员

主编
副主编

马长友

朱本生

编辑及工作人员(编辑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长友朱本生陈 勇商顺华翟延苓

樊成立张珍

特约编辑 郭永生丁振芳王登伦

《兖州市志》审批单位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山东省济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兖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马兴文胡桂龙

主 任卢兆河
副主任 冯继福张建国马长友

委 员 杜昭和李恩源蔡长山孙嘉增齐淑元
岳开祥董开明李绪宝宋修柱孙兆和

张学昌武 秀王元同张玉国曹广庆

《兖州市志》顾问、主审．副主审

顾 问 袁士硕全国华马福震宋怀川李德一
主 审 张月志胡桂龙邵 伟

副主审 张茂英张建国王培礼

主任．

副主任．

《兖州市志》编纂工作人员

主编
副主编

马长友

朱本生

编辑及工作人员(编辑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长友朱本生陈 勇商顺华翟延苓

樊成立张珍

特约编辑 郭永生丁振芳王登伦

《兖州市志》审批单位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山东省济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兖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马兴文胡桂龙

主 任卢兆河
副主任 冯继福张建国马长友

委 员 杜昭和李恩源蔡长山孙嘉增齐淑元
岳开祥董开明李绪宝宋修柱孙兆和

张学昌武 秀王元同张玉国曹广庆

《兖州市志》顾问、主审．副主审

顾 问 袁士硕全国华马福震宋怀川李德一
主 审 张月志胡桂龙邵 伟

副主审 张茂英张建国王培礼

主任．

副主任．

《兖州市志》编纂工作人员

主编
副主编

马长友

朱本生

编辑及工作人员(编辑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长友朱本生陈 勇商顺华翟延苓

樊成立张珍

特约编辑 郭永生丁振芳王登伦

《兖州市志》审批单位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山东省济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序

《兖州市志》即将付梓，这是全市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

于它的出版问世，感到由衷地高兴1

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兖州历史上，曾修志多次。自

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至1940年，先后编修《兖州府志》5部，《滋阳县

志》6部和《滋阳县乡土志》1部，其中次部付梓。尽管这些志书，由于其历

史局限，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它从不同方面记载了兖州历史发展，给

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今，我们面临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用新观点、

新材料、新方法编纂兖州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

命。

兖州历史悠久，闻名遐迩。几千年来，智慧、淳朴、勤劳、勇敢的兖州人
。

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艰

、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兖州人民在冲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外来侵略-9封

建压迫，奋起抗争、英勇不屈、不畏强暴、前仆后继，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

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勤劳朴实的兖州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为彻底改变经

济、文化的落后面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了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的新

胜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经

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兖州大地到处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新景

象。

《兖州市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弃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之

弊端，客观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兖州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内容纵

。贯古今，横及百业，资料详尽、充实，体例严谨、简明，语言朴实、流畅，充

分体现了兖州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志书力求真实准确，做到了资料性、思

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为旧志所无法比拟，可谓一方之全史，地方之“百科全

书’’。它将为宣传兖州、认识兖州，进行爱家乡、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教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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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丰富的文献资料。它的出版发行，对于“资政、教化、存史’’等具有重要意

义，必将为实现我市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也是一项艰巨浩繁的文化工

程。在《兖州市志》编纂中，全体编撰人员不畏艰难，多方考证，数易其稿，

几经熔炼，辛勤笔耕，积10余年之心血，方得成书。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字

字为鉴，句句可证。

值《兖州市志》付印之际，谨代表中共兖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并以个人的

名义，向为《兖州市志》的编纂和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专家、学者、全体编纂

人员、出版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并希望全市人民以及关心支持

兖州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能够通过此书，认识兖州，了解兖州，为建设美丽、

富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兖州而努力奋斗!
一

中共兖州市委书记马兴文

兖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胡桂龙
199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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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兖州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地记述境内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

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以1995年兖州市境域为记述的地域范围。上限一般起自1840年，下

限断至1995年。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部分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记述重点

放在当代。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概述、大事记

冠前，附录等殿后，中设专志30卷，卷下设章、节、目。表随文附。
’ 四、按事物性质分类，原则上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行政管理机

构在卷内设章记述。不宜设章的，作适当变通处理。

五、采用公元纪年，根据需要括注历史纪年。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8

年7月13日兖州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后)。

六、建国后的数据，以本市’(县)统计部门公布的资料为准。未公布的，

以部门提供的资料为准。计量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七、地名及历代政权、官职等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古今地名不同的括注

今名。

八、计数、计量及纪年(历史纪年除外)使用阿拉伯数字。

九、对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分别用传(略)、录形式载入。以本籍人物．、正

面人物、近现代人物为主。按卒年顺序排列。
’

十、本志资料主要取自部门提供资料、历史文献、档案及口碑资料，并经

考证核实。文内不再注明出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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