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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济宁市委的部署，我们于1991年

! 开始征集编写《中共济宁市历史大事记》(1949--1996)，经过数年的艰辛努

。7 力，终于定稿付梓。谨以此书向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

!． 本书记载时限，自1949年10月1日始，至1996年12月31日止。以建

8。 国后党的历史时期的划分依次记述。以济宁市现辖区域追溯历史，先后记述

8’? 了济宁市、尼山专区、台枣专区、滕县专区、湖西专区、济宁专(地)区、济宁市

的内容。本书以地(市)级党的活动和党的领导为主线，围绕主线记述本地

： (市)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兼顾本级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地

。j 方军事机关的重大活动、重要事件，以及县(市、区)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和事

件；记述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和省委、省人

大、省政府、省政协、济南军区主要领导人到济宁的视察活动，外国党和国家

．领导人到济宁的参观访问活动，本市与兄弟省、市(地区)的交往活动，与外

． 国有关城市的友好往来活动；记述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调整和组织机构的

～} 变化；领导人的任职变化记述地(市)级党委正、副职，纪委、人大、政府(专

2． 署、革委)、政协正职，地方师级军事组织军政正职。
叫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

“、 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羔．§ 观点，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济宁党组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

二； 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大事，总结基本经验

。! ● f教训，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

*{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一， 本书采用编年体，按照时问顺序，一事一个条目。有的事件时间跨度较

m。。 大，一般按事件开始的时间编排，并对事件适当集中记述。

二 本书资料主要依据档案、文献、报刊；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的各项数

： >



2 中共济宁市历史大事记(1949—1996)

据，按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记录。

本书征编工作是在市委领导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市政府领导人和市

直有关部门、县(市、区)党史部门的大力支持。市委书记王修智亲自审阅书

稿并作了重要批示，市委副书记韩笔祥随时给予具体指导。编审委员会成员

和众多老领导、老同志反复审核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记述的内容，由于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加上编者水平所限，难免

有不够准确或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1997年5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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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 949年10月至1 95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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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至12月)

10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日，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济宁市及湖西、尼山专区暨各县军民欢欣鼓舞，纷纷

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10月 湖西专区所辖丰县、沛县、铜北县、华山县划归台枣专区 8月

20日，冀鲁豫区撤销，平原省设立，原冀鲁豫第三专区改为平原省湖西专

区，同时对湖西专区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将丰、沛、铜北、华山4县划归山东

省。10月8日，鲁中南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决定和中共

中央山东分局的意见，决定将上述4县划归台枣专区，并派区党委委员兼行

署副主任王涛协同中共湖西地委派员赴台枣地委、专署办理交接事宜。

10月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公布中共尼山、台枣地委和中共济宁市委组

成人员8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通知公布经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华东局

批准的中共尼山、台枣地委和中共济宁市委组成人员及分工。尼山地委：以

杨士法、张林夫等6人为地委委员，组成委员会，杨士法任书记，张林夫任副

书记兼宣传部长；台枣地委：以李青、孙黎明等7人为地委委员，组成委员

会，李青仍任书记；济宁市委：以韩去非、李明实等5人为市委委员，组成委

员会，韩去非仍任书记，李明实仍任副书记。

10月 尼山地委部署老区半老区结束土改和新收复区处理地权工作

12日，尼山地委下发《关于老区半老区结束土改与新收复区发动组织群

．，。’众处理地权的意见》。意见要求：在老区半老区，围绕生产救灾中心任务，在
一

有利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条件下，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确定地权、结束土改

工作。在新收复区，发动组织群众，大力贯彻处理地权，从处理倒算土地开

始，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开展，并结合开展村组织的建设，彻底改造村

政权，正式组建农会。



4 中共济宁市历史大事记(1949--1996)

lO月 各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下旬，尼山、湖西专区各县先后

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尼山专区各县党代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讨论部

署工作，改变了以往由县委布置、区干部单纯接受任务的领导方法。通过会

议，不仅改善了上下级的相互关系，也进一步加强了党内团结，调动了广大

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湖西专区各县党代表会议，以

贯彻平原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精神为主，提出了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方针，决

定以生产为中心，紧密结合其它各项工作，充分发动群众，为明年大生产作

好准备。

． 秋开展救灾工作入秋以来，湖西、尼山专区连日阴雨，发生严重水

灾。湖西专区被淹土地150万亩，受灾群众达70多万人。湖西地委认真贯

彻“生产救灾、节约度荒、组织互助、以工代赈、辅之必要的救济”的方针，地、

县和受灾区、村郜建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并派大批地、县干部下乡，组织灾

民开展生产自救，开展多种副业生产。同时，专区成立了治水委员会，研究解

决疏水种麦问题。尼山专区以济北、凫山两县受灾最为严重，南旺湖和泗河

东堤决口漫溢，仅济北县就被淹土地27万多亩，受灾村105个。尼山地委强

调在秋耕秋种中结合组织群众生产自救，采取组织灾民集菜备荒，发展副业

生产，土产推销，以工代赈，社会互济等方法，稳定了受灾群众的情绪。11月

28日，地委生产救灾委员会成立，并派出工作组，加强灾区生产救灾的组织

指导工作。1950年春节前，地委将第一批救济粮135．39万斤、优属粮

151．09万斤及时发给灾民和生活困难的烈军工属，有力扶持了群众的副业

生产，同时动员灾民抓住春节前的副业生产旺季，进行生产。春耕春种时，地

委又组织银行贷出粮食387万斤，解决了种子等困难。在4月份青黄不接的

紧急关头，地委一方面组织灾民树立生产救灾信心，一方面动员灾民从山

上、地上、水里采集树头、野菜、草根等，同时又组织了大批救济粮的发放。

11月 尼山地委部署整编节约工作 12日，尼山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山

东分局《关于执行华东局整编节约方案的决定》，颁布了《执行整编节约的意

见》。《意见》指出，整编节约是适应由战争到建设的转变，克服财政困难，节

约国家开支，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战胜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

的封锁，以及进行长期建设的重要方针和政策。《意见》就普遍进行整编节约

的教育、紧缩人员编制、裁撤重叠机构、编余人员的处理、反对浪费、厉行节

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

11月 尼山地委部署开展清理公家资财工作18日，尼山地委为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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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清理公家资财解决财政困难的指示和鲁中南区党委

的实施方案，结合本区实际，下发了《关于清理公家资财实施办法》。《办法》

就清理公家资财的动员教育、组织领导、范围、重点和具体方法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全区自本月20日普遍展开，至同年底结束。通过清理，基本查清了

各种各类公物，为妥善保管、物尽其用奠定了基础。
‘

11月 尼山地委书记杨士法调离本月，尼山地委书记杨士法调中共

鲁中南区委工作，由副书记张林夫主持地委工作。

12月 湖西地委召开扩大会议 28日，湖西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

总结了10月和11月的工作，研究部署进一步贯彻平原省第一次党代表会

议精神等问题。地委书记鹿渠清作了会议总结，着重强调了3个问题：一、要

加强党员、干部的政策教育；二、要开好老区人代会和新区农代会。人代会和

农代会是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意见、贯彻党的政策和实现农村统一战线的具

体形式，要注意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三、土改要在生产和生产救灾中心

工作的紧密结合下进行，重灾区全力搞好生产救灾，土改工作可推迟进行。

12月 尼山地委总结部署青年团工作29日，尼山地委总结了10、11

月的建团工作情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加强青年团工作的意

见。强调：要发动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参加生产救灾、处理地权工作，从中发

现培养积极分子，大量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加入青年团；在已有团的工作基础

的地方，以团为核心，组织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完成各项任务，巩固、扩大团

的组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明确树立全党建团的思想，地、县

委青委会要加强对青年团的具体领导。

12月 湖上剿匪指挥部成立为加强南四湖湖区剿匪工作，经中共中

．央山东分局批准，30日，中共鲁中南区委决定成立湖上剿匪指挥部，由曹宇

光任指挥，阎超任副指挥，胡维鲁任政委，杜季伟任副政委，统一部署指挥湖

上剿匪工作。从1950年1月初开始，在湖上剿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和中共

湖区工委、办事处、公安局的紧密配合下，微山湖区剿匪治安工作全面展开。

至1951年初，共歼灭湖匪19股，捕获湖匪383人、恶霸惯匪头子22人，破

获各种案件92起，缴获长短枪154支，子弹6862发以及钱币、粮食、布匹、

船只等一宗，湖区匪、特基本剿灭。

12月 中共湖区工作委员会、湖区办事处成立为加强湖区工作，统

一湖区工作的领导，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批准，30日，中共湖区工作委员

会、湖区办事处成立，由台枣地委、专署代管。杜季伟任湖区工委书记兼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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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主任。1950年1月19日，台枣地委根据鲁中南区党委的指示，就湖

区5个区的设置、机构人员的移交、武装的补充、供给关系等事宜均作了明

确规定。1950年5月，湖区工委、办事处撤销。

12月 肃清残敌散匪，安定社会秩序 本年，湖西、尼山专区仍有小股

残敌化整为零，夜聚昼散，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有

的抢劫、暗杀、偷盗财物；还有一些敌顽军政人员、逃亡地主流窜在外藏身，‘

妄想东山再起。在此情况下，湖西、尼山地委抽调大批干部和地方部队开赴

．新收复区，采取武装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清剿溃散残敌，获得了

辉煌成果。湖西专区收缴长短枪708支，子弹12534发；尼山专区对68名罪

大恶极的土匪判处死刑，缴长短枪963支、小炮4门、电台7部、电话机28

部及其它物资一宗。至年底，基本肃清了残敌散匪。

本年国民经济状况按1971年行政区划，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

农业总产值2．2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166万元，农业总产值2．03亿元。

粮食总产量12．19亿斤，播亩单产84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39万元。人

口398．57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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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湖西、尼山专区各县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12月

28日，中共湖西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各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了具

体部署。1949年10月30日，尼山地委宣传部根据地委的指示，印发了《关

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宣传要点》，随后至1950年1月，湖西、尼山专

区各县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区、村也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或农民

代表大会)。会议听取了县政府当前工作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代表们就生产、

救灾、土改、治安等工作发表了意见。通过各级代表会议的召开，充分发扬了

民主，密切了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群众的关系，代表们普遍反映“上下通了

气，政策摸了底"，从而调动了搞好生产、完成民主改革任务的积极性，树立

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大事的主人翁责任感，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促进了各

项工作的开展。
。

＼

1月 尼山地委制定1950年农业生产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山东省人民政府和中共鲁中南区委、行署关于1950年农业生产的指示，23

日，尼山地委结合本区实际，制定了《1950年农业生产计划》。《计划》指出：

1950年农业生产总的任务是不荒一亩地，增产一成粮，完成工业原料的种

植。并提出了不误农时、整理扩大变工组织、精耕细作、科学施肥、兴修水利、

改良品种、增加种畜、争取贷款、多种早熟作物、封山造林等10项具体措施。

并对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和妥善处理农业生产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等提出了

意见。 ，

1月 余克勤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 1949年10月，湖西军分区司令员

王月亭离职。1950年1月，余克勤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同年11月离职。

． 2月 湖西地委检查部署抓生产渡春荒工作 由于战争的摧残破坏和

1949年又先后遭受水旱虫灾，湖西专区粮食欠收，灾荒严重。虽经各方努

力，灾情稍有好转，但仍很严重。12日，湖西地委在检查分析前段生产救灾

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平原省委《关于抓紧生产渡过春荒，为大生产做好准备

的指示》，针对本区存在的问题，就生产和渡荒工作作了部署，强调要求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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