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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1950
1950年5月，根据中

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决定，
撤销渤海行政区，对原辖
专区进行调整，建立惠民
专区，党政机关驻惠民县
城，辖惠民、阳信、无棣、
沾化、滨县、蒲台、博兴，
和今已属东营的利津、垦
利、广饶，今已属淄博的
高青、齐东共12县。

1958
1958年10月，惠民专

区领导机关迁驻滨县北
镇新建城区。

1958年10月30日，中
共山东省委通知，惠民专
区与淄博市合并为淄博
专区，专区领导机关迁驻
张店。1961年1月，撤消淄
博专区，复置惠民专区，
专区领导机关迁回滨县
北镇。

1967
1967年2月27日，中

共惠民地委与惠民专署
被地区革命委员会代替。
1971年6月5日，重建中共
滨州地委。

1978
1978年7月10日，惠

民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
惠民地区行政公署。

1984
1984年，为了与滨州

市统一地名，惠民地区党
政机关驻地北镇改为滨
州。

1985
1985年，惠民地区辖

滨州市和滨县、惠民、阳
信、无棣、沾化、博兴、邹
平、高青共一市八县。

1992
1992年3月，为了使

地区与驻地名称统一，惠
民地区改名为滨州地区。
1994年，全区辖滨州市和
惠民、阳信、无棣、沾化、
博兴、邹平共一市六县。

2000
2000年6月10日，国

务院批准 (国函 [ 2 000 ]59

号 )，撤销滨州地区和县
级滨州市，设立地级滨州
市，在滨州地区原有行政
区域建立滨州市，辖滨城
区和惠民、阳信、无棣、沾
化、博兴、邹平一区六县。

2001至今
2001年4月，在滨州

市新市区的西部成立了
省级开发区，后又成立高
新区和北海新区。现在滨
州辖六县四区。

（记者于荣花根据有
关史料整理）

2012年 10月的一

天，一位老北镇居民

骑着自行车在滨州大

街 小 巷 的 人 流 中 穿

梭。从一个眼中只有

六街庙宇的孩子到一

个穿过玉米地去老北

镇中学读书的学生，

到毕业后先后在北镇

清扫队、农业中学、织

布 厂 、北 镇 公 社 、镇

委、建筑公司等工作，

这期间他曾测绘过两

次老北镇地图。滨州

这 60多年来也像他的

身份一样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直到现在，已

经退休的 73岁六街居

民张吉尧在回想往事

时，耳旁还时常回想

起当年骑自行车测绘

老北镇地图时，系在

车轮上的红布一圈圈

扫过前闸时的“当啷”

声，老北镇也成了滨

州印象的一个缩影，

在他的脑海中无限地

放大开来。

自行车画出的滨州老地图
73岁的张吉尧在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骑自行车测绘出老北镇地图
本报记者 于荣花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玉皇庙附近是繁华的集市

张吉尧出生于1939年，五六岁
的时候，张吉尧印象中的老北镇仅
仅局限于六街附近，最难忘的是六
街附近的玉皇庙。在他的印象中，
不仅仅有玉皇庙，还有三皇庙、观
音庙、关爷庙、财神庙、娃娃庙、大
王庙、土地庙、五福堂庙等，据说还
有一个戏楼，因年纪较小，未曾见
过。“当时的北镇还有四个城门，城
内人虽司空见惯，城外人入城却几
乎必经这四处地方。”张吉尧告诉
记者，当时北镇是一个大的集市，
逢农历有三、八的日子是大集，当
时的沾化、惠民、利津、蒲台县等地
方的很多的人或农或商都在玉皇
庙附近云集，买卖双方都将此处作
为商品的集散地，曾盛极一时。现
在和张吉尧同龄或者更年长的人，
说起五十年代的老北镇，印象最深

的就是熙熙攘攘的集市一片繁华
景象。

张吉尧回忆，当时的老北镇分
为东、西、南、北四个村，和现在一
样南端依傍黄河大堤。南村人口最
多，分为一街和二街，就是后来的
和平、义和村；东村是三街，就是后
来的红旗、胜利村；北村分为四街
和五街，就是后来的五四大队；西
村最小，就是后来的六街。

当时的玉皇庙就在现在六街居
委会的东侧，张吉尧回忆，庙内有很
多神仙塑像，虽有些害怕，但仍然吸
引了很多孩子到此来逗留，“孩子当
时的娱乐方式太单调了，现在的蒲
园也离玉皇庙不远，但当时并不是
公园，是一片庄稼地，47年飞机轰炸
时，我们还会去那片庄稼地里捡铜
炮和枪子，也是贪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高楼是两层的新华书店

1952年到1961年，张吉尧在
老北镇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
在这期间，他对老北镇的印象也变
得更加清晰和成熟起来。

张吉尧印象中的北镇中学和
六街隔着一片片的棉花地。“学生
们走捷径，就顺着北镇中学到六
街的方向走出了一条路。”张吉尧
说，北镇中学门前的黄河三路还
没有命名，学生放学后还经常沿
着黄河三路边上往东走，到了渤
海 七 路 路 口 以 西 路 南 的 新 华 书
店，往往还能玩上很长时间，“当
时老北镇只有一个最高的楼，就
是两层的新华书店。”

张吉尧的眼里，当时的老北镇
是沙子路，不好走，风一吹刮来很
多尘土，路两边有不少臭水沟，两
边绿化的杨树隔不长时间就会枯
死，“地下水位上泛，植物是被碱死
的。”张吉尧说，当时老北镇街头汽
车只寥寥几辆，最常见的是马车和
地排车，“要是谁能有一辆自行车，
那真是洋气。”

当时六街南侧的黄河大堤上
长满了野草，夏天割了芦草可以卖
钱，别人用来喂牲口，秋天可以打
柴火，“坟头尖都打光了，连树叶都
抢，你能想象当时打柴火的干劲。”
六街以南算是很荒凉了。

1963年，骑一天自行车测绘出北镇公社地图

1961年高中毕业后，张吉尧就在清扫
队工作，也就是现在的环卫处。1963年，为
了规划北镇街道、藕湾鱼塘的布局，北镇公
社领导找到当时公社仅有的一位高中生张
吉尧，让他画一张北镇地图。

为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张吉尧用自
己的自行车做测量工具，开始忙碌在北镇
公社的大街小巷。

把一块红布系在前轮上，靠记录每转
一圈红布打在前闸上发出的‘当啷’声来计
算圈数。“车轮的周长是两米一，所有圈数
加起来就测算出距离了。”一天下来，张吉
尧就掌握了北镇公社各区域距离的第一手
资料。“其实时间还可以再缩短，主要是当
时的路太不好走了，都是土路，没有沥青

路。一路上也不能和别人说话，一遇上别人
干扰，忘记圈数，就出现差错，还得重新返
工。”

后来公社领导都是依据张吉尧画出的
地图向各生产队下达规划任务。可惜的是，
因年代久远，也因为手绘的地图仅一份，第
一张地图未能保存下来，地图上的区划位
置也只能靠张吉尧的记忆。

张吉尧回忆，当时没有黄河路、渤海路
的称呼，但印象中大体位置就是从渤海二
路到渤海九路，从黄河五路到黄河大堤的
路段。“黄河四路渤海七路东北角那一片还
都是庄稼地，不像现在这么繁华；渤海七路
黄河三路西南角就是有名的三八商店。当
时路况简陋，没有路灯，也没有排水沟。”

1981年，骑两天自行车测绘出北镇市区地图

1981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北镇
公社已改名为北镇镇委，张吉尧当时在人
口普查的秘书科工作。为了确保普查数据
准确、不撇不漏，领导责成张吉尧画一张北
镇市区(小市，包括行署地委等机关)地图。

还是那个自行车、还是系个红布条，
张吉尧又开始用自行车“丈量”北镇地图，
不同的是，老北镇的街道比以前变得更漂
亮 了 ，而 且 绝 大 部 分 的 路 都 修 成 了 沥 青
路，还装上了路灯，虽然只是普通的灯泡，
但比以前要敞亮多了。虽如此，因城市规
划 的 扩 大 ，这 次 实 地 测 量 用 了 两 天 的 时

间，“可见与 60年代比，老北镇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但市区面积不过二三十平方
公里。”

当时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路两边修上了
排水沟，虽然都是敞开式的排水沟，但条
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早些年繁盛一时
的玉皇庙也已经不复存在，“ 5 1 年开始人
就少了，7 1 年还在玉皇庙听过报告，应该
是72年左右被拆了。”张吉尧说。

1982年建市之后，张吉尧在北镇人民
政府办公楼墙上小心揭下了这张北镇市区
地图，保存至今。

如今，滨州市区地图用自行车已无法丈量

从保存的北镇市区地图上可以看到，80
年代的北镇市区南起黄河大堤北至黄河十一
路附近，东起东海一路附近西至新立河东路
附近。从地图上可以看出百货大楼、胜利油田
一分厂大院、第二水库(蒲湖水库)、北中、人
民医院等地方。也有很多地方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原来的惠民地区行署、地委办公地点变
成了现在的商业街渤海国际；原来的北镇人
民政府办公楼就是现在的大润发所在的位
置；三中东侧是东方红旅社，也就是现在的银
茂大酒店；原北镇中学改成北镇中学实验初
中部，新校迁至黄河八路；80年代杜店公社的
一片高粱地变成了现在的市政府大楼。

从黄河一路起，沿着渤海六路一直向北，

到了黄河八路再折向西一直到中海，再从黄
河六路返回，2012年10月份的一天，张吉尧骑
着自行车穿梭在滨州市区的大街小巷，“现在
骑上十天二十天也不一定能画完这个地图，
地方大、单位商铺数都数不过来。”

张吉尧在一篇描写滨州变化的文章里
这样写：“单是游玩的地方就有不少，不像以
前的孩子只能在庙宇、田地里玩耍，以前的
庄稼地也建成了公园，蒲园、中海都可以尽
情玩耍。市政建设上不仅有了柏油路，而且
道路宽阔笔直，两旁的路灯也非常别致场
面，想想以前敞开式的排水沟，再对比一下
现在林荫夹道、落英缤纷，现在公路两旁怎
么看都觉得舒服。”

图片看变化

1965年，黄河一路渤海三路附近的位置。 本报记者 于荣花 翻拍

张吉尧在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前画了北镇市区地图，后来，参与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留
影。照片摄于1982年，前第二排左一为张吉尧。 本报记者 于荣花 翻拍

80年代惠民地区行政公署地委的位置，现在已变成渤海国际商业广场。 本报记者 张爽 摄

如今的大润发就处在早年的北镇人民政府办公地点的位置。 本报记者 张爽 摄

如如今今已已经经7733岁岁的的张张吉吉尧尧向向记记者者展展示示8800年年代代他他绘绘制制的的北北镇镇市市区区地地图图。。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于于荣荣花花 摄摄

这是1970年张吉尧的留影，照片中的自行车就是他两次测绘地图的工具。
本报记者 于荣花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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