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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使地方志工作及时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们汇

编了这本<< I撞沂地区概况)) ，将本地运的建置沿革、自

然条件、经济拉克、文化事业、重大事件、著名人物及

名胜古迹等凡方面的情况，作了筒要概捂的介绍，供各

级领导参考。

本书体倒是按照山东省史志编寨委员会规定，所用

资料，行政区边一项是截止到一九八四年五月，其他均

截止到一九八三年藏。在编写过程中，各县、市和地直

各有关单位曾给我们夫力协助和支持，谨致谢意。由于

我们水平所限，错荒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编者

1984年12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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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地区概况

建置沿革

位置 E积 临沂地区位于出东省东南部，东颜黄

海，离邻江苏省，西接枣庄、济宁两市，在靠泰安地区、淄

博市、撵坊市和青岛市。地跨东径117 024' 至119 039' ，

北纬34 022' 至36 022' ，南北最大长距228公里，东西最

大宽距202公里。总面积21 ， 099平方公里。

活革临沂地区全撞在西蜀时期为宫、郊、鄂、鄙、

损失等诸侯国。春款时分羁鲁嚣和富国 c 哉国时分属

齐、楚。秦置琅哪郡，汉属琅哪国和东海郡，北魏置:lt

徐州，北周改北徐州为沂州，醋、〉唐、宋皆为琅都郡，金

改置苔乡N和沂州，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童玩州

府。辛亥革命后1913年撤销轩州府属济宁道， 1925年复

置琅耶道， 1928年撤销， 1936年划为山东第三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共产党领导的抗E革命

根据地， 1941年建立了鲁南专署，到1945年春，临沂地

区分别属于鲁中、鲁南、滨海三个行署，解放哉争后

期，在临沂设鲁中南行署，辖六个专区，其中沂蒙专区



全部、滨海专区大部、台枣和甩出专区的一部分在临沂

地区撞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950年撤销鲁中南

行政区，专区调整后分属于沂水专区和精沂专区， 1953 

年8月 1汗水专区并入临沂地区。

区划 从清朝的资乡H蔚到抗日战争前的第三行政

区，都辖七个县 <1'11) ，部临沂.郊城、费县、蒙阴、

沂水、甚县〈判〉手U I3熙、县。抗日战争时期，为运应战

争需要，区划变动频繁，先后设立过三十多个县级建

制。并曾将江苏北部的东海、赣擒、骂:县和新海连市划

入临沂地区。 1953年沂水专区并入格沂专区后，东海、

赣擒、部县、新海连市自归江苏。这时i民沂专区辖i酶瓷、

i白沫、第域、苍山、费县、平邑、蒙阴、沂源、沂水、

街南、吉县、富南等十二个县。 1956年日照县出胶州专区

划入. I搞沂专区，撤销 i搞沫县。 1958年撤销了沂离县，

临沂县改建为临沂甫。1962年恢复i悔?本、沂南两县。19E3

年撤销临沂市政建临沂县。 1984年撤销临沂县改建格沂

市，建立石臼港办事处.现在全区共辖一市十二基和一

个办事处。 np I 临沂市、那城县、苍山县、 i悔i术基、苔

南县、日黑县、富县、 2斤水县、前摞县、蒙阴县、平邑

县、费县、沂南县和石臼港办事处。下设乡、镇、区、办

事处266个，区辖乡镇425个，吉然村15 ， 440个。

人口全区1983 年实有人口 10 ， 615 , 110 人，男

5 ， 420 ， 016人，女5， 195 ， 094人。农业人口占96%。人口密

度为每平方公里504人。全区总人口比1949 年的556 ， 97



万人增加了90% ，每平方公里增加了240人。从1953年第

一次人口普查以来，三十年间每年平均自然增长20%0 。

到 1978年全区人口就超过1 ， 000万。这期间，前六年平均

增长25%0。从1973年以后，人口增长得到适当控制。1982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75%0' 1983年出生率为 14%0'

死亡率为5.3%0' 自然增长、率下降J1j8. 7%001982年人口

普查统计全区劳动适龄人口〈男16一旦岁，女16-54岁〉

5，7 56 ， 073人，占总人口的55.33%，兵漂人口〈男18-22

岁〉为1号2.43万人，占总人口的9.94%。全区千人中具有

大学文化程度的1.33人，高中文化程度的44.61人，初中

文化程度的135.18人，小学文化程度的298.77人，文

言、半文盲366.4人。文化程度低于全省、全国水平。

民族 全区共有21今民族， 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

汉族占99.71% ，各少数民族共30 ， 103人，占0.29% 。其

中自族2.97万人，满族197人，朝鲜族57人，憧族29人，

蒙古族27人，藏族21人，苗族13人，白族5人，布依族4

人，达斡尔族3人，彝族2人，维吾尔族、伺族、撒拉

族、毛难族、鄂温克族、瑶族、黎族、高山族各 1 人。

另外，未识到的民族2人，外国人如入中国籍的8人。

自然条件

地形 全军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沂由和蒙山山脉呈

西北东南向延伸，控制着沂沫河上游及其主要支流的流

辛



向。以沂沫河疏域为中心， ~t、西、东三面群山环抱，向

南构成扇状冲积平原。东有海岸线99.6公里。全区山地

占总面积的33% ，丘霞占28%，平原占36% ，涝洼占3%。

王暖区高稳在50-200米之词，平原在30-50米之间。

地质本区内地层比较齐全，从太古代至新生代，除

主奥掏纪至下石炭纪地层缺失以外，其他各期地层都有

发育。主要梅造以沂j求断裂带为主，沂?本断裂带经郊城

北北东向延伸，纵贯全区。沂沫断裂带及其以西，主要

以太古代片寐岩，元古代的石英砂岩、砂页岩F 古生代

石灰岩、砂页岩，中生代火山碎屑岩、砂砾岩组成重沂

沫断裂以东，出露地层主要是元古代的片麻岩、变粒

岩‘斜长角闪岩和各种岩浆岩。沂沫f丐西侧及下辟为洪

冲积平原，属第四系堆积物砂土沉积层。沂山、鲁山、

蒙山山地，由体核心部分由混合花岗岩构成，出体窝囊

的提出、丘陵由变质岩、沉积岩组成。平原属松散沉

秧，地表复盖有厚度不大的?中积窟。

出廊 全区自北南F富有因条主要出脉，沂源县北境

的鲁出山脉，沂7.1<县北境的轩山出踪，蒙阴县南的蒙山

山踪和费县、平邑离部的尾山出脉，呈西北一一东南向

廷掉。全区大小llJ头七千余座，一般高200米至500米之

间。最高峰蒙山龟蒙顶海拔1 ， 156米，为出东第二高峰。本

这有不少由浇水最蚀造成的桌状山，当地称为"国"，号称

沂蒙山七十二菌。较著名的有岱菌、孟良圄、抱按自等。

河洗 本区水系发育呈脉状分布于全区。有沂河、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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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运河、滨海四大水系。主要河混为沂河和沫坷，有较

大支流1 ， 035条，中小支流15 ， 000余条。水力资摄丰富。

沂河发源于沂摞县鲁山南麓，南流经沂水、法离、临

沂、苍山、第城等县〈市)，西南琉入江苏省境内后流入黄

海，全长570余公里，在本区流长287.5公里，最大流量

15 ， 400立方米/钞0957年〉。较大支流有东汶宿、蒙词、

扮湾、李公洒、自马河等。流域面积达10 ， 790余平方公

里。沫河发源于沂山南麓，流经沂水、苔县、富商、 i民

沂、 i搞沫、第域六个县〈市)，至江苏境流入黄海，在本区境

内流长252.6公里，最大流量7 ， 290立方米/秒(1974年〉。

较大支流有得河、高榆河、汤河等，流域面积5 ， 320平方

公里。沂沫两部的流域面积占全区总哥和的百分之七十

以上。属中运河系的河流有东搬河、西注目河和燕子坷，

都在苍山县境内，南至江苏省境流入中运河。滨海水系

河流有傅瞌湾、两城河、巨峰河、绣针部等，都在吕照

县流入黄海。本区境内河流，均属山洪词逗，上游支流

众多，源短流急，雨季洪水暴涨，峰高量大，而枯水季

到多数干酒。沂河、沫河的最小流量都只有0.001 立方

米/秒。历史上为害甚多。解放后，对各河流选行了大量治

理，上游封山育林，兴修水库塘坝等蓄水工程，沂沫河

下爵还兴建了沂沫河洪水东调工程和武?可分洪工程，兴

利除害，各条河流的状况较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

气候 临沂地区属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年平均

气温在12 0-14 0C之间，一般西部高于东部，南部高于北

§ 



部，沿海低于同纬度的内陆。极端最高气温40.5 0C (苍

白) ，极端最低气温-25.6 0C( 苔县〉。年较差在

28.3 0 -29.5 oC，全区四季分明，气侯适宜。

降水量为全省最丰沛地区。年平均水量在650-820

毫米。雨量受季风影响显著，其特点表现为冬、夏降水

差异悬殊， 60-65%的年降水量集中在夏季。多雨年份

可达到1 ， 098.4-1 ， 616.7毫米之间，少雨年份在450.3-

689，.1毫米之间。

由于受地理环婆和季风的影确，盛行风向多为西

北、北、东北北、东南和西西南风。年平均风速为3米/秒

左右，是全省风速最小的地区之一。

本区平均温度在63-72%之间，七月份最大，大致

由东南向西北递减。日照时数一般在2 ， 1100-2 ， 600小时

之间。春季白照时间最长。全区年平均日黑百分率一般

在54-60% 。

初霜冻一般始于10月，最早为9月下旬，终霜冻于

4月上旬，最晚为5丹上旬，南部和北部、沿海和内陆以

次有差 e 历年各县无霜期最长的266天( 1965 年的日

照〉。最短为155天( 1968年的沂源〉。年平均无霜期

180-230天。

自然灾害频繁，旱、涝、风、雹都有，尤以早、挠、雹灾

为害严重。旱灾，不同程度的干旱，几乎年年都有，有局部

性的，也有全区性的，27年中有20年受旱。其中，全年较

大范围的干早有11年，平均2-3年一遇，春旱最频繁，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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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北部山区，有"十年九旱"之说。秋旱2至3年一

遇， 必秋旱如刀刮"，对农业危害最大。夏旱平均4年

一遇，北部山区受害较重。涝灾，由于本区降水时间分

布不均。南部平原局部受涝较为常见，较大落围的涝灾

平均三年一遇，多发生在麦季，随着暴雨出洪，河床漫

溢，造成积水成灾。 1960年8月 16至1713一场暴雨，沂

南、临沂，苍白等县受涝灾达451万富，其中绝产145万

亩。雹灾年年都有发生。济摞、蒙朗、吉县一年二遇，

主要冰雹路径基本是一年一遍 e 南部平原较少，郑城县

大体是十年一遇，雹灾多发生于春夏之交，一般范围较

小，时间短，但破坏性很大。有时也出现大面积雹灾，

1972年9月 1713 ，一次冰雹有10县， 58个公社， 1100个

大队， 80余万亩作物受灾二其中重灾达37万余亩，有的

房屋被毁。

土壤 全区土壤可分为棕壤、褐壤、潮土、砂姜黑

土囚大类。其中棕壤类面积最大，约占48%，包括棕性

土、捺壤、自浆化棕壤和潮棕壤等，主要分布在由酸性

基岩构成的丘陵山地上，是我区农业及林、果、蚕、茶

的生产基地。褐土类面积约占18.8% ，包括褐土性土、;

潜溶褐主、褐土、湖褐主等，主要分布在石灰岩保山丘

陵及山麓平原地带。潮土类约占21% ，包括河湖土、温

潮土，主要分布在沂、沫等河流沿岸及平原地带，是区

内主要的精种高产土壤。砂姜黑土约占5% ，集中分布在

i挠、籍、苍平原的河闰洼地及其他交接洼地上，是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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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另外还有水稻土约占4%，分布在临、籍、苍平原

及其它县的低洼地带。日照沿海还有滨海盐士3.5万亩。

按土壤贡地划分，砂性土占55% ，壤质土占36% ，

粘质土占9% 。土壤营养状况大体是有机质铺 f埠，氮素

不足，严重缺磷，部分缺饵，氮磷掷比例失调。

植被区内地形起伏大，爵量集中，人为活动频

繁，天然植被破坏始尽，现主要是人工植被。出丘坡地

有旱生类型植被松档、胡枝子、锦鸡JL、百里香、自羊

草等z 土层较厚的沟谷岭角坡地，有中生类型植被揪

树、抨柳、酸枣、黄芳Ij 、野谷草等F 河岸阶地喜湿性植

被有杨柳、棉槐、白蜡条等。在海滩有耐盐植物猪毛

菜、险蓬、珊珊菜等。

自然资摞 土地资源 z 全区总面积2 1， 099平方公里，

可利用土地面积〈土壤面积) 16 ， 967平方公里，拆合

2 ， 545.05万亩。其中耕地1， 360.08万亩，占可利用面积的

53.44%，宜林面积600万亩，其他占地584.97万亩。水

资源z 年平均降水187.47忆立方米，径流量71. 3 亿立

方米z 地下水补给量为28.68亿立方米，共计99.98亿立

方米。多年平均可利用的地表水23.2亿立方米，地下水

7.8亿立方米，共计31亿立方米。吾前全区年平均农业

用水需43.99立方米，工业用水2.09亿立方米，人畜用

水需2.14亿立方米，共计48.22亿立方米，年缺水17.42

亿立方米。矿产资源=本区矿产丰富，矿种繁多，分布

广泛。有煤、钱、金、银、铜、锤、铸、铝、铁、鸽，

s 



铅、磷、锦长石、重品石、主主纹岩、石棉、砂岩、石灰

岩。大理石、石墨、石膏、蛙石、滑石、石英、石英砂

岩、水品、建筑沙、金副石等三十余种。特别石灰岩、石

膏、大理石、石英砂主;等接量丰富，可为发展建筑材料

工业提供原料。生物资源z 生物资摞品种繁多，野生本

本主要为灌木和藤本ttl物。如酸枣、卖荆、胡枝子、苟

条、野蔷萄等。动物有 1良、，孤、猩、灌、剌猎、黄-f民

狼、野兔等 z 飞禽有喜鹊、灰喜鹊、睬木鸟、鹊鹰、猫

头鹰、出雀等。水生植物主要有蒲、苇、藕、菱、莘

荠、、萍、藻等。鱼类有鲤科、锹科、给科等十多科.60余种，

还有虾、蟹、甲鱼等。海洋资摞有水产动劫 188 种，藻

类54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有海带、石花菜、西施舌、昌螺、

湾竹握、海参等。鱼类常见的有80余种，以黄鲤鱼、

鼓鱼、鳝鱼、梭鱼、刀鱼为主。药材资摞，收购220种，

主要的有银花、玄参、生地、黄英、元胡、红花、牛

膝、丹参、太子参、板兰板、JfIj芥、蟠酥、全生吕寺，年

1&购量在300多万斤 e

经济状况

境内多系山丘地区，原以农业经济为主。 1949年农

业产徨占总产值的97.7%，工业只占2.3% 。在农业中，

没有发挥山区固有的林、牧优势。林业、牧业分别只占农

业总产值的1.3%和8.3% 。珠在工农业产值为3 : 7 0 农

s 



业中林、枝、副、渔产量己由15%上升为35% ，经济结

构已发生显著变化〈详见甜表〉。

农业 临沂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适合多种经济发

展， {旦直至建国前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是以粮

为主的羊一农业。 1949年粮食作物面积占耕地87% ，亩

产只有171斤，总产23亿斤。三十多年来，变化很大。

1983年耕地围棋1， 360.08万亩，粮食亩产达969斤，总产

89.9亿斤。与1949年相比，在耕地减少16%的情况下，单

产增如了 4.7筒，总产增加了近3倍。在人口增长近一稽

的情况下，每人占有接食增长了 1.4 稽。与三中全会前

的1978年相比，单产和总产分别增长 1.6 馆和t17% 。

经济作物已出 1949年的占耕地13%发展到32% ，其中棉

花1983年总产4 ， 700万斤，比1949年的673万斤增长了5.9

齿，花生总产自2.3亿斤增长~18.9亿斤，增长了2.捎信。

全区沂蒙、梅辑、甲子三个山区十年九旱。南部平

原游洼，法i本?可泛滥成灾。历史上穷出恶水，耕作落

后 c 三十多年来，已建成各类水利工程39， 144项，总蓄

水能力50.48亿立方米。地区直接筹建的大型水库11座，

萍容33.65亿立方米e建成中小型水电站94娃 s 机井2.57

万 ftI~ ，扬水站4 ， 225处;开发万亩以上灌区 101 处F 排灌

机械保有量4.26万台， 67.25万马力，有效灌溉面积690

万亩 o 占耕地面积的51%。治理水土保持面积7 ， 261平方

公里。保浇面积547.7万亩，早溺保收高产稳产自455.7

万亩。沂沫河经过导沫整沂、沂需分洪阔、南部东调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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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地区工农业总产值一览表
(产倪均系1980年不变价格〉

\年 1吧?一 1966<1f→吧?巴， 19附

单位2 万元

\\饭 \份|产锐|占总产|产彼 i 占总产;产值|占总产!产值
项目\\J 总额|僚%忡忡 %1 总额 1 俄艺 ä 锁

工农业总产值 i 川o 川
总产值 i4队6 ， 322 , 9盯7一.J7i8创盹8弘，J72m8i8仙9.4 肌削 川|肌814 I 川!川!川!队

农 7ιL[… i主王万3 显豆旦亟79.1τ可川J;J忑币币雨可… -丁72.5也王互囚!王互卫---，王王王5.3 J王丑l王1王汇
其 1--:一一 … 
林业 616 1.3 2,968 3.3 i, 5,016 2.5 日，007 I 2.9 I 16.9 2.7 I 1.2 

二卫平亏 10.9 I 23 ， 143 王巨|丁
l 副业 11.970 4.3 4,991 5.6 25 ,007: 12.3 I 60 ,331 I 15.8 29.6 '1 11.1 I 

曲|申

f卢… l…可1.12， 638 川-SLM41 汇旦三.5 0.3 

工 ä立干仁f巳i旦些ojffJf?11止5 : 1吧 684 28.8 巴巴|卫三jJ:旦
|其 i 轻工业: 阳.5 i 川 5,689' 5υ ( 川26: 川 . 103 ,918 1 61' .2 '103.5 17.3 1.1 

判中[画l丁J9.4斗811 IEaIiirllbij立;-1489.~-! 9.6 I 0.2 

人均产值(元 8i 124 295 506 I ω I 3.1 ! 0.7 



工程，基本消除了水害，保浇面积达 288.7 万亩，治理

了易捞洼地372万亩，从1939年起，不少涝洼地攻于中了

水穗，最多年1f}fP到 120万】亩，总产达5.4{乙斤。

耕作制度、生产工具的逐年改革和增施化学肥料

等，也在改变着农业的落后状怠。土地利用的复神指数

己自 1949年的137%提高到151% 。农业机械始于1954

年，到1978年总动力只有111万马力，到 1983 年有总动

力217.3万马力，比三中全会前的24年增长近 1 倍。据

统计195 ，1年全区共施也学把料0.24万吨， 1978年施用

38.2万吨， 1983年69.1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 0.8 倍。

三中全会以来，农业己向商品化经济发展。专业户

和重点户己去;展到5，1万户，占农业总户的22.5% 。新经

济联合体2.3万个。农产品均商品率逐年增加，接食从

自给不足，商品率提高到20%，棉花白依靠外地悔区供

应，商品率提高到80%以上s 花生商品率提高到51% 。

由粮食增长雨发展起来的家庭养殖业，使畜产品的商品

率达62% ，全年农业总产值达38亿多元，农牧渔产品平

均商品率提高到50% 以上。

林业 沂蒙山区历史上曾是天然林茂密的好地方，

经过半个多吕t~己的战乱，军阀、土霞、日寇、蒋军的破坏，

己或光山秃岭，赤野草滩。到1949年全区实有林 56 万

亩，占宜林出 ì*住548万亩的10% 。建国以来，逐年绿化

了 6 /1%的荒山荒滩，到1983年底造林380万亩，比1949年

增加了5.8倍，占宜拣面积的70% 。森林豆盖率串解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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