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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世昌明，修志乃兴。《新泰市志》(1 986～2000)即将付梓

问世，这是新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举

市可庆。

风雨坎坷励壮志，回头一顾豪气生。本部《新泰市志》记载的

是二十世纪最后1 5年新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史料。15年，在人

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间。然而，对于新秦和新泰人民，这

1 5年，却是负重奋进的1 5年，是艰苦创业的1 5年，是改革开放的

1 5年，是日新月异的1 5年。1 5年来，市内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强，发展的硬环境明显改善；市场开拓力度加

大，外经外贸发展较快；科教兴市成效显著，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得到重视和加强，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精神文明

建设跃上新台阶，民主法制建设El趋完善。

国有史，县有志，自古皆然。以史为鉴，可知国之兴衰；以志

为鏊，可察县之得失。地方志作为“辅政之书”和“资政之本”，为

历代所倩重，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的

历史文化宝库中也占有显赫位置。《新泰市志》(1 986～2000)的鳊

纂，适应历史和现实需要，全面系统、忠实科学地反映了过去1 5

年间，新泰儿女在几届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

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两个文明”一起抓，披荆斩棘建设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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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事业的波澜壮阔辉煌历程，为百年沧桑的二十世纪划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新泰市志》(1 986--2000)，集成果性、咨询性、鉴戒性、阶段性、区

域性、背景和统计等各种资料于一体，是一部“熔百科为一炉，集万卷为一册，

编多年为一瞬”的了解新泰、研究新泰最权威、最全面的地情资料著述，是服

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宝贵历史经验总结；为从新泰实际出发、加快经济和社会

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翔实、系统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是一份进行热爱党、热

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艰苦创业等教育的好教材，相信《新泰市

志》(1 986～2000)的编纂出版，必将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热爱新泰、建设新

泰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对于新泰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立史惠民，修志资政。编修志书是一项浩繁、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艰

苦的创造性劳动，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编纂出《新泰市志》(1 986～2000)，殊

非易事。它凝聚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全市人民尤其是默默耕耘在浩瀚历史资料

海洋中的市史志办公室同志们的智慧与心血。在此，谨向他们深致谢忱。面对

沉甸甸的志稿，感慨万千，权记数语以为序，藉此诚挚地希望《新泰市志》

(1 986～2000)在全市“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热切地期望新

泰——我们的家园有一个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2004年5月28日



序二
新泰市人民政府市长孙丰刚

“新泰人”是中华大家庭中资格较老的成员之一，旱在原始社

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市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自西汉起，便

置县。新泰，是一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这里被山带河、风光秀

美。数千年来，帝王巡幸，名臣牧守，可谓风光际会，兵戎胶葛，

演出过不少威武雄壮的活剧。新泰本地也是英彦辈出，名贤不绝，

其人其行，犹如日月中天，令人仰止。漫漫历史长河，积淀成了

绚丽灿烂的新泰历史文化。

境内历有编修地方志的良好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

始编修社会主义第一届新方志，至1 993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按

照国家、省、泰安市的要求，新泰于2000年7月在全省又率先拉

开了续修新方志的大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新泰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同心同德，求真务

实、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新泰市志》(1 9 8 6～

2000)，实事求是、科学系统地再现了全市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并全面介绍了全市的自

然环境、历史沿革、社会变迁、物产经济、文化教育、风俗民情

和可记人物等。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教育、爱国主叉教育和热

爱家9教育的巨著，同时也是世人了解新泰、认识新泰的一个重

要窗口。

《新泰市志》(1 986～2000)，是在中共新泰市委的领导下，由

一蠢



新泰市人民政府主修的又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集四余年之功、广泛收集资

料、精心设计篇目、反复征询意见、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着力总纂而成，它

是在基本没有任何续修志书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靠着市内外千余人或直接

或间接的鼎力参与而完成的一项庞大历史工程。值此志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

代表新泰市人民政府，向关心支持修志事业的人们，特别是市史志办公室的同

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古人云，蛊世修志；今人说，修志为用。今天，我们欣逢政通人和、国泰

民安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以蓬勃

之势向前发展，1 50万新泰儿女也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建设着自己更为美好的

家园。相信本部志书的面世，定能为新泰、为世人认识新泰的过去和现在，借

取成功之经验、鉴戒挫折之教训提供难得的史料，并将为新泰走向更加灿烂的

未来予以向导。

2004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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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

述境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限起自1986年续接第一部《新泰市志》，有些事项根据

需要上溯至发端，下限为2000年底。

三、全书设专志26编，另有综述、大事记及附录、前志简介等。以事业立

志，按科学分类，适当考虑社会分工，横排门类，纵写历史。分编、章、节，

有的节下设目和子目。

四、本志在记述方法上采取志、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

主体。图(包括照片)随文附载。表有两类：一是文中表，即在记述过程中，

为使记述内容简化和形象化而插入的表；一是文末表，即一章(一节或一目)

记述完毕，为概括或补充本章(节或目)的内容而设的表。表中涉及年份的情

况有两种：一为历年；一为部分年份(多选取重要变革或各5年计划完成的年

份)。附录有两类：一是志末附录，选编《文件辑存》、 《史料辑录》等；一

是文中附录，凡涉及与正文有关的全国与全省性条文规定及无法融入正文的资

料，在正文后列为附录，包括附文、附表和附图。

五、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一般为影响较大、事

迹突出的本籍人物。入志范围是：历史名人，中共早期党员，战争年代有贡献

的革命者，革命功臣，革命烈士，副地级以上领导人，各项事业中有突出贡献

者。前志中已收录人物，本志不再记载。

六、单列“组织机构"一编，其它编中不再记述单位、部门机构沿革。

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

2Z



新泰市志(1986----2000)

八、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个别地方采用朝代纪年时，括注公元纪

年。

九、地名书写：一般以事件发生时的地名为准，如后有变动，加注今地

名。

十、数量符号书写：数字书写依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1986

年12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产品型号用英文符号；

公市制计量单位多用汉字，表中酌用外文符号。

十一、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行文第一

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酌用简称。

十二、引用文件，均在文件名称前列出发文机关的简称。所用资料来源以

部门提供为主，部分由编者查阅档案、书籍、材料所得，所取资料均经考证，

文中不注明出处。各种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参考部门提供的数

字。产值等相关数据除注明的外，均为当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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