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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沂南县地处沂蒙由区中心，历史悠久，是革命老辍

据地，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玻

苦奋斗，为拉 E 战争、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截。建E

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议来，济南人民认真贯

摒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心为开发、振兴沂南

再谱新篇。

编集地方志，是社会主义物羡文明、糖神文明建设

的需要。通过搜集整理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资料，编集

出有质量的《济南县志)) ，患发人们鉴往知来，教育大

家知我沂亩，爱我活南，建我沂菌，如快社会主义建设

的进程，是我白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我的史志

工作者的先荣任务。

资料是编志的基甜，资料的搜集整理是编志工作中

的主要环节。为编好《沂南县志)) ，我们款将搜集亮的

资料加以整理选择，编成《济南史志资料汇编》。

此资料汇编采用"综合编辑，门类杂陈纱的方法，

广征博采，兼技并蓄，凡《沂南县志》所含篇目和有关

资料均设专栏，逐辑编印。

搞资料汇编，是为编集县志做准备，它可以将死资



料变为活资料，让更多的入了解有鉴别， "军谬订误，

钩混辑侠拧，不斯完善篇自，摸索编志的经挂。

我1f1希望我县和在我县工作过的老同志及广大干部

群众和各界人士为县志提供资料，将亲身经历、耳闻自

睹的重要资料整理出来，或提供有关的文字和实物资

料，共同做好编志工作。所提供的资料，经整理和审

定，或入本资料汇编，或妥善保存，并根据沂南县人民

政府关于征集县志资料的通告中有关规定给予表扬、奖

黯或报哥~ 0 

《诉自史志资料汇编》第一辑和大家见面了，希望

得到各方面的挝评帮助。

198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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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超同志，系据南县苏村区李家庄人。抗 s 战争

布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新南县工作。曾在vr南县委

民运部长、抗联主任、县委副书记等职。解放后调山

东省委工作，现任山东省政换常务委员会主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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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地方志的编篡工作

沂南县县长肖开富

编f彦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和国家

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平在建国初期，随着国

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项工拧就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

起来，直至十年动乱才被迫中断。粉碎"四人帮"之

后，全自政逼人和，百业织兴，中央领导同志更加关心

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并且侣导用新现点、新材料、新方

法编写地方志。一九八二年，中央批准颁布《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把编修地方志列入其中。一九八

三年四月，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建立了中国地方志领导

小组，同年九月，中央宣传部下达 (1983 ) 43 号文

件，要求各地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强调制订规

划，建立精干的机构，配备在力人员，i1lt紧开展工作。

最近，胡耀邦、主~J Jf木等中央领导同志又对地方志工在

佯了重要挑示。胡耀邦同志提出地方志工作a确要有一个

敢报敢用的人牵头"。胡子于本同志针对当前地方志工作

中存在的领导不力、机构不健全、人员配备不足等问

题，着重指出(，要认真改变吕前状态，满集有志于此

者，全力以赴，遇有困璀，请按范围分请国务院租省、



市、甚负责解决。"山东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三年西月

二F达了三十九号文件，撞击 E 编寨山东省志和各级地方

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是"四化"建设的组成

部分，各级政府和部门、各单位都要当成一项重要事业

来办。省委、省府先后召开了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进

行研究部署。地委、行署也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

这项工作。可见，编{彦地方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组成部分，是振兴中华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当

前，全国己形成了盛世惨志的新局面。我县的编志工作在

甚委的领导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修志工作人员

的积极努力下，正在迅速展开，形势很好。

沂南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

四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沂南这块土地上劳动生

息。西同时期属陆国，秦代属阳都县，至今在砖埠区黄

蓝、任家庄之间，阳都故城遗址仍清晰可辨。后来，隶

属关系几经变革，但大部一直属沂水县，东、南少部分别

属苔县、临沂县。一九三九年十月成立中共南沂蒙县委，

同年十二月成立离沂蒙政府行署。我县的自然环境十分

优美，西部出奋重叠、林木繁茂2 东部丘陵，疏按易耕喜

中部平原，水渠纵横。撞内金、银、钢、铁、砂岩、大理石

等藏量丰富，黄金产量占全地区的90% 以上。沂南有着

光荣的革命历史。我县是沂蒙山区革命老根据地的中心，

抗司战争时期，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雄行委

员会〈郎省政府前身〉、山东级队、一一五挥师部、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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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分校、《大众 B报》社都曾长期驻在这里。徐向

前、罗荣桓、朱瑞、黎玉等领导同志部长期在这里工作

过，战斗过。在战争年代，英雄的沂甫儿女参军参战，

优提支前，混血牺牲，事迹可歌可泣。解放后， l斤商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的政策合国情顺民意，全县人民正在为开发沂

南、振兴沂南再i苦新章。这些历史的变革和光辉的成就

都应载入县志，以启迪人们热爱乡土，热爱社会主义，

热爱共产党，更好地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县志，要记述一今县的历史与现状，涉及到自然、

地理、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人文以及风倍习惯、历

史变革等各个方面，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可称一县之

"百科全书"。编修县志，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嚣要广

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为了搞好沂南地方志工作，

县成立了沂南县地方志编寨委员会，并设了办公室。各

区、乡和县直各部门也已建立和正在建立相应的机构并

开展工作，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写出内容翔实、门类

齐全、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沂南县志》及乡

〈镇〉志和若干专业志。

《沂离史志资科汇编》是一部资料性丛书，它的任

务主要是 z 一、广泛征集《沂南县志》所需资料，并为研

究发表这些资料提供一个辞地F 二、积累和交流有关资

料，供编篡《沂南县志》和专业志参考使用，三、发表

3 



历史和现状的各种资棋，以便发动群众，征求意见，充

实资料，做到去伪存真。这部丛书主要记述我县历代政

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大事件，记载

内容丰富的史料和知识，使之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务。我们需望沂南县籍和曾在沂离

县工作过的老同志以及所有从事或热心地方志工作的同

志共同努力，办好《沂南史志资科iC编》。

编写一部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街南县志》

和若干部乡〈镇〉志、专业志，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工

作，缺少经验，困难很多。我希望沂南县的各级党、

政领导同志要重视支持这项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提出

成效来。 同时也希望广大方志工存者充分发挥积极性秸

主动性，提倡首创精神，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努力学

习，积极工作。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运能黑新

现点、新材料、新方法编写出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

性、现代性、知识性、稳定性的《沂南县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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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甫纪实·

沂南县概况

建置沿革

位置 沂南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沂蒙山区搜地，东

经118
0

07'--118
0

43' ，北纬35 0 19' 一-35 0 46' ，北与沂水

县梧逗，南与临沂县接壤，东与苔县为邻，西与蒙阴县毗

逗，东南与苔南县相接，西南以五彩山与费县为界。最

大纵距47公里，最大模距55公里，总面积1750.3平方公

里。

沿革 沂南县位于沂水县之离，故名。大庄运的吉家

庄文化遗址和马牧池区的古董沟出土许多石、陶器，经有

关部门鉴寇，为新石器时期的遗物。这说明早在四千多

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现境除东、南

少部地区分别原属茧丢、前沂甚外，其余绝大部分属原

沂水县，其隶属关系的历史演变基本与沂水县相同。

1939年10月，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出东

分局决定将沂水县之泰〈安〉石〈臼〉公路以南区乡

划出锺建新县，称离沂蒙。同年12月离沂蒙联防办事处

正式成立F 辖原沂水丢的五、六、九、十区和蒙阴县的

二、四嚣。 1940年 3 月，以甫诗蒙联防办事纯为基础成



立沂南县政府。周年 6 丹， i斤 1隘边联县成立，沂甫现境

内之铁山区〈今砖埠区〉、葛i每区、河陆区的全部和青

驼区、张a区、土山区〈今大庄区〉的大部划属沂i自边

联县。 1941年12月，撤销珩南县建制，直属沂蒙专署。

1942年 7 月恢复沂南县建制，辖东平、和庄、依汶、掠

袒、长由、岸堤、垛庄、官庄、界牌、黄由共10个区。

同年10月，沂南现境之永大区〈今辛集区〉划属刚建立的

沂东县。 1945年10Ji ，撤销祈 11备边联县建制，葛沟区、

河阳军划属祈东县，其余大部主自入沂南县。是时，沂南辖

崖子、垛庄、岸堤、长山、孙祖、依汶、东平、主山、

青驼、张庄、铁山、河南12个区。 1949年 7 月，撤销沂

东县建制，寨西、永太、葛沟、河陪四区划入沂南县，

时辖16个区。

1952年秋，土山区撤销，Jífr属大部并入河陷区。

时辖15个区。 1953年 7 月，沂水县的良水区〈今苏村区大

部人城子区〈今湖头区大部人铜井区划入珩南县，

时辑18个区。 1956年 2 月县界满整，垛庄区和崖子区

的东河、营后、泉桥、梭庄四个乡如属蒙阴县，沂水

县的英山、刘家岭两个乡划归沂南县，时辖 17 个区。

1958年撤区建人民公社，公社区域与原区相同，时辖17

处人民公社。同年11月，第三次撤销济南县建制，苏

村、铜井、界湖、蒲汪、张家哨〈今湖头〉、张庄、白

石埠〈今大庄〉、军沟〈今辛集〉八个公社及依汶、孟

吴国〈今药、祖〉两个公社部分持庄划属沂水县，马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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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岸堤、双喉三个公社及孟良国公社部分村庄划入蒙

阴县，李宫〈原河南区〉、青驼、砖埠、葛沟、窝归五

个公社划入临沂县，张家哨公柱和蒲汪公社东部的部分

村庄划入苔县。 1961年 4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恢复

沂离基建制，除李宫公社仍属临沂县、原崖子区的泉

桥乡仍属蒙阴县外，其余地区均划回沂南县，将原辖的

17处人民公社改为17个区，即=界湖区、依汶区、马牧

池区、岸堤区、孙祖区、双攘区、青验区、张庄区、

砖埠区、葛沟区、同阳区、大庄区、辛集区、蒲汪区、

张家哨区、苏村区、铜井区。 1968年改区称公柱。 1978

年春，为便于岸堤水库的管理保卫工件，将蒙阴县重山

公社的六个大队划属沂南县，与岸堤公社的十个大队组

建成重由公社，沂南县时辖18处人民公社。 1981 年 12

月，经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界湖公社改为界湖镇。

1984年 6 月，撤销人民公社，设区建乡，重由、岸

堤两公社合为一区。沂南县时辖17个区，共 4 个镇， 57个

乡。

界湖区辖界湖镇、南寨乡、明生乡、永胜宫庄乡。

依汶区辖栋汶乡、大保护乡、朱家里庄乡。

马牧池区辖安乐乡、横河乡、牛王庙乡。

岸堤区辖岸堤乡、中高湖乡、兴旺à:乡、塘子乡、

南岩路乡。

于在祖区辖弥袒乡、戴庄乡、连顶乡。

双骂美区辖政墩乡、后崖子乡、南石门乡、东梭庄



乡。

青驼区辖吉哇乡、东斗沟乡、大磨石沟乡。

弦庄这辖张庄乡、留回乡、北沿汶乡、双略乡。

砖埠区辖砖埠乡、高里乡、山南头乡、南薛庄乡。

葛沟区辖葛沟乡、穆家巩头乡、王家堪乡。

杨家坡区辖河阳乡、杨家坡乡、南双泉乡。

大庄区辖河村镇、后土出乡、后交良乡。

辛集这辖辛集乡、库沟乡、涌泉乡。

蒲汪区辖杨家庄乡、圣母家乡、大王庄乡、蒲汪

乡。

湖头区辖湖头乡、齐家店子乡、薄家店于乡、张家

哨乡。

苏村区辖苏村镇、小曹家营乡、夏家小河乡、小杜

家庄乡。

铜井区辖嗣井镇、孔家湖乡、鲁家庄乡、新王沟

乡。

县驻地界湖，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

口 60， 325人?其中城镇人口 10 ， 087人。工厂14家，中等学

校四历，医院一处。农历"四·九"逢集，是全县最大的

商品集散地。

人口、民族 1983年772 ， 385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

441人F 达1949年的447 ， 67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55人分别

增长72.53%和72.49% 0 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

751 ， 439人，其中另382 ， 563人， .女368 ， 876人，男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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