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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历史是凝结的现实，现实是延续的历史。无论是对一

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还是对一个组织和群体而言，最可宝贵

的是自己的实践。自己走过的路，是自己走向未来的最宝

贵的财富。编史修志就是这样一项事业，它通过上溯时间

长河，回顾往事足迹，总结历史经验，展示现实问题，形成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广博的知识宝库，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使

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开拓未来。我想这正是修

志工作的价值所在。

我市的新编社会主义地方志工作始于1982年，青岛修

志人20年的呕心沥血和艰苦奋斗，全市共编纂《青岛市志》

69卷1500万字、《青岛年鉴)14卷1200万字、7部县(市、

区)志750万字和400多部基层志书等，把青岛数千载的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尤其是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和社会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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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凝炼成纵贯古今、横及百科一部大书，这真是青岛文化

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1 20年的修志，有的年轻人把黑发搔

成了白发，无怨无悔地将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史志事业；有的

长者终日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抱着尚未成书的

志稿遗憾地离开了人世。我在捧读这些志书时，每当念及

于此，都深切地感到书中的一组组数据、一行行文字的沉重

和丰厚，心中顿生无限感慨。修志人的精神可钦可敬，修志

人的成果可喜可贺!

今天，我市第一轮新编地方志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当

年出版的7部县级志书，因为印数少、部头大，广大干部群

众已不太容易看到，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难以发

挥。因此，为了扩大志书的读者面，方便领导查阅和群众阅

读，市史志办公室组织即墨、胶南、胶州、莱西、平度、黄岛、

崂山等7个区(市)史志办公室的同志，以原已出版的县

(市、区)志书为基础，本着“突出地方特色，概括大势大略；

突出实用价值，记述执简驭繁；突出便览功能，力求文约事

丰”的精神，编纂出版了《新编青岛地方志简本》丛书。这套

丛书如果能够成为各级领导的案头卷和广大群众的家藏

书，那将是对编纂者的最高奖赏，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谨

以此言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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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适逢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新编

<平度简志>付梓出版，平度文化建设史上又一巨大的系统

工程竣工，欣喜之情，无可言喻o

“郡之有志j犹国之有史”o平度修志始于明代，惜已失

传。清代两次修志，均成书刊行。民国期间又修成<续平度

县志>。这些保存下来的志书，记载了平度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变迁等情况，成为可资后人研究、借

鉴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囿于时代的束缚和历史的局限，

其思想性和科学性等均未突破旧志藩篱。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

地解放，广大人民的工作热情得到空前激发，整个平度经济

和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87年，平度历史上第一

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平度县志>问世。全书以泱泱90

万字，纵贯古今，横及百科，罗百年于方册之中，一地之情展

卷可得，不失为一部研究平度历史和风土人情的“百科全

书”。
． 当历史的巨轮驶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

一个更加开放、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时代，地区间和国际间的

交流不断扩大，人们对地方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地方志

作为了解地情、积累地情资料的百科全书，愈来愈为人们所

1



认同和重视。为使方志能够从书架上走下来，更加贴近群

众，迎合时代的要求，我们从(-V-度县志>中撮其要粹，融其

精华，由90万字精简到25万字，修编完成了<平度简志>。

该书在内容上突出了农业、教育以及名胜古迹、人才辈出等

地方特色，并以图照方式拉长下限，展示了近年来平度发展

之风貌；在结构上进行了创新，改原中编结构为大编结构，

执简驭繁、言约事丰，突出了可读性和实用性。

我们着力编写这部简本志书的初衷，就是希望其能够

成为广大平度人民和社会各界仁人志士及国外有识之士了

解平度、认识平度、热爱平度、建设平度的“朋友”和“助手”，

成为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能够为到平度投

资开发的各方人士提供可靠的资料，能够成为架设平度昨

天、今天和明天之间的一座永恒的“桥梁”。

“治邦国者，以志为鉴”。我诚挚祝愿<平度简志>在平

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也希望

平度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为<平度

简志>续写更加灿烂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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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平度县志>(以下称<县志>)于1987年出版，全书

90万字，这对一般读者来说，过繁过重。<平度简志)25万

字，大32开本，其优点在于“简”，一册在手，可知平度古今

概况，便于利用和普及。

二、<平度简志>与<县志>的上下限基本一致，只增加了

2001年全市行政区划情况和1985～2001年度全市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分别以表格形式附于正文后，并新

增2001年全市政区图和反映平度地域特色景观新照片一
组。

三、<平度简志>不是对<县志>的简单浓缩，而是一次再

创作。打破旧格局，改原中编结构为大编结构，力求精选史

料，文约事丰，言简意赅，可读性强。

四、全书前置<概况>，尾设<大事年表>，中设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文物古迹、大泽山、人物传略，内容重新组

合，各章统领。

五、<平度简志>少设图表，记述适当采用史法，各项事

业简记起始、发展及下限概况，力避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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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文用书面语体文，单位用公制，数字除中国历史

纪年、阴历月日等沿用中国数字外，余用阿拉伯数字。

七、<人物传略>仍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按生

年顺序排列，没有划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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