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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世世相继、代

代相沿、绵绵不断，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新编地方志

作为一种特殊体例的著述，它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载着

一地之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和前进足迹，是研究一地之自

然、经济、人文、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地情书，具有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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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人民政蒯市长^珐生
二O O二年九月



序

中华民族素有编史修志优良传统。古往今来一地一邑

“资政、教化、存史”之计，常求之于方志。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劳动人民的历史创树更有其对社会发展的借

鉴、指导和推动作用。

胶州有志，始于明代万历十九年，日万历<胶州志>；清

代260余年问，康熙《胶州志>、乾隆<胶州志>、道光《重修胶

志>相继问世；民国二十年《增修胶志>刊行。此5部胶志，

洋洋数百万言，如实录载了胶州兴衰。期间，尚有《州志别

本>、《新志刊误>、《刘志疏证>、<补修志管见>等诸本补缺拾

遗。对此，胶州官民受益匪浅。

1982年后，三届县(市)委、政府，组织强有力班子，广

征资料，几度编审，历时十载，纂成首册新方志——《胶州市

志>。<胶州市志>，观点明确，体例完备，竖写千年，横及百

科，数百万字，博大精深，翔实记载了胶州悠久的历史，方便

的交通，繁荣的经济和七百余年间政治、文化的变迁发展；

充分展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崭新

风貌。《胶州市志>出版发行后，正值经济腾飞岁月，对于

“让世界了解胶州，让胶州走向世界”发挥了积极效用。

在上级党委、政府正确领导下，全市党政军民奋发努

力，卓绝奉献，胶州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胶州的精神文明

日新月异。1988年以来，连续两届跻身全国经济综合实力



百强县(市)，被评为全国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和国家卫

生城市、科技工作先进市、体育先进市；连续三年夺得山东

省“三上”活动“齐鲁杯”，成为省“双拥”模范市、精神文明建

设先进市、园林城市和计划生育“三为主”先进市；2000年

列全省最具发展活力县(市)第二位。新世纪开元，经济发

展年创新记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49253万元，地方财政

收入43378万元，分别是1987年的15倍、9倍，成为全省

出口创汇县(市)第一名；农民人均纯收入3904元，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12元，分别是1987年的5．5倍和

5．8倍，首批跨入全省小康县(市)行列。新老市区建设齐

驱并进，初步拉开了一个中等城市的框架。

遵照国务院“地方要搞简志”的指示和上级党委、政府

的统一部署，本届市委、市政府重组胶州市史志编纂委员会

及其办公室，本着“简约精便”的原则，经年余的编写审改，

将《胶州市志》纂成《胶州简志》。诚期这部《胶州简志>进一

步普及，成为全市干部民众的“案头卷”“家藏书”，对胶州市

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腾飞起促进作用。

瞩目21世纪新胶州，76万胶州人民倍感任重道远。

市委、市政府有理由相信广大干群定会在邓小平理论和江

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勇攀高峰!

裹篇矣善瑟器，乡舒之饧J／胶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多％么-／。|∥
二O O二年九月

镱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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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市志》序

胶州，夏、商为莱夷之域，西周始有建置，其沿革几经变

化，绵延数千年。东南临胶州湾，以胶水而得名。胶济铁路

横贯，干线公路交织，交通极为方便。山明水秀，气候宜人。

平原地多而肥沃，物产丰富。工商辐辏，文人志士辈出，经

济日益兴盛。“金胶州”之美名久扬四海。

纪盛表实，莫过于志。自明代万历十九年第一部《胶州

志》问世以来，数次编修。现存的清康熙、乾隆、道光和民国

年间出版的四部志书，史料完整，颇可借鉴。但江山已易，

今昔有别，况当今盛世，百业俱兴，新编《胶州市志>，可存历

史之真貌，扬先辈之业绩，求发展之轨迹，实为顺时应需之

一大要事。

从1982年立意编修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以来，历三届

编纂委员会，跨四届政府，积八年之辛勤，凝数百人之心血。

广征资料，刻意求工，几经研讨、评审、修改，终成百余万言

的《胶州市志>。 ，

新编《胶州市志>，主述胶州1840年以来发展之变化。

前期，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人民当家作主，“金胶

州”方一展新容。建国后，胶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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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奋发创新，开拓前进，使胶

州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至1990年，全市工

农业总产值即达32．6亿元，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了三番

多。粮食总产39．2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外贸出口收购

总额2．49亿元，财政收入7792万元，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

额4465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74元，分别是1980年的

12倍、4．6倍、70倍和4．6倍；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各项事

业欣欣向荣。新编市志，实乃经世致用的浩繁文化工程。

新编《胶州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纵贯古今，横及百科，自然、

经济、政治、社会如实写照，且详异略同，特色突出，不仅无

悖于修志宗旨，而且有益于当代惠及后世。期成一部志书

佳作，以求存史、资政、教化之功能，'-3不言自明。

《胶州市志》付印之时，正值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再展

宏图之际。借此机会特寄意胶州人民及各方贤达，愿大家

戮力同心，竭才尽智，共建文明之“金胶州”。

2

高志喜

一九九一年一月



凡 例

一、宗旨。将胶州市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5月编纂出

版的《胶州市志>，缩编为《胶州简志>。旨在普及存史、资

政、教化，进一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二、结构。将《胶州简志>综合归类为：首置《综述>，主

立《概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5章，末设<人物><大

事年表>《附录>。

三、体裁。缩编了述、记、志、传、表、录等内容，更新了

图片。即以志为主，简要记述市境范围内的大事要事。

四、述、记。<综述>，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方面概述市情；<大事年表>，编年记载境内大事、要事。

五、各志章。按事体性质分节、目，横排为主，章、节、目

加序列符号。

六、传。<人物>中的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以本籍、正

面、当代的故人为主，以其卒年为序；革命烈士英名录，主要

收录山东省著名革命烈士。

七、时限。主要记述公元1840--1987年的事件。个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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