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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值微山建县44周年之际，《微山县志》正式出版了。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

设中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微山，是一方值得以浓墨书写的灵秀之地。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产

丰腴，远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活动i虞舜时，境内即有封国。夏、商、周三

代，先后有留、仍(任)、茅等封国在此建治。秦汉时，此地又建有留、广戚、

湖陵、橐等县。魏晋南北朝时期，境内州、郡、县、国迭相更替。至隋唐，曾

分属任城、驺县、方与等县管辖。民国至建县前，这里又为鲁苏两省8县所分

辖。1953年8月，为统一管理南四湖，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始建微

山县。

微山有山有水，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广。所辖南四湖为我国北方最大淡

水湖泊。几千年来，勤劳、质朴的微山人民，在这方狭长的地域内，繁衍生息，

执著以求，创造了辉映齐鲁的历史文明。抗日战争时期，湖区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地方抗日武装，戮力同心，

共抗敌寇，建立了湖区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开辟并保卫了湖上秘密交通线，以

勇敢和智慧，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新中国成立后，湖区人民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以满腔热忱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擢百业俱兴，促万象更新。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贯彻改革开放方针，革故鼎新，开拓前

进，发挥资源优势，“以湖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开发，全面发展"，加速开发

建设新湖区，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协调并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安居乐

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做好编史

修志工作，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激励人民爱国、爱家乡的热情，加强社会主义



序

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此，我县史志

工作者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自1981年始，历经建立

组织、征集资料、编撰、评审、修改、定稿等阶段，积十余年如一日，辛勤笔

耕，锲而不舍，终于完成现今百余万言的《微山县志》。该项工作群众发动之

广，采编人员之众，资料收集之多，文字工程之浩繁，为我县历史所鲜见。它

是全县各界热忱参与、通力协作的结果，是众手成志的体现，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为此，谨向为县志编撰工作做出贡献的我县史志工作者、各界热心人士，

以及为审定书稿倾注心血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微山县志》坚持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既承前启后，贯通古今，又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记述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展进程I既纵述历史，又横陈百科，以事系类，以时为序，

历史地反映县内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兴衰起伏；

既把握时代脉搏，又注重地方特色，突出反映微山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中所

取得的成就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由于我县建县较晚，无旧志可循，也鲜有完

整的历史资料可稽，加之县志卷帙浩繁，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修志经验不

足，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瑕不掩瑜，这第一部《微山县志》不

失为了解微山历史及现实的不可多得的资料书。她将为全县各级各部门广大

干部和各界人士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提供诸多方面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愿全县人民在历史的新征程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

扬“知难奋进，实干兴业一精神，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和求实务实的态度，同心

同德，锐意进取，再创新业绩，谱写新篇章，载入新史册。

中共微山县委书记陈民

微山县人民政府县长朱绍昌

1997年8月



凡 例

一、《微山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资政、教化、存史

为目的，全面客观地记述县境内的政治、经济和自然等方面的历史。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表述，以志为主，志前

冠以概述、大事记，概括纵述本县历史，下设建置、自然环境等33卷，分述

县境内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卷尾设附录，收载有关文件、艺文，以佐证史实。

三、本志结构分卷、章、节三个层次，卷首设无题综述，以下分章节记述。

节下根据需要立目。图、表随文插录。

四、本志以1990年微山县的版图为记述地域范围。为了完整地反映事物

的全貌，个别地方有越境而书的情况。

五、本志上限不限，根据需要与可能，尽力追溯事物的渊源；下限断至

1990年。

六、本志行文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语言力求简练、流畅、准

确、符合逻辑。

七、本志纪年方法，清宣统三年之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

括注公元纪年；1912年1月1日后，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码书写。

八、本志记述中涉及的历史地名、人名、组织机构等的名称，均采用当时

的名称，必要时括注今名。今地名以微山县地名委员会1986年7月编印的地

名志为准。组织机构、会议等类的名称和常用语，较长者首次出现时用全称，

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九、本志所用的各项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采用原始资料；建国

后的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缺的，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十、本志所用计量单位，除部分沿用当时的计量单位作为引文外，其余均

、6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以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十一、本志所载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长期在微山县境内工作，并有一

定贡献者，亦予以收载。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除各单位提供者外，其余来自县档案馆和本室收集

的有关文献记载，行文中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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