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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华天宝的招远市，不仅盛产黄金，荣膺“中国金都’’之殊

荣，而且盛产“白银”一“龙口粉丝”，顶戴“中国粉丝之都’’
桂冠。

招远是“龙口粉丝’’的发祥地和主产地，其有文字可考的历

史，可追溯到一千年前。极具代表性的绿豆粉丝生产，始自宋、

明朝，兴于清代，盛于今朝。数百年来，招远始终为中国第一大

粉丝生产基地，约占全国总产量和出口总量的70—80％，可谓“粉

丝王国”独尊。而今，龙口粉丝已成为蜚声中外的驰名商标，是

一个荣获部优、国优和国际食品“金桂"最高奖项的世界名牌产

品。197 8年改革开放以来，招远大力实施“水中捞银"工程，粉

丝生产实现由手工作坊到现代化生产的跨跃，产量日增，质量日

上，2 0 0 6年全市总产量已达2 5万吨。粉丝产业赋予新的内涵，拉

长产业链，大搞综合利用，形成粉丝生产、副产品利用、加工机

械制造与科学研发多位一体的产业体系，成为金都招远的重要经

济支柱、老百姓发家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

“龙口粉丝"自诞生以来，由于命名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本身固

有的历史缺陷，长期以来品名品牌之争、产地之争和经营上的无

序竞争，致使招远的粉丝生产企业一度受到困扰。因此，正本溯

源，加大“龙口粉丝”发源地和主产地的宣传，保护传统名牌产

品，维护正宗主产地声誉已迫在眉睫。为此，极有必要对其历史

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编纂志书以彰显历史。2 0世纪8 0年代初，招

远县史志部门曾试图编纂出版《龙口粉丝志》，终因条件所限，

未能成行。而今，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下大力气挖掘历史资料，广

征博采，认真编修，终成《招远市龙口粉丝志》，其精神可嘉，



其成果可贺，其功绩可存。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编纂《招远市龙口粉丝

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由于历史久远，管理体制变更，

人员更迭，资料搜集工作难度极大。但为完成该志书的编纂，市

委、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发动，各有关乡镇(街道、区)、

部门积极参与，使志书的编纂过程成为全市粉丝行业的一次大调

查、大回顾、大总结。 《招远市龙口粉丝志》以志书的体例，全

面、科学地记载了招远粉丝生产的发展过程，历史渊源清楚，发

展脉络清晰，规模优势突出，行业和时代特点鲜明，成为一部不

可多得的专业志书，无论是对丰富地方史志文库，还是推动招远

市粉丝产业持续发展，都是一件大好事。

《招远市龙口粉丝志》编纂全过程历时五年，凝聚数千人心

血，几经研讨、评审、修改，终于集大成而付梓。该志详载明朝

以来，特别是l 9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招远粉丝行业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记述了招远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成为有益当

代、惠及子孙的传世之作。在此，我们代表中共招远市委、市人

民政府，向为《招远市龙口粉丝志》编纂出版付出心血的领导、

专家、编纂人员和作出贡献的全体有关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同时，希望全市人民，特别是各粉丝企业，认真研

读《招远市龙口粉丝志》，以史为鉴，利用志书提供的宝贵资

料，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努力把粉丝产业做大做强，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开拓进取，把中国粉丝之都招远建设得

更加繁荣昌盛，幸福美好。

是为序。

中共招远市委书记 霉复夕守

招远市人民政府市长 彩斜
l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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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是原则，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客观地记述招远市龙口粉

丝生产发展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1 9 5 o年后发生的重大变化及成

果，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断限，原则上限定为1 8 oo年，部分内容上溯至事物发端，

下限截至2006年底，部分内容适当下延。

三、本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通用体裁，以

志为主。志前设大事记，统揽全志；设1 0章，分述各项事物。传

载人物，以彰人文；附录辑存历史文献及其他不便收入正文的资

料，各章中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随文附记；图表随文穿插，力求图

文并茂，更加形象直观地反映历史原貌。

四、篇目设置采用章节目体，个别地方设置子目，目、子目不

排序号，以不同字体区别。力求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

分明，排列有序。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编写。基本

收录标准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省级以上领导人视察，省级综

合性集体荣誉和个人荣誉，省级科技成果奖，重要经营举措，重

大事故或案件，其他有影响、有意义的典型事件，特别注意对新生

事物的收录。

六、人物分为人物传略和人物选介。收录范围为技术水平较

高、较有名望的老粉匠、粉庄掌柜、对粉丝生产作出贡献的企业

负责人等。以邑籍人物为主，客籍人在境内工作有重大影响者一



并收入。所录人物不分职务高低，以成就和影响为标准，主要介

绍其生平简历及其从事粉丝生产和销售的业绩。

七、各时期的党政机构、社会团体、会议等称谓，均用历史名

称，在同一节中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其后出现用规范的简称。烟

台市除省、市连用外，一律不得简称为“市’’，招远市可根据情

况简称为“市”。

八、民国以后采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括号内

加注公元纪年。特殊历史事件作为时间表述时，每一章第一次出

现，注明事件发生的年代，如“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九、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

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为依据，亩产、马力或万亩方等视具

体情况可遵从习惯用法。

十、主要使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部分数据取自有关主管部

门。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

十一、使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力求做到严谨、准确、朴实、

简练。

十二、资料主要来源于各有关部门，以档案资料及各种文献、

志书、报刊、口碑等资料作为补充和印证，所用资料一般不注明

出处，各种资料均经过严格核实、考证，力求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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