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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邹城市唐村镇委吴会书记
牛永和

《邹城市窟村镇志》编委会主任

序

值唐村镇建镇二十属年之际， <<邹城市唐村镇志》出版闰世了，这是全镇

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唐村镇企子邹城市区南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往今来，唐村镇人民

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文明。唐村镇东路 104 国道，北与岚济公路连

接，邹石公路从境内穿过，公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境内有丰富的煤炭和地

下水资源。邹城市境内第一座煤矿一一窘材煤矿和全国最大的坑口发电厂一一

笃县发电厂、究矿集团蜂化公司等重点企业就坐落在境内。境内地下水资源丰

富，不仅可以满足本镇工农业生产生活用水需要，还是驻地企业生产和邹城市

区、究矿集团生活用水基地及国宏公司生产水源地。本镇区位优势独特，是近

年来迅速崛起的一个集农业型、工矿墨、城郊望于一体的新兴城镇。

1987 年建镇以来，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唐村镇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捏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抢抓机遇，如块发

震，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镇的进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十六居五中全会，

进一步激发了全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镇党委、政府带领全镇人

员，紧紧围绕创建离贸三产发达镇、环境优美生态镇、纺织工业龙头镇、社会

稳定和谐镇的奋斗吕标，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镇上下呈现出了富裕文

明、平安和谐的新景象，各展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

明显成效。曾被授予出东省小康乡镇、精神文明镇、环境优美乡镇、全自最适

宜人居城镇等誉称。

编史修志，旨在资政。《邹城市唐村镇志》既是党委、政府带领全镇人民



邹城市唐村模志

奋力拼搏，不断进取谱写的光辉篇章，又是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

地方志书。她的出版向世，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唐村，认识唐村较为详实的资

料。1Z'将引导和教育全镇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做出积极贡

献。

告《邹城市唐村镇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窘村镇党委、政府向曾在唐村

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表示丧好的祝愿:向一贯支持唐村镇建设和发展的社

会各界表示感谢!向为镇志的编篡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上级业务部门及全体参

如编写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历史与今天共塑深情，古老的唐村正值年轻。我们燕忱欢迎有识之士在古来

这片热土投资兴业，与唐村人民携手发展，在全菌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谱

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志成之嚣，谨作是序。

2007 年 10 月 1 B 



凡倒

凡例

一、《邹城市唐村镇志》的编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混

点，客观地记述境内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姓和科学

位相统一。

二、本志以唐村镇 2006 年之境域为记载的地域范围。其时间新跟上限一

般为 1987 年，下限为 2006 年 12 月。为了反映某项事物全貌，有关章节时间

薪限适当上溯或下廷。

三、志书中 1987 年 1 丹以前的事物是以纯境域程围记述的， 1987 年 1 月

(含 1 丹)后是以行政区划记述的。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臣、表、录等体裁，志为全书的主体，表随志

甜。坚持"事t>>.类从"的原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五、全志设篇、章、节、自、子吕五个层次，层次的编排与单位隶属、级

别无关。

六、本志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以帝王年号纪年并如注公元年号，清

代以后(不含清代)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u建国"是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建镇"是指 1987 年 1 月窟村镇建立。

七、本志所写政治机构、宫职、姓名等，沿用历史称谓，人物不带褒贬性

词语，一般直书其名。

八、本志所用的语言为现代语体文，秉笔直书，除攘录部分内容外，不使

用议论、抒情、摇写等表达方式。

九、数字写法，以数字作为词素构成的专用名词、人名、地名、书名、成

语、缩路运、习惯用语等用汉字表示。统计数字，图表或公式中的数字、分

数、百分数、百分比、书页、年龄等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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