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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县第一部《外贸志》和大家见面了，这

对于了解费县外贸的发展史，借鉴历史经验，
指导当今的夕卜贸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费县地-处沂蒙山区，山水秀丽，资源丰

富，历史悠久，对外贸易源远流长，在十七世
纪末即有文字记载。如蒙山金银花，由野生到

栽培，．始自明代初，距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

到清嘉庆元|年(：1796年)，费县所产之金银花

有商贾贩往东南沿海，出口南洋、非洲等地，

板栗在我县栽植已有直百多年历史，解放前就
出．口日本，现已成为大宗出口商品之一，历史，

上出口的还有花生、花生油、黄梨、柿饼、枣
仁、黄烟、蚕丝、羊毛、皮张、莱牛，鸡蛋等。
历史上进口的有棉布、棉纱、煤油、纸烟、火柴、
红、白糖等。地瓜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从菲律宾

引进，大花生也是在清康熙年间从日本引进的。
． 建国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1976



年建立了费县对外贸易局，在领导和有关部门

的支持下，犬力发展出口商品生产，积极培植

出口商品货源，逐步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1 9 52年国务院批准费县为黄牛基地县，1982年
至1 985年先后又有山羊板皮、兔毛、板栗被农

牧渔业部、商业部．经贸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为生产基地县。 ．

1978年党的十_届三中全会后，对外贸易

又有较大的突破j’出口商品收购额由1 976年的
1 64．80万元到。1986年增加到1 475．10万元，十年

增长了八倍多，出口商品品种增加到八大类五

十五个品种二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今逢盛世，百业具兴，：．我们以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j力争用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正确、全面地反映费县对外贸易事业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对外贸易的历史经验

教训，一借以促进外贸事业I的发展，为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建谖做出新的贡献。‘
’我公司编辑人员，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呕

心沥血，广征博采，征集了大量资料，经过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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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筛选，认真考证，编写出了《费县外贸志》
为发展对外贸易，振兴费县经济，提供翔实资

料。但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谬误在所难免，衷
心希望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地j县有关领导和同
志们的大力支持及本志编辑组的同志们积极努

力，最后县史志办公室审定，在这里我们一并

表示感谢·表不感谢·

j刘仲峨
’

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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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费县外贸志》的编綦以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高度统一和新观点：、新材料，新
方法的充分体现。 。

二、本志共八章三十九节，约七万字。采

用了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述了

建国以来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和成就。
三、本志采用纪、述、志、图，表、录等

形式，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纵述始末．
四，时间的记载，使用公元纪年，必要时

用历史纪年的，在括号内注蝴公元纪年。

五、本志1上f艮1840年，下9艮1986年，在追

溯建制或个别商品有时超限。

六、本志所用区划：1949年至1 9 57年县以

下称区、乡；1 958年至1963年，县以下称人民

公社；1964年至1968年县以下称区，人民公

社，1968年10月至1984年4月，县以下称人民



公社，下设管理区；1 984年5月至1985年8

月，县以下称‘区+、乡(镇)；1 985年9月至

今，县以下称乡：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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