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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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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从历史中学习，古为今用，继往开来，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一

个优良传统。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毛泽东主席

更注重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他曾说历史不可以割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当

总结之，以继承此份珍贵的遗产，其对于指导今世，帮助匪浅。一部《东周列国

志》，不仅反映了列国兴衰的根本原因，也揭示出秦所以能够统一天下的必然

规律。陈寿的一部《三国志》既阐明了三国争雄的内部原因，又陈述了三国所以

能鼎立60余年的历史条件，也纵述了晋所以结束这一分裂局面一统天下的大

趋势。因此自汉以来即产生了志书这一特殊体例的史书，以记载一个国家自

然、地理、历史与社会状况，并有多位史家学者对这些志书进行诠释与注解，以

供世人研究参考。

李园之属村历史可上溯至汉，而作为一个行政区独立划出，始自1945年

9月。1995年，李园乡被调整为李园街道办事处，自此，在李园乡的基础上扩展

至平度古城区。

古老的平度城，曾大部坐落于今李园街道办事处辖区。得天独厚的优势，

使这方土地孕育了官廉、官贤、崔廷槐、侯庸、毛宗鲁、崔桓、王铨、陈肇、王崧

翰、孙勤、彭寿莘等一大批杰出的历史人物。抗战期间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首

任县长罗竹风与首届参议会参议长姜守迁等革命先驱，使李园的革命历史增

加了文化厚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有上百名青年，响应祖国号召，参

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解放军，投入了抗美援朝斗争与对越自卫反击战，保卫

了伟大祖国的安全及社会主义建设。李园区域内的民俗文化底蕴异常丰厚，宗

家庄的木版年画是李园文化的一大特色，一向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民间文学作

家江源、绘画大师姜宝林、姜修君，书法家姜宝松以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全国“四小名旦”之一许翰英等在社会上被人们所赞颂。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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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地方市(县)处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科研、教育、文化、卫

生部门高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都为造福一方而沥尽心血。李园区域内

还有许多独特名胜古迹。齐大夫宁戚饭牛处，文庙、蔡状元墓、双凤桥、和尚

塔、太泉、黑虎泉、荆坡雪梅、文王山等都有很好的开发价值。马家沟的空心芹

菜以质量好，产量高著称于世，最受群众欢迎。北部丘陵地区的大姜，块状大，

味道好，远销日、韩及东南亚多个国家。李园人希望并正致力于将这些得天独

厚的资源在更大更广的市场上进行配置和优化。

区划以来，李园的地理优势进一步强化，古老的区域更是如鱼得水。李园

人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发展，使古老的区域又重新崛起，

2002年经济综合竞争力居全市第5位，税收居全市第5位，财政收入全市第6

位。2002年，投资内资7270万元，外资296万元。个体私营经济纳税金1503万

元，比2001年增长22％。

而今，李园街道办事处将大力实施李园分区规划。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这一主体，以“四增一稳”(增加群众收入、增加村集体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增

加就业机会和社会稳定)为目标，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和深化改革

为动力，大力实施商贸兴处、工业强处战略，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突出抓好

“五区”建设(市场区建设、工业区建设、老城区建设、行政和居住区建设、农业

示范区建设)，走富有李园特色经济发展路子。

历史是凝结的现实，现实是延续的历史。无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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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王洪业等同志呕心沥血、历时三载，本着秉笔直书、略古

详今的原则，真实记叙了李园的整体面貌、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和前进足迹。它是李园有史以来正式出版的第

一部志书，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可读性。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各界朋友和有

识之士了解李园、认识李园、参与李园的建设与发展必有很大的裨益。

值《平度市李园街道志》即将付梓之际，谨为此序。

平度市李园街道党委书记

平度市李园街道志编纂委员会名誉主任 7嘿蜘．
2003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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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着深具东方文明特色的漫长悠久而光辉

灿烂的历史。炎黄子孙以其勤劳的双手，在中华大地上改造了千难万险的山

河，建设了幸福而美好的家园，描绘了绚丽多彩的画卷。李园辖区几经沧桑，同

样在这漫长的中华历史巨幅画卷中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如今，为了真实而全面地再现李园辖区的历史风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借鉴社会实践经验，忆革命之艰难，思胜利之不易，顾历史之征程，瞻远景之蓝

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历史跨入21世纪的黄金时代，把李园翻天覆地伟

大的历史变革载入史册，留传后世，既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也是李园发展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李园的政治形势安定团结，经济战线欣欣向荣，呈现一派

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的大好局面。在新世纪首年开局良好的大好形势下，上级

要求编纂地方志，十分适时和必要。这既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一项系统工程，它

对于回顾历史，瞻望未来，继承前贤，教育后代，利于当今，惠及后世，无疑有着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李园作为平度的一域，同其他镇处一样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无论远古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时期，还是近古“驱除列强、恢复中华"的时代，李园人民

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李园

人民所做的贡献更是空前少有的。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驱

逐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李园人民送军粮，做军鞋，

制军衣，运军械，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夺取胜利倾尽全部力量并做出重大牺

牲，特别是他们在人力物力极为困乏的情况下，组织了900人的远程担架队和

运输队支援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为赢得解放战争胜

利，贡献了近世少有的力量，创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李园人民做的贡献更是举世瞩目。1949年粮食每公顷产

2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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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公斤，1953年上升到每公顷产1963公斤，1985年每公顷产9900公斤，

是1953年的5．04倍，到1996年比1985年增长了1．2倍，粮食达到了历史最

高水平。

特别是近几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筹建起胶东最大的瓜果蔬

菜批发市场、钢材市场、煤炭市场。招商引资成绩显著。产业结构调整使高效农

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带动了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各项事业的发展。2002

年全街道实现国内总产值61133万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535万元，完成固

定资产投入13000万元，实际利用外资321万元，实际利用内资1．08亿元，实

现农民人均纯收入4292元。全街道上下政通人和，生机盎然，两个文明建设日

新月异。可以相信，在历史跨人21世纪这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崭新时

代，李园人民定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指引下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使李园历史

展开更加绚丽辉煌的一页。

《平度市李园街道志》出版问世，是李园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既全面

认真地记述了广大人民的创业历史，又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业

绩，同时也描绘出了未来的宏伟蓝图，实在是一项利在当今而又惠及后世之壮

举，值此之际，谨以上文以为序。

平度市李园街道办事处主任

平度市李园街道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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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P
}

凡例 ·1·

例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按照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体例，采用

语体文、记述体。一般只记述事实，不作评论，寓褒贬于事实记述之中。按“详今

略古"的原则，以年系事。

二、志书体例按编、章、节、目编排，分为概况、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人物、艺文撷英，共八编44章及附录。卷首设概述、大事记。

三、本志年代断限，上溯不限，因事而异，一般源自事之发端；下迄2002年

12月，个别章节有所下延，大事记迄于2003年12月。

四、大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力求横排门类，

纵述史实。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用括

号夹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志书中的数字，均来自统计年鉴。

七、志书中的地名和机构名称，书以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全称或简称。

八、本志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人士"。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

按生年顺序排列，凡人传者，均为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2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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