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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崂山县原为即墨县之一隅。1898年德国侵占胶澳，崂山西偏之

地随之划归胶澳，时称李村区。90年来几经沧桑，始成今日之规模。

1961年列县建置仅有27年之历史。历史极短，幅员不广，然地灵人

杰；壤非沃土，却天宝物华。缘有崂山名彰天下也。
’

、

崂山海拔仅1 133米，而古人云“泰山自言高，不如东海崂"，“山

不在高，有仙则名力，信不谬矣j故素有“神仙宅窟’’、“海上名山第

∑"、“东方瑞士一之美誉，因被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崂山，

山盛享其名，水广收其利。有史以来，帝王为之倾倒，列强垂涎三尺。

文人墨客、高僧名道慕名而就居者枚不胜数，故云为“道教全真天下

第二丛林"。旧时山中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座有名庵。。千仞群峰直插

大海，山与水珠联璧合，蔚为“山海奇观"，且多处为天然之良港，此

其一；崂山矿泉水，祛病益寿，闻名中外，此其二；绕县之海岸线，广

收渔盐之利，此其三；崂山花岗岩，名闻遐迩I崂山耐冬，灼灼其华，

冠盖东方，是谓得天独厚也。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此天时也}崂

山县地处青岛市近郊，有山水之形胜，有便利之交通与信息，有青岛

市工业为坚强后盾，此地利也I社会安定团结，人心向荣，各级党组

织和政府言则从，令则行，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锐意改革，努力振兴经济，此人和也。有此三者，崂山之振
． ，



兴、之富裕，当捷足而先登。事实业已如此。1988年，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完成190849万元，其中乡镇工业产值达到142891万元。乡镇

企业总产值完成192297万元，跃居山东省首位。全县有1 1处县属

企业、8处乡镇企业、1处村办企业实现了产值超4万元，有5个乡

镇和1个工业局工业产值突破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885元。以

上皆创历史最高水平。城乡面貌大有改观，商品流通空前活跃。精

神文明建设成果显著，1988年，全县有省级文明单位2个、市级文

明单位标兵18个、市级文明单位215个、县级文明单位301个，新

命名五好家庭300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1 1 1个、模范村

(居)民委员会45个。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编纂崂山县志，近虽有理论

指导和范本可循，而前却无史籍资料师承，始创者其难可知。自

1982年开始，赖县直各部门同心协力，编纂人员呕心沥血，历经8

个春秋，集资料，定取舍，分门类，严论断，实事求是，汇百科而成一

家言，终得崂山县志成书问世，冀为资政、教育、存史，鉴往知来，建

设四化有所裨益。此亦即编纂崂山县志之目的所在。勉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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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县志》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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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县志》面世，可喜可贺! ．

《县志》凡百万言，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真实地记录了崂山的历

史沿革和社会变迁，记述了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奋

斗历程与业绩，记载了全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它的出版，为我们增添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财富，对于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崂山县地处青岛市郊，黄海之滨，山水秀丽，物产丰富，气候温

和，风景宜人，是驰名中外的避暑和旅游胜地。但是，在旧中国，崂山

大地曾遭受过德、日、美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的统治，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1949年6月，崂山解放了。从此，崂山人民翻身做主人，开始了·

新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

精神，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全县人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全县政治上安定

团结，民主与法制建设逐年加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硕果累

累，成就瞩目。市场日益繁荣，城乡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育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勤劳、朴实的崂山人

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鼻



主义付出辛勤劳动，做出卓越贡献，应当载入史册。

崂山地区，1898年前隶属即墨县，嗣后区划多次变动，直到

1961年始正式建县，有史以来未编修地方史志。县志办公室的同志

们受命修志以来，数年如一日，含辛茹苦，精心采撷，笔耕不辍，终于

有成。‘崂山县志编纂出版，填补了崂山历史上地方志的空白。盛世

修志，功莫大焉，它必将在推进全县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

并造福子孙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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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人大常委会
强地方志工作的决议

’

(1986年3月28日崂山县第十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

崂山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并

审议了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董玉卿同志受县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崂山县志编纂工作情况的汇报》d

会议认为，3年多来，我县县志编纂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

支持下，经过编志人员的积极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会议指出，编纂地方志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任

务重，工作量大。为了确保如期完成任务，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加

强领导。

要充分认识搞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编纂地方志是我,ff]中

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具有“教育、资政、存史”的重要功用。

所编地方志，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有利于各级领导全面地、系统

地认识县情、乡镇情，对于鉴往知来，发挥当地优势，有着极其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要切实加强对编纂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直各

部门、各单位都要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把它摆到应有的位置，纳入议

事日程。认真解决好编志工作中的各项实际问题。要加强编志队伍

的组织建设，健全班子，配齐配好人员，并注意从政治上、工作上、生

活上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保持编志人员的相对稳定。
‘

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支持这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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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编志工作人员要明确肩负的重任，树立高度的光荣感、责
● ‘，，

任感和紧迫感，发扬成绩，勇于进取，克服困难j开拓前进，为搞好我
．} ，‘ ．、

县地方志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 t“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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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对历史

事件的记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注重社会效果。 ’
·+

，二、本志的断限，上起1898年德国侵占胶澳，为彰明因果，个别

内容有适当上溯；下限原定断于1987年，但1988年lO月付印送审

稿时，上级决定崂山撤县改区，故仅以1988年大事纪略附后，以为

本志下限。
。

三、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以现行县界为主。

四、本志的编排按类立篇，篇以下设章、节，辅之以条目结构，横

排纵述。 j．

五、本志的体裁有述、记、志、传、录、图、表，志为主体。

六、本志的文体为语体文、叙述体。通过资料的记述，体现观点，

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 。

七、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仍用旧制，并夹注公

元纪年；其他称谓如机构、职官、人名、地名等，一律根据史实记述。

所有纪年、称谓，原则上使用全称，重复使用时则依照惯例，使用简

称。
。 一

八、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籍属崂山县及籍非崂山县而

对崂山县或客籍县社会历史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各界已故人士，方
_

予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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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所用各项统讳数字，凡属统计部门管理的，均以县统计

局的数字为准妒援弓f资料原文，夹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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