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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志》脱稿付梓，是全市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在祖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宝库中，地方志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被誉称“一方

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具有重要的资政、教育、存史作用，因而编修地方志

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历代延续。自宋代宣和年间至本世纪60年代初，

莱芜曾八次修志，其中60年代初期一次未形成书稿。前七次修志虽然受旧制度的

制约，立场、观点有许多错误和偏见，不少记述夹杂着封建糟粕，但从流传至今

的部分志稿看，它保留了当地区域、山河、物产、气候、风土、教育、人物等方

面的大量资料，许多记述不仅资料翔实，而且利弊兼陈，具有较强的资治作用。因

此，这些志书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改造，仍不失为一笔宝贵的文

化财富。

莱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劳动人民就在这片土地上

开拓耕耘，繁衍生息。西汉初年以今名置县。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人民群众造

就了光彩夺目的文治、武功和实业。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追求真理，前

赴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华民族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上，写

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20年代后期中共莱芜地方组织建立

后，共产主义理想的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一批先进分子很快接受了

马列主义，党的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山东党的活动开展较早、较好的地区之一。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莱芜人民表现出非凡的革命意志和力量。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无数优秀儿女为了祖国和人民

的利益，义无反顾，慷慨献身。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创造出无

数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莱芜这块英雄的土地，作为著名的鲁中抗日根据地和

歼灭6万国民党军的莱芜战役的主战场，其功绩早已彪炳史册，万代永志。

建国以后，莱芜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长期战争造成的巨大

创伤，恢复经济，完成了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接着以极高的政治热

情，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

化的实现，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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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左’’倾错误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经济和文化建设蒙受重大损

失。但是，各级党政机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纠正了自

身在工作指导上存在的错误，使各项建设事业在曲折中仍有新的发展。从60年代

后期开始，境内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引起各级决策机关重视，

一批中央、省、地属企业陆续建立，促进当地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

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在农业战线率先打破吃“大锅饭"的状况，改革旧的经营管理体制，在

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同时，立足

资源优势，加快了市属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国民经济出现持续、协调发

展的局面。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项事业也有重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

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验证了的深刻结论。

莱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路程，也是对这一深刻结论的又一验证。盛世多修

志，今天我们正逢盛世，把这些历史过程记载下来，无论对于今人还是后人，都

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当前，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正在认真贯彻党的

十三大、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路线，坚持“一个中心刀、“两个基本点”，弘扬雷锋、焦裕禄、王铁人等英雄模范

人物的时代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拓前进。一部反映历史发展、引人

奋发的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无疑对于人们总结历史经验，鉴往知来，更加坚定

地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会有很大裨益。

《莱芜市志》自1982年着手编纂，至今已经历8年多的时间。其间大体经过

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82年至1983年，主要是进行宣传发动，1建立工作

班子；第二阶段1984年至1986年，主要是征集资料，并试写部分志稿；第三阶

段1987年至1989年，主要是按照市志篇目要求全面编写，并对完成的市志初稿

进行评审；第四阶段1990年，广泛听取各方面的评审意见，修改定稿，并进行出

版准备工作。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始终把这项工作当成全市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奠定了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格局，按照上级指示精神，

认真负责地抓紧抓好。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决议。在不同时

期，及时建立健全了史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认真解决人员、经费等实际问题。

编纂人员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牢牢把握正确的指导思

想和编纂原则，树立牢固的质量意识，一丝不苟，忘我工作，精心雕琢。这部志



书，坚持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和“四项基本原则一，力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对当代重大历

史问题的记述，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体现了社会主义地方志的鲜明的政治观点。

对重要的门类、事物，基本做到了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对选用的资料均经过认

真核查。在体例上较好地体现了志书特点，述、志、传、记、图、表、录相得益

彰，文风朴实，语言简炼。志书的地方特点也很鲜明。这说明编纂者为此尽了很

大努力，无疑会增强志书的生命力，会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莱芜，认识市情。

一部上百万字的巨著问世，是编纂者辛勤劳动、团结拼搏的结果。他们以毕

其心血、倾其全力的奉献精神，默默笔耕八载，终于迎来了收获的金秋。当此市

志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l同时，向提供市志资料的

有关单位，向曾在莱芜工作过和在外地工作的莱芜籍老领导、老前辈，向指导市

志编纂工作的省和泰安市史志办公室及有关专业工作者，向所有为市志编纂做出

贡献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愿《莱芜市志》伴随读者不断开拓进取，愿莱芜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l

中共莱芜市委书记l纽I以—备
莱芜市人民政府市长。

1990年11月
胆青

』



凡 例

1．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

法和新体例，系统记载境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对当代重大问题的记述，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准绳。

2．本志按事物性质分设，多数横排事类，纵述历史，少数以时为序，纵贯古

今。卷首列《概述》和《大事记》，以概括纵述发展简史。经济部类之前，列经济

综述，从宏观上记述经济制度变革、国民经济概况、国民经济管理和人民生活。为

突出地方特点，将工业划分为地质勘探与采掘、金属冶炼与压延、制造工业三编；

还将著名的莱芜战役、莱芜梆子升格为章。为把乡镇企业记述好，专设一编。其

它需要突出的事物，也都在各编、章、节中分别单列题目。各编章内容交叉者以

一志为主，其余互见。

3．本志分为编、章、节三层结构，节以下需设目者用黑字标题表示；目以下

需设子目者以独立句子表示；章以下不能设节者越级设目。

4．本志上限原则上起自1840年，有些事物上溯到发端；下限原则上断至1987

年，大事记下延至搁笔。记述重点是1949年以后。

5．本志取材自山东省、泰安市、莱芜市的档案馆、图书馆与旧志书，以及各

承编单位和部分知情人。建国后的统计资料，首先以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其

次使用了承编单位的统计数据。凡取资料均经考证，除原文引用者外，不一一注

明出处。少数资料有争议者则多{if．并存。

6．本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组成，以志为主，图、表分附各

专业编。

7．本志收录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入传者以正面人物、近现代人物、本籍

人物为主，以卒年为序排列，境内革命烈士众多，难以逐一详记，仅以简历或表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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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之；有贡献、有影响的在世人物，其事迹记入有关编章。本籍人籍贯仅记明村

庄。

8．本志纪年以公元为主，夹注历史纪年，999年前加“公元"字样，后则省

略。数字书写以国家语委等7部门1986年12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为准。地名、区划、机构、政府、军队、官佐等称谓均以当时名称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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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

井灌⋯⋯⋯⋯⋯⋯⋯⋯⋯

扬水站⋯⋯⋯⋯⋯⋯⋯⋯

喷灌⋯⋯⋯⋯⋯⋯⋯⋯⋯

灌溉机具⋯⋯⋯．．．⋯⋯．．．

(470) 第四章治涝．．．⋯⋯⋯⋯⋯⋯⋯⋯(487)

(470) 第一节 排水⋯⋯⋯⋯⋯⋯一⋯⋯(487)

(471) 第二节 治河⋯⋯⋯⋯⋯⋯⋯⋯⋯(488)

(472) 第五章水土保持⋯⋯⋯⋯⋯⋯(489)
(472) 第一节 水土流失状况⋯⋯⋯⋯⋯(489)

(479) 第二节 水土保持措施⋯⋯⋯⋯⋯(490)

(481) 第六章山区吃水⋯⋯⋯⋯⋯⋯(490)
(481) 第一节 缺水状况⋯⋯⋯⋯⋯⋯⋯(490)

(483) 第二节 供水措施⋯⋯⋯⋯⋯⋯⋯(490)

(483) 第七章重大事故⋯⋯⋯⋯⋯⋯(493)
(484)

(486)
’

第十五编饲养业

机构⋯⋯⋯⋯⋯⋯⋯⋯⋯(497) 第二节 兔⋯”⋯⋯⋯⋯⋯⋯⋯⋯‘(503)

行政机构⋯⋯⋯⋯⋯⋯⋯(497) 第三节 其他⋯⋯⋯⋯⋯⋯⋯⋯⋯(503)

企事业机构⋯⋯⋯⋯⋯⋯(498) 第四章水产养殖⋯⋯⋯⋯⋯⋯(504)

家畜家禽饲养⋯⋯⋯⋯(498) 第一节水面⋯⋯⋯⋯⋯⋯⋯⋯⋯(504)

家畜⋯⋯⋯⋯⋯⋯⋯⋯⋯(498) 第二节 养鱼⋯⋯⋯⋯⋯⋯⋯⋯⋯(505)

家禽⋯⋯⋯⋯⋯⋯⋯⋯⋯(500) 第三节 其他养殖⋯⋯⋯⋯⋯⋯⋯(506)

小动物饲养⋯⋯⋯⋯⋯(501) 第五章饲草饲料⋯⋯⋯⋯⋯⋯(507)

蚕⋯⋯⋯⋯⋯⋯⋯⋯⋯⋯(501) 第一节饲草⋯⋯⋯⋯⋯⋯⋯⋯⋯(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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