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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赵同祥

《临朐村镇志略》(五井卷)，经编纂人员半年多的辛勤笔耕，数

易其稿，于今付梓刊印，其余各卷亦将陆续出版。这是我县史志工作的

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创造，是—件可喜可贺的盛事。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特色。但

历代修志，无论官撰还是私修，均以省、府、州，县为单位，绝少乡、

社志。清代光绪年间，我县虽修过乡土志，亦与乡、社无关，更谈不

上编修村志。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史志的

编纂工作，分别于1960年、1982年和2000年三次组织编修临朐县志，

期间，有些部门还编写了行业志，有的公社编写了社志(多未公开出版)．

这些志书，虽有部分内容涉及到村，但受体裁和体例所限，难详一村

之事，难具一村之貌。千百年来，村不修志，几成定制。历史是人民

群众创造的，但中国多数人生养繁衍的村庄，却被遗漏于志书之外，

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村庄的历史，印证着中国前行的脚步．村庄的风貌，是地方文化、

地方精神、地方特色的集中体现．我县有8个乡镇、2处街道，辖937

个行政村(居委会)，1 335个自然村．这些村庄的形成，长则数千年，

短则数百年：或位于山区，或居于平原；大村上千户，小庄几十家；

发展水平亦不平衡．其环境、生产、生活、习俗、文化差异较大，发掘、

整理和保存好村庄的历史资料是一项艰难而极具社会意义的大工程．

2009年新春伊始，县史志办即着手《临胸村镇志略》的编纂工作．经

过认真筹备，于四月份全面铺开．通过多方了解情况，深入挖掘史料，

去伪存真，精心编写，终至岁末将《临胸村镇志略》(五井卷)编成定稿．

《临朐村镇志略》的编写，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辨证唯物



啭漾．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行政村为单位，概要介绍了每

个村的历史和现状，对其地理位置、立村由来、姓氏结构、建置沿革、

村计民生、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名人轶事、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等

诸多内容进行了重点记述，粗线条勾勒出我县农村从封建社会、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轨迹，鲜明

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热情讴

歌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优良品质和伟大创造，深刻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富农村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它的编

辑出版，对于总结和借鉴农村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志略》

资料翔实，行文简约，融资料性、可读性于一体。其中关于各村历代

建置沿革的记载，有的填补了现有志书的空白，有的修正了某些误失。

还有许多资料，是临朐历代志书从未反映和涉及到的．特别是一些民

间人物和乡野轶闻，在《志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些史料鲜为

人知，弥足珍贵，为基层干部和一切关心支持临朐发展的有识之士，

了解和研究临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临朐村镇志略》拟出10卷，每个镇、街道各自成卷，这项工程

浩繁艰巨．其所涉内容，时间跨度大，涵盖范围广，不少资料特别是

一些历史资料湮没于茫茫史海之中，虽多方了解，查找考证，钩沉史实，

然受诸多因素制约，仍难具全貌。因此落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诚请

有关专家、知情人士批评指正。当前，我县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政

通人和，正是编史修志的良好时机。应积极寻访一些阅历丰富的老村民、

识见超卓的老干部以及在临朐战斗和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深入挖掘和研究历史资料，精心编好其他镇街的《志略》

文稿，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使之尽快付梓面世，以飨读者．

赘述数言，是为序．

(本文作者为临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二O—O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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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共分十卷，每镇(街道)编为一卷。沂山风景区管委会所

辖3村编入沂山卷。该卷为五井卷。

二、本书由各行政村提供初稿，经镇、县编辑人员修改、充实．编

纂而成。

三、书中内容期限，上迄立村．下至2008年年底。少数内容延至

2009年。

四、行政村排列，按现行行政管理顺序编排。村名一律采用临朐县

地名委员会公布的标准名称。

五、本书均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介绍。包括所辖自然村。

六、纪年和数字采用现行标准化形式表述。

七、单位称谓采用全称．个别字数较多者采用规范化简称。

八、本书以文字记述为主要表现形式．兼用图、像、表等辅助形式。

九、附文多引自碑碣、县志、报刊。少量为有关人员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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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政区沿革表

朝代 名称 隶属 治所 年代 附注

五帝 古青州 约前26一前22世纪

夏 齐 约前2l一前16世纪

商 齐 约前l 7一前1l世纪

周 骈邑 纪国 古城村 约前11世纪一前794

骈邑 齐国 古城东 前794一前475
春秋

东阳 齐国 县城东 前771～前475

战国 朐邑 齐国 前475一前221

齐郡 前221～前206
泰 县内无治

琅琊郡 前221一前206

临朐县 齐郡 IJ告朐城 前206一公元25

一说治
朱虚县 琅琊郡 古城村 前206～公元25 所即在

西汉 城头村

校县 不详 不详 前206～公元25

瓶国 琅琊郡 前206一公元25

临原国 琅琊郡 临朐城东 前206一公元25

临朐县 齐国 临朐城 25—220
东汉

朱虚县 北海国 城头村 25—220

临朐县 东莞郡 临朐城 220～280
三国

来虚县 城阳郡 城头村 220一280

临朐县 高密国 临朐城 280一420
晋

来虚县 平昌郡 城头村 280—420

废临朐
昌国县 齐郡 临胸城 420一479

改置

朱虚县 平昌郡 城头村 420—479

南朝
般阳县 齐郡 西盘阳村 420—479

西安县 齐郡 西安村 420一479

安平县 齐郡 不详 420一479



朝代 名称 隶属 治所 年代 附注

北魏 昌国县 齐郡 临朐城 479-550

般阳县 齐郡 西盘阳村 479～550

西安县 齐郡 西安村 479～550

安平县 齐郡 (不详) 479—550

朱虚县 平昌郡 城头村 479～550

北齐 昌国县 齐郡 临朐城 550一581

改昌国
逢山县 青州 临朐城 586—605

日逢山

般阳县 青州 西盘阳村 586～605

隋 由逢山

县改置，
临朐县 北海郡 临胸城 605—618

般阳并

之

般阳县 河南道青州 西盘阳村 619—625
618年

惫
废临朐

般阳并
临朐县 河南道青州 临胸城 622—907

入

五代 临朐县 河南道青州 临朐城 907—960

宋 临朐县 京东东路青州 临朐城 960—1127

金 临朐县 山东东路益都府 临朐城 1127—1234

穆陵县 山东东路益都府 1217—1234

穆陵县
山东东西道宣

1234—1278
一 慰司益都路
兀

山东东西道宣 穆陵并
临朐县 临朐城 1278一l 368

慰司益都路 入

山东承宣布政
明 临胸县 ．● ’’临胸．城． 1368一1644

使司青州府’

清 临朐县 山东省青州府 临朐城 1644_1911

民国 临胸县 胶东道、山东省 临朐城 1912—1949

中华
人民 临朐县 昌潍专区、潍坊市 临胸城 1949_
共和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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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井镇概况

五井镇位于临朐县境西南部，东北距县城ls公里，南与(淄博市)

沂源县i岔乡接壤，西接(淄博市)淄川区及青州市王坟镇，东及

东南与冶源镇、寺头镇毗邻，北连城关街道。总面积J92 3平方公里，

没6个社区，辖64个行政村，∞个自然村，222％，，，72296 u人，

5 8力．卣耕地．为⋯东省战略重镇，2lH珩年被山东省人＆政府授予

“文明卫生乡镇”称号。2Im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 1亿元，

农业总收入1 Ql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1％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57矾元。潍坊市地理位置最高的村淹子岭，临胸县最大的村茹

家庄、第二人水痒嵩llJ水库、第二大林场嵩山林场均在五井镇境。

五井历史悠久，早在两周初期．即有人类繁衍生息，境内先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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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出土过西周文化遗址、春秋战国时期古墓葬、古城墙和唐、

宋古瓷窑等历史遗迹数十处。迨至唐宋年间，五井一带已是人烟辐

辏、手工业发达的商埠重镇。北宋末年因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侵，

山东成为南北交战的主战场，五井一带随之战火连绵、烽烟不息，

百姓逃离四方。至明初，随着朝廷一系列改善民生政策的颁布实施，

在大移民措施影响下，五井恢复往日生机，重新成为鲁中商贸物流

重镇。

五井镇政区沿革归属多变，有史料记载以来，明至清宣统二年

(1910)属临朐县孝慈乡。宣统二年至1929年属临朐县五井区，

1930年属临朐县第五区，区公所均设在五井村。1940年临朐县抗

日民主政府在茹家庄成立，境内没五井区，辖1镇8乡。1944年

12月五井全境解放，境内原嵩右区划归益都县，仍称嵩右区；北部

大楼、杨家窝、泉水崖等6村划归益都县方山区；南部王家圈、上庄、

中庄、下庄4村划归沂源县三岔乡。1946年3月年嵩右区划回临胸

县。建国初期仍为嵩右区，下五井、东大河等5村归属第二区，原

属益都县方山区的大楼等6村回归临朐县属第十一区。1953年5月

境内属第五(五井)区。1956年，为五井区。1958年2月撤区并

乡，分属五井、嵩山两乡，1958年9月合并为嵩山(五井)人民公

社，1959年lo月改称五井公社。1968年8月境内原划归沂源县的

王家圈、上庄、中庄、下庄4村，因修建嵩山水库重新划回临朐县，

属五井公社。1976年4月，由五井公社划出朱家坡等28个大队成

立嵩山公社，1984年社改乡(镇)分属五井镇、嵩山乡，2001年

3月合并为五井镇。1949年嵩右区公所由马庄迁入五井中村，1970

年五井公社机关由五井中村迁于五井东村，仲(济南仲官)临(朐)

公路北侧，现镇政府驻地。

五井地形地貌呈多样化，境内耕地以山坡地居多，青石山、沙

石山并存，平缓地带土壤为褐土，山坡地为淋溶褐土。建国后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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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生产条件

得到根本改善。全镇先后治理高标准梯田4．1万亩，累计修筑土、

石地堰60()0余公里，治理荒山lo万余亩。境内农耕历史长，土壤

熟化程度高，土层深厚，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粮食作物以小麦、

玉米为主，亦种植少量谷子、高粱。油料作物以大豆为主，砂石山

区亦种植少量花生。经济作物以黄烟为主，亦种植部分中药材。

2008年，粮食总产27611吨；果园面积2．7s万亩，果品总产19115

吨；药材种植2930亩，总产361吨；瓜菜1620亩，总产4939吨。

开发建设柿子、山楂、黄烟、佛手瓜、中药材5大生产基地，总面

积5．3万亩，其中黄烟种植面积6000亩，年产优质烤烟1200吨，

2()()6—2008年连续3年获“山东省黄烟生产先进乡镇”称号。

五井特产蜚声县内外，素有“腰庄核桃隐士梨，南北铜峪甜杏米，

天井石峪霜柿饼，上下坪的石榴皮(即山楂)”之说。腰庄核桃产

量居全县之冠，1958年以前村内尚有明清时所栽核桃树150余棵，

年产核桃l万余公斤。据清光绪《临朐县志》记载，隐士梨曾为供

品，色泽橙黄光亮，个大味甜，以脆著称。历史上南、北铜峪以产

杏著称，曾流传“南北铜峪不收杏，老婆孩子光着腚”的说法，可

见杏对当地群众生活的重要性。现杏树依然漫山遍野，主要品种有

红榛杏、圆榛杏、荷包榛杏等。杏米是其核仁，系珍贵营养品和中

药材。阳春三月杏花盛开，蜂蝶纷飞，游人如织，为当地一大景观。

五井柿饼，尤以天井、石峪著名，封建社会时期，五井柿饼以青州

柿饼之名进贡朝廷。改革开放以来，种植面积和出口贸易不断扩大，

面积达2．5万亩，2002年lo月在山东省国际林产品博览会上“五

井牛心柿干”获金奖。山楂产业久负盛名，主要品种有“敞口山楂”

和“大金星”两种。1985年，在山东省山楂良种品质鉴评会上被评

为第一名，2002年获山东省国际林产品博览会金奖。

五井镇畜牧水产业发展很快，形成肉鸭、蛋鸡、奶牛3大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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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同时以蚕茧、蜜蜂及落地山鸡、七彩山鸡、蓝狐、虹鳟鱼为

主发展特色养殖。2008年全镇肉鸭存养量112万只，出棚520万只；

蛋鸡存养量37万只，鸡蛋产量10450吨生猪存栏12000头。出栏2．5

万头奶牛存栏2300头，产奶60()0吨年产蚕茧6．2万公斤，蜂蜜8．2

万公斤。畜牧业收入达6．2亿元。

五井自古有养殖黑山羊传统。这种山羊雅称“黑麒麟”或“墨

麒麟”，俗称“山羊猴子”，’善登高攀岩，以山野嫩草为食，以河

涧流水作饮，肉质鲜嫩，脂肪含量低，为暖胃驱寒、滋补健身之佳

品。每逢节日喜庆，人们总要宰羊以为美食。至清末，五井村高鸿奎、

张作福等人，始以羊体各个部位，分别施以烹、炒、煎、炸、烧、烤、蒸、

闷、炝、拌等不同烹饪方法，加以酸、甜、辣、成等不同味道的佐

料，分别做成各式名菜，另加一盆山羊各部位混炖的全羊汤，以犒

食客，名之为“全羊宴”。百余年来又经诸多厨艺名家发掘、加工，

口味不断改进，现已成为享誉省内外的“临朐全羊宴”(见附文)，

各大宾馆、饭店均有制作。

五井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走过漫长历程，取得巨大成就。

解放前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仅有数十处缫丝、榨油、蒸酒、卷烟等

手工作坊，解放前夕全部倒闭。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推动下，

在“15年赶上英国”口号鼓舞下，土法上马，建起钢铁厂、铁木联

合厂、缝纫社、面包厂、运输营等工业企业5家，在西磨砚池建起

磷肥厂、糖厂。县里分别在下五井村西和朱家坡村办起五井煤矿、

朱家坡煤矿，并建成下五井焦化厂。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一年后钢

铁厂、磷肥厂、糖厂、缝纫社、面包厂、朱家坡煤矿相继下马，下

五井焦化厂搬迁到县城，只有铁木联合厂更名为农具厂保留下来。

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改革开放初期，五井公社又先后开办化工厂、炸

药厂、砖瓦厂、缫丝厂、食品二厂、胜利煤矿等，嵩山公社建起农

修厂、木器厂、果品厂、冷藏厂、糕点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后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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