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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大好形势下，莱

州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一《莱州市志》问世了。这是全市人民政治和文化生活

中的一件大喜事。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莱州于汉初置县至1988年撤县建

市的两千余载中，曾八修府志、八修县志、一修镇志。其中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的《莱州府志》12卷可谓莱州府古之资料大观，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第一部《掖

县志》8卷门类已相当齐全。这些保存下来的志书，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但过去的

府志、县志，受时代的束缚和历史的局限，在思想性和科学性方面均没能突破旧志

藩篱。新编《莱州市志》，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作指导，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并突

出了地方性和时代性，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志书本着实事求是的

原则，记述了境内1840年以来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功过得失既不溢美，也不隐恶。重视记述经济内容，特别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

的巨大发展，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记述，全书32个专业志，经济类16个，占50％。体

例也打破了旧志陈规，将有地方特色的黄金、盐、建筑、粮油等产业，均独立设编专

门记述。

“治邦国者，以志为鉴’’。新编《莱州市志》泱泱140余万字，纵贯古今，横及百

科，罗百年于方册之中，一地之情展卷可得。她是研究莱州的历史和现状、促进改

革开放、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必不可易之书。希

望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市民，认识市志，用好市志，充分发挥市志的社

会效益。

志为信史。编修市志资料浩繁，工程恢宏。全市修志工作者苦其心志，劳其体

肤，周历12个春秋，为信今传后之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值此志书付梓出版之际，我

谨代表中共莱州市委、市政府向《莱州市志》的编辑工作者和所有为《莱州市志》做

出过贡献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为莱州人民做了一件有益当代，惠及

后世的好事。

莅任伊始，得以承继前任的修志壮举，督修成书，草成此文，权当作序。

莱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张新起

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莱州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卷首设概述和大事

记，总揽全书，纵贯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卷中设专志32编，事以类从，类

为一编，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卷末设人物和附录。图、表附在各有关章节之后。专

志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根据需要，部分编首冠短文小序。

三、本志时间断限，原则上起1840年，下迄1988年。为彰明因果，反映规律，

部分编次适当上溯或下延。建置、政权、政协、政党、群众团体、人物下延至1992

年；大事记下延至1994年。

四、生不立传。本籍人在市内外、客籍人长期在本市，对社会有较大影响者，不

分职务高低，皆可入传。传文以卒年为序排列。在世人物，其事迹采取以事系人的

办法，载入有关章节。

五、称谓一律按当时通称书写，必要时加注；名称较长的，首次出现时作全称，

后则用简称。

六、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历史纪年，1911年前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912年

起用公元纪年。历史纪年及月、日用汉字书写。计量，以中国国际单位制推行委员

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为准。简化字，以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七、行文中“古代一，系指1840年以前；。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系指1937年7月7

日'--'1945年8月和1945年9月～1949年10月1日I“文化大革命时期’’系指从

1966年至1976年。

八、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专著及有关个人回忆材料、文史资料、行

业志等，志中均不注明出处。建国后的数据，多取于莱州市统计局，统计局涉及不

到的，以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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