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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家橐圄暂毫

村鼢老党员代表座谈告

勇属村两委部分成员

茶叶的冬季大棚

·9674，中式苗甬妊蚤县蜮

府授予李煮娶园村“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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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家藜国打志

1 995年8月，莒南县人民政府授予李家曩园村“首批小康

村1称号

1997年7月，中珏莒南县委授予车隶曩团4』兄支哥“五

好党§部”称号

■■■●—■■■—●■■●—●●—一

癣萌髫N鸶鲤觯辍，墙蝠毒

1995年10月，绣针河幕厂生尸的“松针名杀1授许为幕

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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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氏先祠始建于蔫展熙五十七年，1921年重建，青砖瓦面。1943年e月12目至9月

8日山乐省战I台在此召开了山乐省参议舍一届二次舍议，将省战时I作委员击改名

为山乐省战时行政委员台．选举禁玉为行政委量台±任，现为李家桑园小学。

绣针牌松针杀被第三届农业博览会认

双园”荠楮场9}景



同治六年李家桑园村平面图



李家桑园村位置范围平面图 (1985年)



李家桑园村果园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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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03年岁首，我到莒南任职，适逢《李家桑园村志》完稿。史志办公室将厚厚的一摞书稿

送至我的案头，缘于自己对这片英雄而又神奇的土地的向往和对老区人民的敬慕，我仔细地阅

读了志稿全文。以一知万，以微知明，从中我更加领悟了这块土地的圣洁和这里人民的纯朴、

智慧，因此，我想把自己的感受融入这方热土，融入这厚重的乡土文化之中，权以为序。洋洋

30万字，悠悠六百多年，李家桑园村的先祖，从一无所有的乞讨者开始在这里安家立户，夜寐

夙兴，春祈秋报，育之以时，用之有节，日积月累，家道中兴。明崇祯年间，有胆之士助米募兵，

可见义气之正重；清康熙年间，有识之士，兴办义学，可见目光之远大，仁德之人，散粮济贫，可

见民风之高尚；清光绪年间，有才之士，科及进士，钦点知县，金马玉堂，朱幡皂盖，实为莒南之

邦风毛麟角。

20世纪30年代末，这里即播下了共产党的种子，莒南境内第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

武装——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就有李家桑园村的优秀儿女。1943年就建立了村级党的组织，

是年9月，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在这里诞生，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省级政权组

织。李家桑园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军参战，拥军支前，为共和国的诞生和民族的解放做

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这里的人民，继续发扬革命战争的光荣传统和勤劳智慧的高尚民风，治山

治水，创家立业，开展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成为团林公社的排头村。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发展林、茶、果等特色经济。茶叶

获全国农业博览会金奖，果园被确定为县委书记、县长示范园区。村党支部创建为“九间棚式

先进党支部”，是莒南县“五好家庭”活动先进示范单位。成为全县的首批“小康村”。

盛世修志，正是因为李家桑园村经济繁荣，政通人和，所以村两委顺时局，察民意，从高处

着眼，自长处打算，从1996年发起编修村志，总结历史，惠及后人。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文

化工程，他们组织人力、物力，到处搜集、查证资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谋篇布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数年的努力，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特别是两位执笔者，已是

年逾花甲和古稀的老人。他们与全体编修人员一道染翰操觚，笔耕不辍，千滴汗水一行字，万



2 序言

般辛苦一卷书，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真是可嘉可贺。值此书出版发行之际，谨

对所有为这部村志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深表敬意。

据史志部门介绍，《李家桑园村志》是迄今为止临沂市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村i善，也是一部茹

古含今可入兰台石室的上乘佳作。我希望每一个李家桑园人乃至全县人民，能从这部志书中

汲取经验和力量，使我们自己的家乡无愧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称。

中共莒南县委副书记

莒南县常务副县长
王晓军

2003年3月



3

序 言

徐从文

莒南县团林镇李家桑园村编纂的《李家桑园村志》正式出版了，这是全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新成果，值得庆贺!

历史，历来为执政者所重视所借鉴。李家桑园村已有600多年历史，几百年沧桑巨变需要

记载和总结。编写《李家桑园村志》正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大好事，此部村志以较翔实的史

料反映了明、清、民国几百年的村民苦难史，记载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村民闹革命求解放的战斗

史和人们向贫穷和落后宣战、艰苦创业、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史，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真理。此书的出版是

全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必将惠及后代，恩泽后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李家桑园村志》由李家桑园村村志编纂小组具体负责编写，于1996年3月16日开始搜

集资料、调查了解，发动村民贡献史料，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在外工作的老党员、老同志也

提供了很多的资料。大家同心同德，不辞辛苦，历经几年，现在和大家见面了。

村志的编纂人员，尽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记述李家桑园村有史

以来．政治、军事、文化卫生、农林工副业、水利、村庄建设、交通地理变化情况，由于水平的限

制．资料的局限，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但这终究是李家桑园村一件大喜事。

李家桑园村在明万历年间，全村拥有土地1．5万余亩，村中有塾学，至清初又建立了义学，

设有义仓，到清末塾学多达12处，先后培育了一批人才，一度使李家桑园村享有“文化村”的美

誉。

各姓先祖遗风发人深省，建义学、兴义仓、赈济乡邻；还有闻名一方的能工巧匠，有善养六

畜的能手；有发挥聪明才智发展工商业的致富带头人；特别十余姓村民，居住一起和睦融洽，互

帮互助，团结友爱，和睦之情代代相传。

抗日战争期间，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多次驻李家桑园村，如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山东

省战工会(建国后即山东省党政领导机构)、山东军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罗荣桓、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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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朱瑞、肖华、陈沂、李澄芝、刘民生、范明枢、马保三、杨希文等都在这里工作过、生活过。

1943年8月12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李家桑园村召开了山东临时参议会一届二

次议会大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会议对李家桑

园村开展抗日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和领导作用。李家桑园村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参政，有的为

国英勇献身，有的成为人民的功臣。在解放战争中，全村村民出工支前，荣膺“支前模范”和“钢

铁担运队”光荣称号。

新中国建立后，李家桑园村村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抗美援朝中

全村村民捐款购买飞机大炮，并有3人参加了抗美援朝，至1999年先后有79名优秀青年参加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农业合作化到70年代，全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耕地面积全部整成三合一的

标准梯田。机井、水库蓄水量16．5万立方米。全村90％以上的土地成为水浇田。

一⋯⋯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依靠科技兴农，农业高产稳产，产量倍增。承包专业户、果树管

理技术能手，发家致富的排头兵层出不穷。更新果树新品种，使果品走出国门，用最新技术炒

制茶叶，茶叶获北京博览会金奖。承包了镇滑石粉厂和桑园供销分社，建立了煤球场、纸箱厂

和大型养猪场。

自1982年至1999年村庄建设有了进一步改善，14户村民建起了二层楼房。村内街道宽

敞，瓦房整齐，家用电气化，人们用上了‘自来水。1999年全村人均年收入3046元，人均住房面

积30平方米。村民存款200万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吸取经验和教训，毫不松懈，继续攀登高峰，就是李家桑园村村民的

共同理想。到2010年开发高产优质经济田1500亩，增加畜牧养殖一万头，实现产供销一条龙

配套规划，实现村中工农业总产值再上一个新台阶，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全面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入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

李家桑园村全体村民决心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努力，艰苦奋斗，利用村中一切

优势，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更大成绩，将李家桑园村建设得更加美

好。

二00三年一月



凡 例

一、《李家桑园村志》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全面记述了李

家桑园村历史的发展状况。

二、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至李家桑园村有史料记载，下限至1999年，凡属在李家桑

园村发生的事件及李家桑园村民均属取材的范围(1937年前迁出的人员未统计在内)。大事

记下限到2000年。

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卷首设凡例、概述、大事记，内设十五章，后

缀附录。

四、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进行，所收事件一般按时间先后排列。

五、采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的在公元纪年后括注朝代年号。若采用旧历时则在文中说

明。对机构名称，书中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出现一般以相沿成俗的规范化简称记之。文中

需加注释的，一般做随文括注，个别加注脚。

六、本书只写入名，不加称谓，涉及的人物均以事系人，同一时期的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不

分前后。人物传略按卒年先后排列，一般只限于县团级以上职务人员、秀才以上学位、英模人

物、烈士及历代知名人士、能工巧匠、村内领导正职。人物简介按生年先后排列，一般收录标

准：副科级以上人员；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县级以上先进工作者或相当荣誉的人员；地

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品的专业人员；乡镇以上机关授予荣誉称号的村民和村内领导正职人员；

女性未婚前在本村参加工作及外地女性嫁到本村条件符合者也列入。对缺少资料的人物不予

收录。

七、志中涉及的数字，均以村会计上报数字为准，度量衡单位一般采用现行公制。

八、上级领导机关表彰、奖励、授予荣誉证书等，无原件的不作记述。

九、解放前后系指当地解放时间，即1940年，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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