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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德州地区志》历时十载，五易其稿，终得以付梓出版，这是德州地区人民的一

件大喜事。

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素有“资政、存史、教化一之功能，

它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编修一部观点正确、内容翔实、体例完备、文字精

炼的《德州地区志》，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记述，使之成为知识和文化的积累，成为

宝贵的精神财富，给德州人民以智慧和启迪，这是有益于当代，惠及于后世的大

事，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紧抓好这件大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德州地区是1950年5月建置的。在此之前，既不曾为郡，也不曾为府。因此，

编修地区级志书难度更大，任务更艰。现已编纂的《德州地区志》，是全区方志工作

者辛勤劳动，不畏艰难，用汗水换来的丰硕成果，是区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曾在本

区工作过的老同志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们代表全区人民对他们表示衷心感

谢!

《德州地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详今略古，据事直书，取精用宏，意在致用。在编

修过程中，选材注重翔实，稽考力求存真，体例力臻完备，文字刻意求精，努力突出

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这部志书横排竖写，史料丰富，发掘深刻，贯古通今。它既远

溯上古有价值的资料，又着重记述近百年来，特别是德州地区建置以来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民情等等方面的史实。其间，先烈英模彰其功德，名人

轶事志其盛迹，至于发明创造、建设成就等亦载其功业。志书的著述，力求通过生

产力发展的来龙去脉和经济领域的兴衰起伏，观古鉴今，彰往知来，以资社会主义

之治。通过对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记述，以存地方文献百科之史。通过对先

烈英模业绩的昭彰，书一方人和事，激千秋爱和憎。这部志书的的确确是为政者的

好参谋，是全区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最生动最实际的教材。自

此，人们展卷得益。它将成为德州地区文化建设史上永不衰的著作。

今值《德州地区志》付梓出版之际，编辑者约我们作序，愿借此寄意全区人民、

、 I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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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祖籍德州地区的海外侨胞和关心德州地区的海内外各方贤达，继续同心同德、竭

忠尽智，为振兴德州地区经济，再展德州地区大业宏图而共同奋斗，以此续写德州

地区未来之光辉历史。

中国共产党德州地区委员会书记赵林山

山东省德州地区行政公署专员马荣珂

1992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原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力求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德

州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原则上从1840年起笔，到1985年底止，个别方面的内容有所

下延，其中大事记延至1990年底。 ·

三、本志记载范围，以1985年德州地区所辖1市12县的区划为准，除建置沿

革外，其余编章都不包括1985年以前曾经归属本区的县、区、乡、村的情况和数

据。

四、本志编排顺序，首为概述、大事记、县(市)简况，中为专业志，末为附录。

首、末不列为编的序列，不设章、节。专业志部分共有26编，137章，468节。

五、本志叙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方式，以志为主，基本原则是以

类系事，以事系人，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的方法，以编年体为主。

六、本志叙事语言，一律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非用不可的专业技术术语，

尽量加括号予以解释。
‘

七、本志所书各种名称，只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例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复出现时用“建国前(后)’’+

八、本志所书年代，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在括号内加注中国纪年。例如：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 ．

九、本志取材原则，坚持站在全区的角度上，尽量采用概括性、综合性的手法

记述，目的是避免和所辖县(市)志、部门专业志的重复。例如：人物、名胜古迹等

等，尽量少记简述。

‘十、本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编专章集中记述，而是采

取散记于大事记和各编章中的方法。

十一、本志所运用的资料，由地直各部门和各县(市)志办公室提供。

1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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