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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李新洲

副主任：荣寅福 范 斌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洪桢

J‘李新洲

陈勇士

鹿占伦

。。刘 杰 刘建来 李。欣

杨成举． 宋繁海 张福金

苗兴标 范 斌 荣寅福

商连贵

主审、’副主审

主 审：李新洲

副主审：荣寅福 范‘斌

编辑人员

主 编：张延龄

编 辑：张福金 马锡干 任瑞炎

陈勇士 张延龄 孟宪委

马成军 刘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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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亿局现任领导成员

左起：副局长茉寅福、

局长奎新洲，副局长范

斌

文化志编辑人员台影

左起：孟宪伟、张福金、

张延龄、陈勇士、马锡

干、任瑞炎

文化志编纂委员会成

前排左起：陈勇士、商

造贵、荣寅福、李新

洲、范斌、刘建来、王

洪桢。后排左起；柬繁

海、刘态、鹿占伦、杨

成坐、首兴标、张福

金、李欣。



1、全国文化先进县奖状

2、全省文化先进县奖状

3、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集体奖状

4渔省先进演出场所奖状
5、全省文化市场管理先进单位奖状

6、北方十五省文化中心工作座谈会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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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山古会游活动

在济南大明湖演出《阴阳板》

与省委宣传部领导台影

文化馆文化广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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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惜阅室接待读者

俄罗斯民族歌舞团在

钢L【j剧院演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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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大楼，‘、景

文化局暨图书馆大楼

人民影院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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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钢山剧院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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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志编辑人员工作照

北宿镇文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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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专

我国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但是编纂专业志、部门志是社会

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才有的新事，是编史修志传统的积极延伸与发

展。这对总结一个部门、行业的经验，促进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编修文化志起步并不太晚．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成立了文

化局史志办公室。当时仅是为上级文化志部门提供资料。虽然写出了

十余万字的专题文章，但可综合入志的内容不多。九十年代初，人员

分散，办公室撤销。1 994年秋，为给《邹城市志》提供补充、延伸资料和

给市党史征集办公室提供《党史大事记》资料，重新组织编写人员。当

年底，市志补充材料交稿。次年．《大事记》资料完成，在做这两项工作

当中，也为《文化志》的编写打下了基础，至此乃着手编写《邹城市文

化志》。参加编写的人员都是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的老同志，亲历亲经

了许多重要的文化活动．能掌握一部分第一手资料。又经各单位提供

材料，上报具体的数字统计资料。因此在编纂中掌握的材料比较全面

翔实。具体编写过程中，发扬秉笔直书的编史传统，即不埋没成绩，也

不隐瞒不足之处。一切依据事情经过如实记述，不加褒贬。力求写出

一部能反映实际情况的志书，对指导今后的文化事业有所裨益。

应当说明的有以下三点：

首先．邹城市是上古邾娄故地．孔孟桑梓。数千年的积累．具有十

分丰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在此以前并没有一部记载邹城市文化事业

的专业志书。此次修志的统一部署，把时间上限定在近代的开端，即
1 840年鸦片战争。因此编纂《邹城市文化志》也不能上溯至古代。好

在历代各种旧县志上都有关于文化的零星记载。近代来一些学者对

地方传统文化也作了较深的挖掘与整理，足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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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时间下限原定在1995年底。但是，1996年以来，各单位都

有一些人事更迭和重大事件发生。既然文化志仍在编纂过程之中，还

没有脱稿付印，因此就采取了一些变通的办法，在时间上稍作参差。

再次，所述各方面业务人员个人成绩，以文化局所属各单位干

部、职工为主，兼及系统外人士。发表作品以地(市)级以上正式报刊

及出版单位出版物为准，所获荣誉以文化主管单位及文联所属各协

会主办的评奖活动为准。以上范围以外的奖项，概不入志。

几十年来文化工作的业绩，是在中共邹城市(县)委、市(县)政府

领导下，经全体文化系统干部、职工共同的忘我劳动而获得的。这本

《文化志》的编纂成书，也是上级领导关怀与各单位干群支持的结果。

本书的付印问世也期待着各级领导及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

鬈蒜妻溅霎袅藿季移畸邹城市文化志编委会主任 彦．，，、)
1 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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