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 1 月 28 日苔文化普查督导纽来长岭镇在

2014 年10月 18 日 <<苔州文苑》 采风团合影于:H
/山令镇宋成泰、 李彦福、宋宜现、唐f田香参加



旅游丛书之十七

表，令续支倪志kg
宋成泰 著

二 O一四年十二月



顾 问=苏兆庆郭维金张传金史宗义房文锋

艺术指导z 张同旭李明高刘延清王玉亮周晓峰

审 核z 赵贤举崔刚吉董述田周玉波房京祝

法律顾问 z 李守忠李顺春崔永康全永俊朱玉忠

摄 影z 崔刚吉杜振兴陈金鹏王永强李全海

内部资料免费赠阅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一4版

开本 850 X 1168 1/32, 

印张 7.25

印数 1-1600

201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彩页 4

字数 23.20 千字

成本价 19.80 元

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

2009 年日照第 008 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毛 -1J 治
古石井

清泉绿水壁幽悬，一拳击碎蜜样甜:

禹过长城留此迹，当在营州建国前。

富蒲九节出清泉，地灵人杰皆天然 o

始皇汉武皆成幻，唯有石井忆当年。

丛林寺
丛林富蒲石井西，随手采来摆幽寂:

根深叶密九节肥，石破天惊千金值。

清泉滋出千般绿，灵需侯祠影不离:

石井丛林多凉气，千载不变是故事。

可爱长山令我的家
可爱长岭我的家，三山三水美如画:

石井社区展新姿，古镇新区揽繁华。

可爱长岭我的家，灵需侯祠传佳话:

丛林滚木专业村，石井缸瓦名天下 o

可爱长岭我的家，古镇新姿迎朝霞 :

高楼大厦平地起，吴刚始娥颂风雅。

可爱长岭我的家，满镇欢哥大遍地花:

一片繁荣新气象，美丽家乡我爱她。



祝贺〈长岭镇文化志〉付梓印刷

长岭文化底蕴深
长岭文化底蕴深，宋君修志肩大任:

民间史料广开矿，书铸廿部贵金银。

不知历史人落后，文化强国入世林:

气吞山河满江红，史志邃密繁花芬。
何?者:~本亮 自豆豆市作家协会令员

诗贺长岭文化志付梓
呕心沥血铸华章，汇成典册万世芳:

溯源胜地潜文蕴，黑陶制品世先创。

科技人才无穷尽，雨后春笋国栋梁:

历历业绩汗青照，炳蔚千秋长哥大扬。

何?者 f 寺本剩 白是市作家协会令员

书赠艺友成泰兄

夕阳灿烂梦萦牵，无限风光赋晚年:

追逐丹青文史梦，奔流长岭古今篇:

爱好广泛心怡处，兴奋三江涌动天;

长岭文化潮又起，丛书催马又扬鞭。

你寿 J 刽烧刽 营城风合衬退休-t梆



序
长岭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在 5000 多年的

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地域文化，是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承

茵文化、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长岭镇在挖掘、

研究、发展、利用地方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卓有成效。

2007 年，编篡出版了《长岭镇志))，是第这一部全面介绍长岭

镇历史的志书。还出版了《长岭春秋》。投资 200 多万元建了文化

体育活动中心，设施齐全，是长岭人休闲、健身、娱乐的场所。在

长岭镇，每个社区都建有高标准的文化大院，内有图书室、青年之

家、文娱活动室，文化活动开展的轰轰烈烈。

投资数百万元建了石井沿河景观带，恢复和新建了众多的人文

景观，焦原山风景区也正在论证和准备开发。

长岭文化，亦称石井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性与代表性，世传

"先有古石井，后有富国城"。长城岭位于沫河东岸，在城南平原

中脱颖而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青睐。大量

的古文化遗迹，彰显了长岭镇深厚的历史文化。现代文化，硕果累

累，特色鲜明，丰富多彩。

文化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和一定地域范围赋予的专有名称。

是人们工作、生活、交往的重要载体。她为语言学、地理学、历史

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文化是一种牵动乡土'惰'怀的称谓，她留下了这一地方人类文明

的足迹。人们的日常生活、 工作离不开文化。

长岭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的细石器时期，在前坡子村发

现的尖状器，己印证早在 l 万多年前这里便有古人类居住。数千年

来，人类活动囱下了不可胜数的大量的包含历史文化信息的古遗

迹、古遗址、古建筑。诸如著名的葛家诛流村后、前夏庄村西新石

器时期大汶口文化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 4000 多年前，是14.地最

古老的人类聚落之一，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岭春秋古墓



出士的青铜器文物，对研究古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近代长岭

人的奋斗历史，彪炳着革命先烈们英勇不屈、抵御外侮的民族之光，

续写着昔日的辉煌。厚重而独特的石井文化，是长岭人宝贵的文化

资源和精神财富。

由宋成泰同志主编的《长岭镇文化志》深挖细究，用大量的实

物证据，展现了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再现了独具魅力的石井文化，

提炼了长岭人勤劳能干、奋发向上的人文特色。是一把打开长岭镇

行政区域历史的钥匙，也是展现长岭镇特色风貌的名片和服务平
L>. 
口。

文化传世远，创业逢盛世。《长岭镇文化志》这一力作的推出，

是继《长岭镇志)) ((长岭春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标志着长岭镇

文化研究又有新的突破。这是一项很好的直忆长岭历史文化脉络的

重要举措。体现出作者在经讲大发展、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对自

己的家乡，对所生活、工作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该志的面1哇，

对保存和传承弘扬石井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遗产，地方文化是←个地方的灵魂。《长岭镇文

化志》以汹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JJ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传承优秀石

井历史文化为剧的，为长岭镇域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认识宋成泰同志，那是在 1975 年，他在城阳公社任文书，接

触过多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成泰同志的家乡是长岭镇白土沟村，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令人感

动。他文采好，讲话深入浅出，他写的书，他讲的故事，也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长岭镇文化志》是一部很好的地方志书，是一 -木通俗易'随适

合大众口味的民间乡书。我 InJ大家推荐这本书，愿大家进一步了解

长岭镇，关心长岭镇，常来长岭镇观光旅游。

是为序!

ZJi县长岭镇党委原书记 二F占元

2014 年 12 月



编叙

长岭镇位于吉县城南 10 公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

在 l 万多年前，这里便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在上万年的历史长河

中所形成的地域文化，是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和一定地域范围赋予的专有名称。

是人们工作、生活、交往的重要载体。她为语言学、地理学、历史

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她留下了这一地

方人类文明的足迹。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离不开文化。

长岭文化，亦称石井文化，对传承、弘扬宫文化、推动社会进

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长岭镇在挖掘、研究、发展、利用

地方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卓有成效。

2007 年，编篡出版了《长岭镇志))，这是一部反映长岭镇历史

的百科全书。还出版了一部《长岭春秋))，全面地再现了长岭镇 600

余年的历史、人文、典故，是长岭镇的历史展现。

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占地数亩，设施齐全，是居民休闲、健身、

娱乐的场所。在长岭镇，村村都建有高标准的文化大院，建有图书

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游艺室，文化氛围浓厚。

长岭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性与代表性，长城岭地理位置优越，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名湖秀川 1 ，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青睐。大量的

历史文化遗迹，彰显了长岭镇深厚的历史文化。

长岭镇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 1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晚可以

追溯到新石器大汶口文化早期。数千年来，人类活动留下了不可胜

数的大量的包含历史文化信息的古遗迹、古遗址、古建筑。

金鸡岭、丰收岭史前古文化遗址的发现，可使长岭文化上溯到

1-3 万年前:前夏庄村西南、葛家诛流村北大汶口文化遗址，可追

溯到公元前 4000 多年前，是苗地最古老的人类聚落之一。焦原山

地理位置的初步确认，是近年高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具有重大意

义。李家村东南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遗址，王家课庄村南、上官庄



村西、黄家诛流村前、腊行村北、李家村南、葛家诛流村商、杜家

诛流村西用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早在 4000 年前，长岭镇地域

内人类居住地已经很密集，长城岭春秋古墓葬出土的珍贵文物， 茵

地仅有。

古店、寺、庵、观遍布全镇，丛林寺建于唐代之前，为皇家寺

院，是苗地四大名寺之一。近代长岭人不畏强暴、反抗外侮的大义

之举，彪炳着长岭镇的革命先烈们英勇不屈、抵御外侮的民族之光，

续写着昔日的辉煌。厚重而独特的石井文化，是长岭人人宝贵的文

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长岭文化，博大精深，本志深挖细究，用大量的实物证据，展

现了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再现了独具魅力的石井文化，提炼了长

岭人勤劳朴实、奋发向上的人文特色，是一把打开长岭行政区域历

史的钥匙，也是展现长岭历史文化风貌的又一力作。

文化传世远，创业逢盛世。《长岭镇文化志》 一书的推出，是

继《长岭镇志)) ((长岭春秋》后的又一力作，标志着长岭镇文化研

究又有新的突破。这是一项很好的直忆地方历史文化脉络的重要举

措。体现出长岭镇在经济大发展、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文

化的重视。《长岭镇文化志》的面世，对保存和传承弘扬石井文化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遗产，地方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长岭镇文

化志》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传承优秀石

井历史文化为目的，为长岭镇域文化发展做些贡献。

这是一部很好的地方志书，是一·木通俗易懂适合大众口味的民

间乡书 。 愿大家进-一步的了解长岭，关心长岭，走进长岭。

谢谢!

编者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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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 月 25 日，日照市组织建设现场会在长岭镇召开，

市委书记杨军(前右三)出席并讲话

市委书记杨军(右二)在县委书记刘守亮(右)陪同下来

长岭镇检查指导工作，党委书记张传金(右三)作陪



2014年11 月 7 日，各级人大代表在王金玉主任带领下来长岭
镇视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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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政府史志办公室主任史宗义考察
长岭镇古石井、石龙

长岭镇白土沟村前龙角石 苔州槐王庙举行挂牌仪式

焦原山就在长岭镇朱家课庄村西，山东侧朱家课庄周
代墓群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J普名皮肤病饱疗专家 专令海
李全海 1964年生，长岭镇人，承祖传秘方，攻克了世界难题

一一皮肤癌、银屑病 (牛皮瘦)、 白痴风等。 为3000多名严重患者

解除痛苦，积患者照片万余张，接待病号来自省内外 (详见附录)

头皮癖折磨临沂张先生数十年，看过许多大医院未治好，经
李全海接诊， 一年痊愈， 创造了治疗头皮癖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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