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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人民久已盼望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叫高密县志》同大
家见面了。值此志书出版之际，受编委之托，撰写此文，以作其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国上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我们躬

逢盛世，承担了历史赋予的编修新县志的光荣任务。

“千秋史笔传世行远，中华文墨源远流长。’’我国的古代文明史，不

少的就是靠志书和史书流传下来的。因此，我们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

革命家及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非常重视地方志的工作。1958年，毛

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曾倡修县志。同年8月，周恩来同志曾指示当

时的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同志“要抓地方志工作”。1985年4月，国务

院办公厅发了C333号文件，要求。各地要对地方志编纂工作进一步加强

领导”。198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召开了全

国地方志第一次会议，万里、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之

后，省、市党委和政府都发了文件，召开会议进行部署。我们这里县委

和县政府立即作了贯彻，广泛开展宣传，提高了思想认识，组建了班子，

采取专业队伍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经过较长时间的深入调查，辛

勤笔耕，终于完成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编修志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文化建设，也是

对县情的一次调查研究。通过编写县志，可以弄清本县的优劣长短之

势，荣枯兴衰之由，为探索规律，寻求借鉴，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目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地分析认识县情尤为重

要。《高密县志》是县情的载体，它真实地记录了本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与现状。这部县志，对宣传高密、认识高密、建设高密、振兴高密，一

定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王在辉

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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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高密县志》出版了。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成果。它的问世，意义深远，可喜可贺!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高密县自明嘉靖至民国期

间，先后修志六次。旧县志记载了一些珍贵历史资料，可资借鉴。然

而，毕竟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偏重人文记述，对经济很少涉及，内容狭

浅偏颇。甚至主次颠倒，对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业绩记载无

几。旧县志最后一次编修，迄今已五十余载。此间，高密大地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英勇斗争，百折不挠，和全国人民一

道，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高密县的工农业生

产和各项建设事业，迅速恢复发展，尽管历经，曲折，仍取得显著的成

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深化改革，各项事

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趋富庶。在这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太平盛

世，继承和发扬修志的优良传统，编写新县志，匡正旧志；以革命先烈用

鲜血和生命凝聚的丰功伟绩，教育人们效法先烈的革命精神，投身建设

事业；总结汲取长期以来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供作

借鉴，确已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高密县委、县政府有鉴如

此，遂于1982年组建班子，着手进行《高密县志》的编纂工作。在整个

编纂过程中，编志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广征资料，反复考究，去伪存真，探本求

源，秉笔直书，经六度寒暑，五易其稿，终于完成这部真实、系统且具有

鲜明地方特色的资料性著述。

《高密县志》记载了高密近、现代自然和社会的变迁；记载了人民群

众改造自然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史实；记载了建国以来各项事业的

荣枯兴衰。是一部承前启后，丰富多采的新型志书，有珍贵的资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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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存史的价值。它对于为人们提供资料和借鉴，特别是对于帮助我们

各级领导同志认识县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无疑会起到很大的作

用。

编修地方志是有利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高密县志》是编志

人员辛劳勤敏，精心著述的可喜成果。这次修志，我们得到有关专家、

学者的热诚指导，得到许多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大家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值《高密县志》问世之际，愿与全县人民一道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为振兴高密做出贡献。我深信，高密先辈能在这1600多平方公里的大

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当代的高密人民也一定

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前人的治理经验，同心同德，锐意改革，创

造出更加美好的业绩，无愧前人。我衷心地祝愿高密物阜民康，文明昌
盛!

姜玉生

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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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多种表述形式，以志为主。
行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概述用夹叙夹议外，其他则只记事实，不作
评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二、记述内容，包括本县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侧重于记述现
代，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作为重点。

三、本志以编、章、节、目为结构层次；各编排列顺序，先自然后社
会，先经济后政治、军事、文化。概述、附录不在编之序列。 5}

四、本志记事，上限，原则起于1840年，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
当上溯；下限，原则截止于1985年，有的内容下延至1988年。

五、资料来源于档案、文献和口碑等各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的统计
数字，主要来自县统计部门，少数系有关部门所提供，为节省篇幅，均不
注出处，只注所引文献资料名称。

六、本志以公元纪年，将必要的中国历史纪年予以夹注；引文中的
中国历史纪年，则夹注公元纪年。

七、使用的现地名，均以高密县人民政府公布之名称为准；记述中
使用的旧地名，均夹注今名。

八、对历次政治运动，除“文化大革命”在概述中作较集中地记述
外，其余均不单立章节，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编、章之内。。

九、各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机构名称，一般不加政治性定语。
对各历史时期的人物，一般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定语。

十、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再出现时
一般用简称。

十一、本志设概述，用以综合县情。经济、文化、军事等编，大部冠
以。无题小序’’，以提示梗概。

十二、大事记，只记对本县作用较大、影响较久的大事、要事和带有
起点性的新事，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十三、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者系高密各界较有声誉和影响的人
物，并不论其职位高低；以现代人物为主，注重反映革命先烈的活动。
人物传以生年先后为序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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