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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盛世，喜事倍增。全乡人民盼望已久的《文基乡志》编纂问

世，为我乡的文明历史又增添了璀璨的一页。它追溯历史古迹，总览

现实概貌，较具体详尽地记述了本乡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风土人

情、建置区划、名人轶事、经济发展、民众业绩等等。所载史实，为文基

乡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锐意改革，开拓前进，把文基大地开发建

设得更美丽更富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基乡地处莱山脚下，‘莱曹河畔，’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自古

以来，人们就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小有名气的“莱

子故国金黄县矽的故国都城遗址，即位于文基归城，现已列为省级文

物重点保护单位，有待开发。可见文基历史之悠久，可追溯到公元前

之春秋战国时期。就其革命历史而言，早在1938年文基大地上建立了

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后，古老的历史又增添了新的光辉篇章。英勇

顽强的文基人民，抗日寇、打老蒋，前赴后继，血染疆场，为推翻

三座大山所做出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并存，．同天地共长。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人和，百业兴旺，伟大的人民，所创造

的业绩更加辉煌。今修此志，借鉴历史，有益当代，惠及后人。

在此，谨向呕心沥血编写此志的老同志及关心修志的其他同志

致以衷心的谢意。同时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有失误之处，恳请父老

乡亲不吝指教一。



编修地方史志是我们中华氏族的优良传统和独有的文化形式，

中全会以来0社会安定，三形势大好≥l?百端待举。。．文基乡．党委和政

7月初正式办公。从‘事编纂工作的圣体成员，在学习了上级的有关

室的具体指导和全乡各业务部，门卜．各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经
、

上，于1 98 6年≯月初，写出《文基乡志》初稿。又经过二年时间的

完成。 一

写，注重经济，．重点突出的原则，力图将古今社会各个领域的情

确，言之有据。一意欲通过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1 9 38#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进驻文基乡前后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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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揭示出社会前进，国家兴旺发达，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历史

必然规律。其中主要叙述了成功的经历，也略及历史的教训。想通

过这些历史和现状的真实记叙，使志-V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起到鉴往知今、惠及后世的作用。

。』√：1一本乡古无史志，近无文字档案，现代资料亦残缺不金b因此，

：，不少章节既不完整又不系统。有些历史事件，年代久远，众说不

。：一，‘只能反复推敲，择善而从。由于从事编纂王作的成员，政策、．

理论、文化水平低，历史和专业知识贫乏，编写体侧不够规范，简

繁失当，疏漏错误等处，也在所难免。敬祈有关单位和同志不吝赐

教。’”，

《文基乡志》编纂领导小组

l 98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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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按“章、节、一、l、(1)"五个级次排列，章、节书以标题，其余按

需要而定。

2．本志以公元纪年，一般同时注明朝代年份。《大事年表》内的月、日，1937年

以前用农历，1938年以后用公历。

3．各村村名，记叙历史事件的一般用原名，现在的皆用今名。

4．本志记数，一般用阿拉伯数字，有些地方为了叙述方便亦按习惯用汉字。

。5．本志以记叙文为主，另以图、表、照片加深说明，一般皆分列于记叙文之后。
6 7．本志一般以清末为上限，但对有据可依或众口同传的，也有追溯至更远一些年

代的，下限到1986年，个别事件记叙列1987：年初，但自于统计上的原因，有的数据只写

到1985年甚至1984年。

7．本乡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面积，由于测量上的原因和各自需要的角度不同，地

质部分(烟台地区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与全志书总体略有出入，但又不能擅自修改，

特此注明。

8．乡内野生动、植物名称，凡无学名可查的，皆书以土名。动物习性，系按历代

口传和访问对此善于观察的老年人而记叙的，难免与实际有出入。

9．方言土语部分，有些方言，既无该字又无同音字，只好以同声不同调的字代

替。

10．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区．乡及各村主要负责人和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负责

人，由于更迭频繁，不易查清，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

村主要负责人也可能遗漏。至于本乡在外地的工作人员，港胞、台胞和华侨。由于不易

调查，可能遗漏较多。

11．。本乡户数、人口、粮EEI面积、果林面积，工农业收入等等；有的年度往往有不

同的几个数字，我们一般是通过对比和核实，择其较合理者而从之。

12．有的史迹和历史事件，其说不一，在无定论之前，仍按流传较广者记叙。

13．本志有的内容涉及到几个章节，为了保持各章节的完整，记叙时曾于有关章节

交互出现，但各有侧重。

14．为便于记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般写为“建国后”或“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般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

15．本志姓氏寻根，选写自胡尧著《中国姓氏寻根》和慕容蝴编撰的《中国古今姓

氏辞典》。

16：本志所摘之古诗文，个别字句明显不妥，有待继续考正。



中共文基乡党委、

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

乡政府主要负责人

杜荣琨、史日第、赵明有、王文由、

刘学科。

王锡坤、郭元泉、孙玉华、丁忠亮、

徐树桐、刁培友。



左 《文基乡志*编

纂领导小组成员

左起：郭焕文、

史日第、赵明有、

王文由。

下 K文基乡志》编

纂人员

左起：于耀祖、

郭焕文、张明选、

张新志。



上王榆山

左莱山月主祠石碑

下归城故城遗址，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莱山一角

长把梨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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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蓦乡志》甘录

序言

‘何l}舀

凡例

地图

照片．，

．目录．．

第L章。⋯。’建．-．置
j矗‘， 一一

第一节位置⋯⋯·⋯⋯⋯⋯⋯·⋯·⋯··．-⋯；·j⋯⋯⋯⋯”⋯⋯一·⋯o-o．⋯⋯⋯···(．1)

第￡节面积⋯⋯⋯⋯⋯⋯⋯⋯⋯⋯·⋯⋯⋯⋯⋯⋯⋯⋯⋯⋯⋯⋯⋯⋯⋯⋯··(1)

第三节村庄⋯⋯⋯⋯⋯⋯⋯⋯⋯⋯⋯⋯⋯⋯⋯⋯⋯⋯⋯⋯⋯”．⋯⋯·⋯⋯“(1r)

第四节建置沿革和区划沿革⋯⋯⋯⋯⋯·⋯⋯⋯⋯⋯⋯⋯⋯⋯⋯⋯⋯⋯”⋯(9)

一、建置沿革⋯⋯⋯⋯一⋯⋯·⋯⋯⋯⋯⋯⋯⋯·⋯⋯⋯_⋯··一·。⋯⋯⋯··(9)

： 二，区划沿革“⋯一⋯⋯⋯⋯“⋯⋯⋯⋯⋯“⋯㈡j。··⋯⋯·⋯⋯·⋯⋯⋯⋯··(9)

第五节乡政府驻地⋯⋯⋯⋯·⋯⋯⋯⋯⋯⋯··’o·。⋯⋯⋯7⋯⋯⋯⋯-O oil：·⋯⋯(12)h
h。， ，

第汪章■ 自然地理⋯。，． 、1； ，

、8刍．。4≯，。一．， ，⋯ 、。 。，
、

”第r节。。蜷影⋯⋯⋯⋯⋯⋯⋯⋯⋯⋯·’⋯⋯⋯⋯⋯：⋯⋯⋯···-⋯¨·t．★-⋯··¨⋯(13)

第五节一·．地霰··⋯⋯⋯⋯⋯⋯⋯⋯⋯⋯⋯⋯⋯⋯⋯⋯··⋯⋯⋯．．．⋯．．⋯⋯⋯⋯(13)

i⋯一、地液岩层⋯⋯⋯⋯⋯⋯⋯⋯⋯．⋯⋯⋯⋯⋯⋯·?⋯⋯．_m⋯¨．-⋯⋯⋯··(13)

，羔．j-t土质一⋯⋯⋯⋯⋯⋯⋯⋯··⋯⋯⋯⋯⋯⋯⋯⋯⋯⋯⋯·?一·?⋯⋯i⋯⋯·(13)

1王；t、裹罄质地及±体构型⋯⋯⋯⋯⋯⋯⋯⋯⋯⋯⋯⋯⋯····?⋯?·⋯⋯⋯“(14)

第兰节tm黔·⋯⋯⋯⋯一⋯⋯·⋯⋯⋯⋯⋯·⋯⋯⋯⋯”·一i·⋯⋯⋯⋯⋯··?⋯⋯(29)
第四节河流⋯·”⋯⋯⋯⋯”⋯⋯⋯⋯⋯⋯·⋯⋯?·。···如⋯·1．．⋯．．⋯一⋯⋯⋯·(30)

第五节‘自然资源···⋯⋯⋯⋯⋯⋯⋯⋯⋯⋯⋯⋯⋯⋯⋯⋯⋯⋯··⋯·一⋯⋯⋯’(31．)

一、矿藏⋯⋯．．．⋯⋯⋯··⋯⋯⋯⋯⋯一⋯⋯⋯⋯⋯⋯”：“⋯呻⋯．O·⋯··⋯··(31)

互、水利资源⋯·-··⋯⋯⋯⋯⋯⋯⋯⋯⋯．．．⋯⋯⋯⋯_·?·¨．⋯”⋯⋯⋯⋯(31)

‘曼，野生植物⋯⋯⋯⋯⋯⋯⋯⋯⋯⋯⋯⋯⋯⋯⋯冀．“一·⋯⋯一⋯·⋯j⋯⋯(33)

一四、野生动物⋯··⋯·⋯⋯。⋯⋯⋯⋯一⋯⋯⋯⋯⋯⋯⋯⋯⋯⋯·-⋯一··”’．·(34)

· l‘



第六节植被⋯⋯⋯¨··：。·“一⋯⋯⋯··⋯⋯⋯⋯．．·。···⋯⋯_⋯··⋯⋯⋯⋯⋯··(37)

第七节气候⋯⋯⋯⋯n．⋯···⋯，·⋯⋯⋯“⋯⋯·．．．··一···⋯⋯⋯⋯．．．⋯⋯爹⋯⋯(37)

警八节自然灾孝’’蠛参磐扩：≯“j系曩盛‘黧磬"譬⋯‘。⋯·．．⋯⋯··⋯⋯⋯．．．．(38)。螂． p一； {”、 {m ’％姥f?，蔫；” o‘
一·

一、水涝灾害“■；譬气氖々··j汛·．％。·■铺-j韬o；：鲰。··：“⋯⋯·⋯⋯⋯一．：·⋯⋯(38)

二，雹灾⋯·····一．⋯⋯妒··⋯⋯⋯⋯⋯⋯⋯⋯⋯·⋯⋯··⋯⋯⋯¨⋯”⋯··”(38)

兰、早灾⋯”·“⋯⋯一⋯⋯⋯⋯⋯⋯⋯··⋯⋯⋯·⋯⋯?⋯·⋯⋯⋯⋯和⋯?·(38)

四、风灾··％⋯⋯··⋯·⋯⋯⋯⋯⋯⋯⋯⋯⋯⋯⋯·⋯⋯··⋯·⋯⋯-··．．；“⋯·(38)

五，j虫灾·；⋯⋯⋯·⋯⋯⋯√⋯⋯⋯⋯·⋯⋯⋯．．．．·⋯⋯⋯⋯⋯⋯⋯鹬{≯⋯(39)
六，j鼠害·⋯⋯⋯··⋯⋯⋯⋯⋯⋯o··⋯⋯．．．i⋯·⋯⋯⋯⋯⋯⋯⋯⋯瓿···⋯(39)

第三章』7民族人口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一

民族姓氏⋯-···⋯⋯⋯⋯·⋯i⋯⋯⋯⋯：·。⋯“⋯⋯·、⋯·⋯⋯⋯·≯j麓⋯·(40)

人口构成⋯⋯⋯⋯⋯_⋯⋯⋯⋯⋯⋯¨-一··⋯⋯⋯··⋯··⋯⋯⋯⋯⋯(53)

人口密度⋯⋯⋯⋯⋯⋯⋯⋯⋯⋯⋯⋯⋯⋯⋯⋯⋯⋯⋯⋯⋯⋯·⋯⋯”(55)

知识结构⋯⋯⋯⋯⋯⋯⋯⋯⋯⋯⋯⋯⋯⋯⋯⋯_⋯⋯⋯％⋯⋯⋯·⋯(56)

计划生育⋯⋯⋯⋯⋯⋯⋯⋯⋯⋯⋯⋯⋯⋯⋯⋯⋯⋯⋯⋯⋯⋯⋯⋯⋯(57)

华侨和港胞、’台胞及外籍华人·⋯⋯t·⋯⋯⋯⋯⋯⋯⋯···；i⋯⋯·⋯⋯(58)

第四章 农业

第一节

四、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2·

粮食作物⋯⋯⋯⋯⋯⋯⋯⋯⋯⋯⋯⋯⋯⋯⋯⋯⋯⋯⋯⋯·⋯⋯⋯⋯··(64)

整平土地、开荒造田⋯⋯⋯⋯⋯⋯⋯⋯⋯⋯⋯⋯⋯⋯⋯’··⋯·⋯⋯⋯(64)

改良品种，改革栽培技术⋯·⋯⋯⋯⋯⋯⋯⋯⋯⋯-．I”⋯⋯⋯·⋯⋯”(66)

合理施肥⋯⋯⋯⋯⋯⋯⋯⋯⋯⋯⋯⋯⋯⋯⋯“⋯·⋯”⋯·⋯⋯⋯⋯⋯(68)

提高复种指数⋯。⋯⋯⋯⋯⋯⋯··⋯⋯·⋯⋯⋯“o·?“·m·o⋯⋯·‘吖(b8)i

经济作物⋯⋯⋯⋯⋯⋯⋯⋯⋯⋯⋯⋯．．．“⋯⋯·“⋯⋯⋯⋯·⋯⋯⋯”·(69)

蔬菜种植·-⋯⋯·⋯·⋯⋯⋯··⋯“⋯⋯“⋯⋯⋯⋯⋯⋯⋯·⋯。’曲，-⋯”··(70)

品种·⋯⋯⋯⋯⋯⋯⋯··⋯⋯⋯⋯⋯⋯⋯·，⋯⋯·⋯“⋯⋯··?“硒⋯oj····(71)

栽培面积⋯⋯i．．’⋯“．·：⋯····⋯···jm⋯···⋯⋯⋯⋯⋯·一?一·⋯¨⋯⋯(71)
栽培技术“⋯”··“·⋯⋯··⋯⋯⋯⋯·⋯⋯n⋯⋯⋯⋯⋯’．：．一⋯⋯⋯⋯(71)

农田永jl；ll”，Ⅲ一·⋯·⋯⋯⋯一⋯-⋯⋯··一曩味·，t《：一⋯一””㈨⋯”⋯”(71)

水利事业的发展·⋯⋯⋯⋯⋯⋯⋯⋯··“⋯·”⋯⋯。·⋯⋯⋯“⋯”·。⋯·1c|，71)

水利设施和灌溉面积⋯·⋯⋯⋯⋯⋯⋯⋯·⋯···⋯··⋯⋯“⋯”⋯··■t·r 71)

农业植保⋯⋯一籼·⋯···e o 0 e o o e e⋯⋯⋯⋯⋯·⋯“⋯⋯·r⋯·!”⋯⋯·p_-≮74)

病害的防治一l?o·⋯⋯·⋯⋯⋯⋯⋯··⋯⋯···。⋯⋯⋯·⋯””·⋯⋯⋯··(75)

虫害的防治⋯·”“紫⋯⋯一⋯⋯⋯⋯“⋯⋯⋯⋯····¨．⋯⋯，“．”··j⋯“(z～)

尚待解决的问题·⋯·⋯-．．⋯⋯⋯⋯⋯”：··⋯．．．·⋯·⋯w；⋯···i拇⋯”：⋯(75)

农业机具⋯⋯“。·．．一⋯⋯·⋯⋯⋯⋯·⋯·⋯⋯⋯⋯⋯⋯}i?⋯w耐·⋯■··(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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