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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输业，服务业为主的新型街道，把一个‘

序
《辛店街道志

衷心的祝贺。据在

工作会议上获悉，

省第一部街道志，

展进程，我们的街

店街道的党政领导

版辛店街道志．填

库的空白，是辛店

件大喜事，是辛店

丰硕成果。

辛店历史悠久

蕴丰厚。早在西周日

汉砖为刘邦长子刘

》出版

烟台召

“辛店

随着辛

道工作

及时纽

问

开

街

店

不

吩全省修志

壹志》是我

赶市化的发

昕发展，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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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三个文明建设取得的

物产丰富，文化店

期是姜走公的封地．

汉齐王塞

座落于境内寓托村，初步发掘出汉代文

物12100件，属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大

辛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E1战

}人组织起“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十

Ⅲ导的黑铁山起义部队：1938年1月4日，临淄

目伏击战，击毙日军小队长吉田藤太郎，打死

枪．

}和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改善了

E为主的乡镇，发展成为以工业．商业、交通

妊夏一小站，一列火车两头见”的辛店，发展



成为省市强镇。1990年工业产值实现亿元，1992年实现小康镇目标，1993年至

1995牟经济综合实力连续三年跨八全省百强9镇行列；2005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31．44"fL元：财政收／'L4718；b-元；农民人均收入选到6370元。先后荣获“淄博市先

进基层党组织”“淄博市小康示范乡镇”“淄博市教育强}镇”“淄博市经济强

9镇”“淄博市出口创汇强9镇”“全省农村经营管理先进单位”“省拥军优属

模范单位” “全省信访3-作先进单位” “全堵计生协会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群

众体育先进乡镇”“全国千强乡镇”“山东省最具投资价值的地方”等荣誉称号。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冶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地方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辛店街道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把缡纂辛店

街道，5-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编辑人员广征博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了辛店街道从古至今的沧桑变化；记述了当地的美俗淳

风、灿烂文化、英杰人物，记述了自然、人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

面的历史与现状，揽古夸万事于一册。具有严格的科学·『生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文

风端正，图文并茂、资料翔实，是一部反映辛店街道经济与社会发展史和现状的

资料性文献。它的出版问世将为世人了解辛店的历史和现状，为辛店街道未来的

施政决策，促进各项事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发展辛店的美好未来，提供科学

依据，发挥应有的作用。

抚今追昔，勤劳勇敢的辛店人民用智慧和双手谱写了壮丽的史篇，我坚信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辛店人民一定能够描绘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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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二
一邵记述辛店百年历史的“辛店街道志》现

已面世。这是奎街道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是辛店街道“三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

成果，可喜可贺，

方志为一方全史。 “辛店街道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现，立足辛店实际，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秉笔直书，翔实地记录了

辛店发展的全过程，反映了辛店各项事业兴衰变

迁的历史轨迹，是辛店百年的百科全书。盛世修

志，古来如此，而用志是新时代方志事业的新特

点、新发展。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鏊”。本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将鼓励人们展望未来，增强社会发展的

信心，达到鉴古知今的资政目的。

辛店街道居鲁中交通要冲临淄腹地，东傍淄

；可，西靠齐鲁石化公司，南依群山，北连城区，

胶济铁路横贯东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辖区自

周朝立村开始，先民们历尽沧桑，苦心经营和辛

勤耕耘这片热土。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委政府

更是呕心沥血，接力奋进，社会各项事业始终走

在市区前列．=十世纪六十年代，胜利炼油厂的

建成和齐鲁石化公司成立，临淄区委、区政府南

迁，都为辛店的崛起和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辛店拉开了工业快

速发展的序幕，凭借地处城区，背靠齐鲁的优势，

内引外联、城9互动、共存互补、团结拼搏、开

拓进取，大力发展街遗=三产业，经济建设和社



会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由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

镇，跃为工业强街道。近几年，全街道坚持以

“党建统全局、工业立街道、开发齐文化、建设

文明城”为战略，以争创“山东省第一经济强

街道”为总体目标，发挥“两齐”优势，提高科

技舍量，站在新起点、推动新发展、实现了新的

突破。

欣逢盛世，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做出编纂

Ⅸ辛店街道志*的决定，组织热。史志、文字水平

较高的老同志从事编嚣工作，聘请原区委、区政

府的老领导高广举、宋梦鹞扭任编暴顾问，历尽

艰辛，终于将生活在辛店这块热土上勤劳勇敢、

智慧无穷的人民创造的光辉业绩载入史册。辛店

街道志的出版将激励辛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它将成为辛店人

民世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部凝聚着全街道干部群众心血的志书——

《辛店街道志*是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

全街道五万多人民热爱乡土的心愿。中共临淄区

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福泉同志为本志亲

自写序。在此，谨向关心支待本志编纂工作的各

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及为本志编纂工作做出

贡献的全体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共辛店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

辛店街道办事处主任

辛店街道办事处主任田刚昌



辛店街道志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全面记述辛店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及现

状。力求做到思想胜，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原则为J：限1904年，F限2004年底。其中大事记、组织机构、街道办

事处集体荣誉及有__)∈隆I J}|、-延到2006年底。

j、本志采f；}|志．述、i己、传．录、圈、表等体裁，以志为主体。

心、忐书结构分篇．章、节、目、于目5个层次。奉，占共设21篇，内容分类以事业为

t，适当考睡}t会分ji，横排门类、纵写历史。人事记以编年{奉为t，兼辟|记事本末

体。志前设概述、大事记，志末为附录，不列篇序。

五、本志人物人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J!『J，以率籍人物为主，兼收少量对=#齿影

响较大的客籍人物。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祛，记人有关篇章中。人物传略、简介

以生年为序，人物名录以单位划分。

，i、纪年_f；}J公元纪年。民国前加注历史纪年，-g『文中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七、地名·般以事件发生时的地名为准，如后有变动，加注今地名。

八、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九、资料来源。新中昏I成赢前以IM《临淄县志》及有关史料、志bi己载为准；新中

国成立后主要采用临淄区、辛店街道办事处的有关档案，史料、图书．文献等资料。有

关数字，以临淄区及辛店街道办事处统计部门历年统计年掀为准。部分资料和数字由有

关部门单位和知情人提供。

十．本志记述采用规范的语体文、i己述体。计鼙单位原【I!|J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景单位》为准．为便于表述，个圳地方采}fj常见1}法定计董荤位；数字用法以1995年

12月l 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出版物卜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标点符号按1995年12

月1 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的《标点符号I{j法》执行。

|．_一、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为2004年底辛店街道办事处所辖行政区域，部分内容按当

时状况记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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