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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高青县志》问世，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喜事。

编修地方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高苑、青城县编修志书始于

明，盛于清，疏于解放前的动荡和战争年代。1948年建置高青县后，广

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

务，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特别是J9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

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业俱兴，人民安居乐业。蛊世修志，编纂地

方志已是非常必要，而且具备了条件。从1982年开始。历经九载，数易

其稿，终于编纂出高青县第一部县志。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

主义原理，详今略古，实事求是，重点记述了建国以来全县人民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

史，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体例上做到了继承与扬弃，先

横后纵，经纬分明，记志图表录传兼用。内容上达到了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它不失为一部较好的社会主义新县志。

地方志历来记载广泛，包括自然、人类社会、思维知识的各个领

域，横及百科，纵贯数百、甚至数千年。而高青境域，物华天宝，勤。

劳、勇敢、淳朴的劳动人民自原始社会末期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

创造发展自己的文明史，为志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现在编写的县志，

包括建置、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物产、民俗、宗教、人物等方面，是高青县的一方全史、百科全，．
／／，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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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书：

编纂县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加之资料荒略，．区划变动频

繁，更增大了编志的难度。县委、县政府始终重视和加强史志工作，周

密组织。修志人员精心编纂。全县人民及有识之士，深感匹夫之责，给

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省、地(市)地方志办公室多次进行指导，有关

部门提供了诸多方便。众志成城，众手成志，《高青县志》是各方面通力

合作、辛勤劳动的结晶。在出版之际，特向为县志编纂出版作出努力和

贡献的所有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

编纂地方志有益当代，惠及子孙。一册在手，全局在胸。以史为

鉴，方知兴衰。《高青县志》将为全县的改革开放、稳定发展提供宝贵经

验和丰富的资料，对客观、全面认识县情，探讨发展规律，振兴高青，

有着“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 。’，

高青县人民政府县长 即足
二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九El



Ⅲ

序

志者，记也。方志乃我国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今《高青县志》，以

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的态度著述，旨为当代服务和惠及后世之用。

高(苑)青(城)古为齐地，地灵人杰，素有优良文化传统。今新

编方志实发古人遗风，且较旧志有异。旧志因时代所限，内容取舍多存

统治者之偏见，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甚浓；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真实撰述历史，且有鲜明的

科学性。此一异也。古之修志编者甚微，虽设采辑人员，但因地旷人
稀，交通不便及人事久远等因，寻访甚艰，搜集资料极为有限，故所载

往往欲言不达，约而不详，使后人颇难稽考；然《高青县志》上有党的

领导，下有群芳力行，加之各有关单位和工作在外的高青籍老乡的鼎力

协助，群策群力，故资料来源丰而详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以充青

史。此二异也。又古之县志，虽有风土、异物、地理、寺观、人物等专

目，但尚无土壤、人事、劳动、工商、科技等专述。此三异也。

今次编纂《高青县志》，工作浩繁，殊非易亨。上溯清末民国初期，

下至1985年，时间跨度较大，老一辈耆宿元老大多相继故去；又加“文

化大革命一的干扰破坏，许多史料残缺不全，给编志工作带来较大困难。

唯县志编修人员不畏艰辛，栉风沐雨，踏遍齐鲁大地和部分大中城市，

大海捞针般地锐意搜求，以内查外调、走访座谈等方式，广征博采，其

捃摭之广泛、记述之详尽，实非以往旧志所此也。本志乃是高青县一部

较为珍贵的历史教科书。

余乡在山东高青，地处鲁北平原，土地肥沃，。人民勤劳。论其邑古／、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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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齐之苑囿，且有千乘城、狄城遗址和衮龙桥；论其地古有济水，今有

黄河，盛产粮、棉、桑、麻，更有沉睡亿载之地下石油，今日得见天

日；论其人则有秦末田横、西汉兄宽。千百年来，志士仁人前赴后继，

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创立了不朽业绩。岂诸子之英杰，乃天钟灵于斯土

欤。

追溯民国年代，军阀割据统治，赋税繁重，人民横遭涂炭，流离颠

沛。当日本侵略军进攻，又纷纷南逃，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每念及

此，悲愤难抑。在国难深重、民不聊生之际，幸中国共产党人及仁人志

士率高青健儿揭竿而起，点燃起抗日游击战争的烈火。经过艰苦奋战，

付出很大牺牲，创建了以高苑为中心、联系胶东与鲁南的抗日游击根据

地。经过夺取抗日胜利，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民主政权，高青人民终于

获得了解放。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发动内战，妄图夺取人民的胜利果

实。高青人民积极支援解放战争，掀起参军、参战热潮，为全国解放做

出了贡献。这段艰苦斗争的历程j光辉的革命历史，将埋在高青人民心

中永志不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勤劳勇敢的高青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引水兴利、科学种田，与自然灾害展开斗争。“文化大革命”

期间，各行各业受到干扰，国家和人民蒙受极大损失。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各项工作走向正轨、。至1985年，党的

改革、开放政策使高青政治、经济、精神文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

绩，城乡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余爱家乡之美，更念家乡先代名垂千古之英烈。回忆过去家乡的悲

惨境遇，看今朝农、工、商、教、科、文、卫诸业之发展，瞻望美好幸

福的未来，情不自禁，感慨万千。在《高青县志》出版之际，欣然应乡

里之邀为之弁言，因限于笔墨，不足阐扬于万一，仅记数语，聊存鸿

雪。此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

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歹。函阮，
一九九。年十月于北京



V

凡 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

述本县的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内容上限一般在1840年，有的适当上溯。下限除县城图和输电线路图

外均止于1985年。

三、大事记为本志之纲，以采用编年体为主，以记事本末体为辅。各专业志均采

用横排门类、纵写史事之体例，打破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按事物性质归编入章。

四、本志资料来源，一是正史、旧志和省、地、县档案，二是由各专业部门提

供的材料，三是经过考证的口碑材料。

五、本志中有关数据，以县统计局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以部门提供的

为准。
‘

六、为便于比较，本志中的历年工农业总产值，统一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七、人物：立传人物古今兼收，以今为主；除本县人外，·也收有在本地影响较

大的外县籍人；为正确反映历史，亦记有劣迹昭著的反面人物；在各节中，均以卒

年为序。革命烈士英名录，以民政局提供的材料为准。社会知名人士，指各部门提

供的(包括在世者)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八、志书系记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本志竭尽遵从。但有的地方为反映

当时历史形势，不误后人，故在记述后略加点缀之语。

九、本志记述用现代通俗语言。以文字为主，辅以照片、图、表。每编或章开

头，有述者系补正文中之不足，无文者即不宜复赘。

十、本志中的引文，均有出处。加引号者，与原文无误；无引号者，叙述忠于

原意。 ·

十一、本志中表示数量的数字及百分比、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字；日常用

语、词汇，专用名称中的数字和朝代年号及农历月、日，则用汉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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