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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兰山区人民

政府承编的原县级《临沂市志》即将付梓出版。历史巨著，一朝功毕，欣喜之情，无

可言喻。

临沂地当淮徐要冲，史称“齐鲁之噤喉"，曾为历代邑、郡、州、府、道治所。抗

日战争胜利后，成为山东解放区首府。解放后，中共临沂地委、行署驻此。千百年

来，勤劳智慧的临沂人民在这块热土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创造了古老灿烂的

文明，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故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英雄的临沂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翻身解放，内抗强权压迫，外御敌寇侵略，前仆后继，浴血

奋斗，写下了历史上最悲壮的英雄篇章，有1600余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屹立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和茶山革命烈士林内的烈士纪念碑，既是英雄业绩

的见证，也是临沂革命斗争历史的不朽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沂人民

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开创出政通人和、物阜民安的大好局

面。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临沂人民发扬“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

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勇于改革，积极进取，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突

飞猛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在全国革命老区中率先跨入了全国农村综

合实力百强县行列。临沂人民所创造的绚丽历史和辉煌业绩理应载入史册，彪炳

千秋。这是原县级临沂市170万人民的热切期盼，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迫切需要。《临沂市志》的出版，终将这一愿望变成现实。

《临沂市志》纵贯古今，横及百科，罗百年于方册之中，资料浩繁，工程恢宏。

早在1981年，当时的中共临沂县委、县政府便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全省各县市

中率先开展了编修地方志这一文化工程。后因受资料、人员、经费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和制约，未能编纂成书。撤市划区后，编修工作一度停顿。1996年4月，兰山

区委、区政府受市委、市政府委托，毅然担负起编纂完成这部志书的光荣使命。全

区迅即行动，精心组织，全面动员，在省、市领导的关怀指导和罗庄、河东两区以

及市直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史志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广征博采，科学考证，

精益求精，经过两年艰苦、紧张的编纂会战，终于托出了志书的评审稿，并于

1998年11月通过各级评审。现在，志书经认真修改加工后，送市、省两级审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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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已可付梓出版。《临沂市志》历经18年编纂，前后有上百人参与工作，为这一传

世之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同时也得到了各级领导、众多修志行家和社会

各界人士的热诚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代表中共兰山区委、区政府向所

有参与编纂工作的史志工作者和所有为《临沂市志》作出贡献的领导、同志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志为信史。《临沂市志》洋洋百余万言，首置概述、大事记，中设26卷分志，后

殿人物、附录。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精选材料，全面、系统、完

整地记载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县级临沂市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

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热情讴歌了人民群众的丰功伟业，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记述，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于一体，充分反映了临沂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是我们研究临沂、认识临沂的

权威的百科全书。一卷在手，一地之情展卷可得，为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历史知识、

探索客观规律、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地情教育提供了一部好教材。编修地方志，有益当代，惠

及后世。《临沂市志》的问世，必将发挥其“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

志书的出版，是兰山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无可估

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希望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读志、学志、用志，从《临

沂市志》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扬临沂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兰山区的美好明天而

努力奋斗。

中共兰山区委书记 王友忠

兰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潘维康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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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顺庄廷敦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由兰山区人民政府承编的县级《临

沂市志》终于付印出版，这是原县级临沂市170万人民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

临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一至两万年前先民就在这里繁衍

生息，创造着人类文明，文物古迹遍及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临沂人民以

崭新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不断取得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新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临沂人民解放思想，大

胆改革，加快发展，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1991年，县级临沂市在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中名列第31位，在山东省列第

3位。1993年，农业部对全国发展乡镇企业的100个先进县进行表彰，临沂市在

山东省进入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县的23个县市中名列榜首。是年，临沂地区有12

个乡、镇、办事处进入全省经济实力百强乡行列，其中县级临沂市即占了11个。

临沂商品批发市场在全国位居第五，在山东省名列第一。先后被评为全国粮食生

产百强市，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市，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市，全国体育先进市，全国校

舍改造、勤工俭学先进单位，山东省村镇建设先进市，并获省级卫生城，全国双拥

模范城等荣誉称号。被田纪云同志称赞为“老区第一市，齐鲁开放城’’。在撤市划

区的1994年，县级临沂市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19．5亿元、财政收入2．8亿元，分

别占全地区的3|3．1％、27％。昔为“齐鲁之噤喉”的临沂迅速发展成为生机勃勃

的新兴城市，成为沂蒙山区一颗璀璨的明珠。

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一不是临沂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临沂人民无私

奉献的生动写照，是。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的具

体体现。把这段辉煌历史记载下来，传给后人，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临沂市志》的出版，实现了我们的共同心愿。

我们曾在县级临沂市工作多年，与临沂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并有幸参与

编修《临沂市志》这一浩繁文化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亲身感受到编纂工作的艰

辛。现在，经过兰山区修志工作者不懈的努力，一部百余万字的《临沂市志》终于

完成，我们甚感欣慰。

县级《临沂市志》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全面地、系统地记载了县级临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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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县级《临沂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起1840年，下止1994年撤市划区，个别内容适当上溯。并按

照详今略古的原则，详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史实。

三、体裁述、记、志、传、录、图、表诸体并用，以志为主。述以总摄全书，记以综

记大事，志以记述各项事业，传以收载人物，附录辑存文献，图、表随文穿插，力求

图文并茂。

四、专业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和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原则，结合社会

分工，体现特点等因素确定。并采取卷、章、节、目四个层次，个别层次的设否服从

内容的需要。

五、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选择历史上发生在本地

的大事、要事予以记述，以展示本地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

六、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收录本籍人物兼收少数影响较大的

客籍人物。为褒扬革命先烈，专设革命烈士简历表。

七、各时期政权结构、社会团体、会议等称谓，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

用简称。地名、朝代及其他称谓，均按现行通称，古今变更者，加注古名。“解放前

(后)’’系指1948年10月10日临沂县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八、纪年均采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以前加注历史纪年。

九、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为准，个

别沿用历史惯用单位。

十、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表示数量、百分比、公元纪年等一

律使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农历纪年等使用汉字。

十一、资料来源主要采自馆藏档案、文献、志书、报刊、口碑及各行业部门提

供的资料。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文中不注明出处。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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