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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欣闻《任城区志》即将付梓，不禁由衷高兴。这将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

丰硕成果，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济宁修志始于明代，盛于清朝，至民国年

向，先后编修州．、县志及续志6菇。由于历史的局限，旧有州、县志虽精华糟粕并存，

但毕竟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考察任城区乃至济宁市古近代历史的

重要文献。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地情大

调查、大总结。《任城区志》的编修始于1982年，历6届编委会。十余年来，史志工

作者们以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甘于寂寞，乐于奉献，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以严谨

科学的治学态度，博收约取，辛勤笔耕，几经研讨，数易其稿，终成横涉百科、纵贯古

今的百万言巨制。

《任城区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采用新材料、新方法、新

体例，记述了境内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的沧桑变迁和兴衰起伏。志书遵循“存真求实"的方针，不溢美、不讳过，忠实地记述

了成绩和失误、前进和曲折、经验和教训，既成功地再现了任城人民在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英雄业绩，又客观地反映了近代史上国运不昌、民

生维艰的状况和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曲折经历。志书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

则，着重记述了任城区自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描绘了

区内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轨迹，展示了任城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任城区

志》内容翔实、体例严谨、语言规范，做到了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具备鲜

l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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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城区志

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堪称揽古今万物于一册的地方性百科全书。

“欲明大道，必先知史"。《任城区志》具有不可低估的“存史、资攻、教化"作用。

她不仅为我们研究任城、认识任城、建设任城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可资借鉴的宝贵资

料，也为我们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

材。因此，《任城区志》作为全面反映任城历史和现状的一方之全史、一方之信史，将

播惠当代，泽被后世。

值《任城区志》出版之际，谨向指导帮助区志编纂的上级业务部门和各地专家

学者，向全体编辑人员和所有关心支持本区修志事业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躬逢盛事，承前督修，今得玉成，谨作此序。

中共济宁市任城区委书记孝氟抄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卢如珂
1 9 9 9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境内自然、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时间断限一般上起1840年，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下讫1995年，以建国后为

重点。原则上以下限时辖区为取事范围。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表随文附。概述、大事记冠前，

附录殿后。专志分卷、章、节、目四个层次。部分卷、章、节前加无题小序。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入传人物概为下限前谢世者，以本籍、正面、近现代和当代人物为主，按卒

年先后排序。烈士入英名录。-

六、各类数据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统计资料缺项者，采用主管部门资料。建

国前统计数字不对应现辖区做增减。有关国民经济数字以当年现价计算，必要时括

注不变价。计量单位采用国际或法定标准。

七、采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前括注历史纪年。

八、机关、职务、历史事件、政治运动等均沿用当时的正式称谓，首次出现时用

全称，加注简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九、记述采用现代书面语言，力求准确、简洁、朴实、流畅。

十、本志资料来自馆藏文献、档案、书刊和有关部门供稿，不注明出处。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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