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嚣j黪，
’．一．爝。

一

薰、一蕊



殊封志

林村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林村党支部书记林基山(中)

副书记兼工业总公司经理林明生(右)

副书记兼村委主任林云滋(左)

暑。In l i．-mU．

党支部书记林基山(左)与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林一山(右)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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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林基山(左)陪同山东省人大主任李振(中)及威海市委副书记李仕恩(右

视察林村。



1990年10月28日林村幼儿园大楼落成剪彩。市、镇领导及村负责人合影留念

林村幼儿园大楼

林村工业总公司办公大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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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幼儿园大楼院内一株珍贵树种“四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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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志》评审小组。

左前起：成员林治彬、林基坤、林乐祥．林治友。

中排左起：市志办公室主任初钊兴、支部书记林基山．主编王远光、

市志办公室副主任王梅盛。

左后起：支部宣传林治学、村志办公室成员林乐福、村委副主任林竹良

评审小组成员林治江、林村妇女主任林治兰、村志办公室负

责人林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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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志》问世了。这是林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

事。

林村已有700余年的历史，现有1646户，4870人。《林村志》

详实地记载了苦难的过去和幸福的今天；记载了林村人为谋求解

放，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再现了林村人战天斗地气壮

山河的豪迈气概。《林村志》将成为林村人世代相传的珍品。读者

掩卷沉思，不能不缅怀那些为翻身解放而光荣献身的先驱；不能

不怀念那些开拓和建设林村的父老；了解林村昨天苦难的根源和今

天幸福的由来；不能不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

的家乡，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以百倍的努力去开创幸福

的明天D

《林村志》工程浩繁。1989年春，党支部决定组建村志编纂委

员会，成立了修志班子，特聘文登营离休教师王远光为主编，在市

志办的指导下及有关部门的协助和支持下，搜集了上百万字的资

料。经过编志人员的刻苦努力，于1991年5月，初稿纂成。6月初旬

又在村党支部的主持下和市志办主任兼主编初钊兴、副主任王梅盛

的直接指导下，邀请了威望较高而又了解村情的老干部、老党员，组

成志稿审评小组。经过4天的努力，对志稿进行了全面审评。按照

审评意见，主编作了修改、补充和文字加工，文登市史志办全面校

阅、定稿。

《林村志》的诞生，是全体编志人员，特别是王远光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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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业辛勤劳动的成果，当然，也离不开全体村民和林村在外地工作

的同志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还应该感谢市志办的领导，在西忙中经

常惠顾和耐心指导。在此，饕代表林村党支部及林村全体群众向关

心和支持、／、／林村志》编写工维如j存关领导和同志，致以真诚的谢
=电
。恩。

中共林村党支部书记林基山

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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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一部纂载林村古今的资料书，包括自然与社会两大

部分。地理位置、地形、土壤、资源、人口、灾害等属自然部分；

经济、政治、文教、卫生、风土人情等属社会部分。自然部分居

前，社会部分置后。

二、编纂本志，努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面貌。采用详今略古的

编纂方法，尽量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三、篇目设置，以章分类，横排竖写，采用章、‘声、目：一!级结

构。有些章二宵的内容较多，则目下又设子目。

本志收录范围，以林村现辖范围为限。所析出之村庄，仅记进

出时间和变动情况。

四、体裁，采用记、志、图、表、录等为主要形式。

五、行文，力求朴实、精练、简明。对人、事秉笔直书，实事

求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有关历代政权、团体、部队、组织等，

一律采用通称，在行文中不用第一人称。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

名，根据需要，酌情加用职称，不加政治性定语。数字以各历史时

期之档案为准，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表

述性的用语及数字专门名称，一般用汉字表述。关于时问的记载，

采用公元纪年法，用阿拉伯数字表述。农历年、月、日及中国纪年

则用中国数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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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物收录范围，以林村籍为主。在外地工作的，以县团级

以上之干部为收录对象。革命21J,-士及革命伤残军人，均在收录范围

之内。村干部、群众凡受县级以上表彰者全部收录在册。

七、本志除“建村史略"等少数章节上限1264年外，其余者一

般上限清末，下限为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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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林基山

副主 任林明生林云滋

办公室主任林治学

《林村志》编纂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 编王远光

资料编辑林书篇

编 务林乐福

摄 影商春波

《林村志》责任主审

主 审 初钊兴(市志办公室主任兼主编)

副 主审 王梅盛(市志办公室副主任)

《林村志》审评小组

组 长林基山

成 员林乐祥林基坤林治江林洽彬

林竹良 林治学林治兰林治友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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