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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平度市委常委、同和街道党3-委书记张健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值同和街道成立3f)周年，《同和街道志》正式付梓发

行，这是传承历史，弘扬文明的一件大事，也是深度挖掘同和内涵，展现同和盛世风貌的重要

文化成果j

同和街道始建于改革开放之初，前身是1976年成立的王家站人民公社，至今已有3(J年

的历史 同和之称谓，源于平度市区五条河流经本地汇聚于泽河，八胶莱河奔入渤海，有呈百

川归海之势，始取“同河”的谐音“同和”，意喻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据史载，明朝设“接官亭”于

此，是历代命官巡视的必经之路“十里接官亭，百姓同和业，命官福迹至，和风细雨声”。这是

当代青年感受现代同和、触摸历史有感而发，真实地反映出历史文化与现代人文景观、社会和

谐发展的社情风貌

同和街道辖区的村庄，大部分是明朝洪武年间从云南、山西移民而来在这600多年的漫

长岁月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业绩，他们承袭

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特征；他们勤劳勇敢，朴实无

华、敢为人先，在各个历史时期人才辈出，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着名人、大家，但民间也流传着

优美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尤其是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保家卫国的战火纷飞的岁月，



他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勇立潮头，大胆创新；在改革开

放时期，他们凭着顽强、执着、坚韧不拨的精神，干出了一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泽社会、

造福子孙的伟大业绩，

同和人杰地灵。

改革开放约3f】年，特别是近十几年，同和在推选新型工业化、小城镇建设、人文环境、

构建和谐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历届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

群众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勤奋工作的结果，也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结果历史是凝结的现实，现实是延续的历史同和人应珍一浩目

前的形势，抓住难得的机遇，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坚

定不移地推选新型工业化，坚定不移地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更加美好、和谐的新同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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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平度市档案局局长、史志办公室主任徐明堂

中共平度市委常委、同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健同志嘱托我，让我给即将出版的《同和街

道志》写个序，并和我以及同和史志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就同和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

与探讨。

回来之后，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古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神庙上所刻着的那唯一的

一句箴言——认识自己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景?想必是因为这句箴言一直是千百年来古人向世人提出的最伟大

的建议，也是我们编史修志工作的宗旨和灵魂，而同和领导对史志工作的真正重视以及同和

同仁的辛苦努力，恰好触动了我作为一名史志工作者最敏感的神经

卢梭，这位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思想家，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有这样一

段名言：“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

德尔菲神庙里惟一的碑铭上的那句箴言‘认识自己’，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重要”

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也有类似的一段名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

者有力，自胜者更强 ”至于孔子那句“每日三省吾身”的话语。熟悉的人恐怕更多

其实，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生生不息地发展、进步，首要

的任务就是认识自己特别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万事万物日新月异、急剧变化，而且

我们又是在走一条全新的路，一切都在探索当中，这更需要不时地回过头来，认真地仔细地审



视一下自己，审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以明确未来的方向 磨刀不误砍柴功。自己走过的路，

是自己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而《同和街道志》的编纂，正是同和人自我认识的一个举措，同

和是一个年轻的小城镇，令年刚满3(J周岁，可在平度，同和几乎就是“奇迹”、“品牌”的代名

词，平度幅员3166平方公里，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级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同样受几

千年小农经济的禁锢，同和为什么会奇迹般地崛起，迅速走上工业化的路子?在改革开放的

大潮中，他们是如何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的?她的思想意识经过了怎样的嬗变?她的发展战略

经过了怎样的调整?面对资金短缺、资源匮乏、人才不足等诸多难题，他们是如何破解的?面

对发展与环境、改革与稳定、富裕与文明等矛盾关系，他们是如何统筹协调的?3fJ年来，在获

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他们也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国家各种文化的冲突、

对抗以至交融，最终又形成了怎样的具有同和特色的文化内涵?⋯⋯对此，《同和街道志》均

作了详实的记录和回答，它是同和创造的又一笔财富一

财富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文化的 物质是形，文化是魂相比之下，物质财富的聚集有时

往往要容易得多，但如果没有先进文化的支撑，它的消失也往往容易得很四大文明古国，除

中国外，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消失了，它们消失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根本还是在文

化的包容、吸收、融合与传承上出了问题，所以西班牙女王在得知哥伦布出海缺少资金时，

会毫不犹豫地摘下自己王冠上的宝石送给他；所以丘吉尔会说：“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

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所以在历经战火、千疮百孔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大门上，高悬着这样

一条横幅：“只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活着，这个国家才活着”；所以美国的著名学者马丁．

路德会断言：“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

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质，即这个国家的文化一这才是真正

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二

或许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于是也就有了张健同志和修志人员一起研究志稿的举动，有

了同和人清醒的自我认识，

《同和街道志》的编纂出版，饱含了同和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的清醒认识、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饱含了主编窦文成和同和史志办公室全体同志的艰辛努力，饱含了同和历届老领导

的亲切关怀，也饱含了所有关注同和、支持同和、参与同和发展的各界各国朋友的关心和帮

助一它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必将在保存历史、资政育人、传承文化、推

进未来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懂得认识自己，是明智的；敢于认识自己，是理智的；善于认识自己，是睿智的。

《同和街道志》的编纂出版，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同和的未来会更美好!

试为序．是为序j

扩羽1
二oo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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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同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刘东生

同和是一个年轻的小城镇，1976年1月，在平度城南从原城关公社、蓼兰公社和白埠公

社各划出部分村庄，建起了王家站公社，至今才有3(1年的历史。建社之初，资源匮乏、交通不

便．属于典型的农业小乡镇，目转月移，尤其是近十年来，在平度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街道党工委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探索出了一务镇为

基础，以工哺农，以城带村的新农村建设之路，实现了镇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2005

年．街道三项产业的比例分别达到7：72：21，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j 8亿元，地方财政收

入475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7f)g元，分别比1976年增长了j7倍、l 50倍和114倍一

2f)n2年，根据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要求，作出了编纂《同和街道志》的决定，旋即组

织热心史志、有工作经验、了解本地情况的同志从事调查研究和编辑工作中间人员更迭，艰

难而成几年来，我每翻阅志稿，深为同和人民创业之精神所感动，自觉肩负责任之重大，从

中亦见编史修志之重要，乃是上对古人下对子孙的百年大计，志稿经有关领导和专家三次评

审，三易其稿，于今正式付印出版，内心由衷欣慰。

《同和街道志∥统舍古今，立足当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方志体

例．系统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同和街道自建社以来的自然和社会状况、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同和人民在党妁领导下不断开拓创新

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方志，是一个综合性的镇情资料库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同和街道志j是一部良好的乡土教材：对于客居国外、

港澳台地区及其他省市的同和籍专家学者的家乡儿女来说，是一座沟通信息、加强联系的桥

梁，有助于加深对故乡的悠悠思念之情，为振兴桑梓贡献力量；对于曾在同和这块土地上工

作过的人们，从中可重温昔日的光辉岁月，激起美好的回忆和对同和人民的深切关爱，

在《同和街道志》的编写过程中，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及专家、同行、社会贤达给予热

情关怀和帮助，曾在同和_Y-作过的老同志积极为之提供史料，多任领导曾为之精心筹

划，我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全体修志人员为编写志书倾注心血，辛勤劳动，

我借此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谢意，j

诚然，《同和街道志》也还存在某些至今尚未被我们认识到的缺陷和不足，我们竭

诚祈望读者和领导、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我衷心祝愿“诚信、厚德、创新、卓越”的同和

人民，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发挥优势，凝心聚力，在改革中前进，在开放中腾飞，把同和

建设得更加富裕、文明、和谐，让未来为同和谱写出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谨以此为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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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Xljd,平理论和“i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力求科学、严谨，做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二、本志编修，采取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突出经济、兼顾各业的原则，力求把经济发

展和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成效纳入本志，并通过丰十会现象．反映客观规律，使本志成为传

承文明义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载体，

i、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不限，下限为2005年，个别内容适当下延至2006年。志书

的结构分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共8章。分为建置沿革、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卫生、社会风情、人物、荣誉奖项，卷首有序、概述、大事记，卷尾有附录文选、编后

记。

四、本志采用述、}己，志、传、录、网、表等形式，以志、罔为主，力求横排门类，纵述史

实。

五、大事记讫于2005年，以编年体为主，辅以与记事本末体，选择历史上发生在本

地的大事、要事予以记述，以展示本地发展的大致脉络：

六、本志人物以本籍、现代和有突出贡献的人士为主，兼收对推动同和发展有重大

影响的外籍人物为褒扬革命先烈，收录革命烈士英名录。

七、资料来源主要采fH平度市、同和街道的档案及罔书文献、《王家站公社志》，个别

采用有关部门及个人回忆资料，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历年统计为准，

八、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数字用法按国家颁布的《关于}“j扳物七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均按照《巾华人民共和围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的规定》表

述。

九、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前加注历史纪年，引文中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十、本志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官职人员的职称，均系当时历史称谓：为便于读者阅

读和使用，少数地名夹滓了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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