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莲县 

五莲，一个伴随新中国一起长大的县级城市，1947 年 5 月建立五莲县，因境内秀丽的

五莲山而得名， 由原莒北、日北、藏马 3 个县的部分区乡组成，共有人口 51 万，隶属胶东

区滨北专区；1950 年 5 月滨北专区撤销，改属胶州专区；1956 年 3 月撤销胶州专区，改属

昌潍专区。 五莲，是当年全国山区治理的典型代表，诞生了闻名全国的“五莲精神”。现在

的森林覆盖率在全国也是领先的，全国生态示范基地。 

【基本概况】 

  位于山东日照，自然资源丰富。五莲县盛产板栗、苹果、柿子、桃及其它杂果，享有“林

果之乡”的美誉 。花生、黄 烟、桑茧是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境内蕴藏着具有开采价值的

金、银、铜、花岗石等 20 多种矿产，其中花岗石储存量达 50 亿立方米。生态环境优美，

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森林覆盖率达 43％，碧水、蓝天、绿树相映，是全国生态示范县。  

【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五莲山风景名胜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是国家 AAAA 级风景区、

国家级森林公园、中国野生杜鹃花基地、山东省三大生态旅游区之一。景区内峰峰奇异，气

势非凡，景景如画，“其秀不减雁荡”。景区内的五莲山光明寺是齐鲁四大佛教圣地之一，是

江北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  

【交通便利】 

  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功能完备。G206 和 S334、S222 两条省道纵横交叉穿越境内，可

直通青岛（140km）飞机场；百公里内有青岛港、日照港和岚山港三大港口，南北并列兖石、

胶新铁路，其中胶新铁路贯穿全境；南临日东高速公路（10km），东依同三高速公路（15km），

在五莲境内的日照加工贸易区距日照 19.5 公里，形成了立体交叉的陆海空交通运输网络。

通讯快捷方便，移动电话实现无缝隙覆盖。电力供应充足，水资源丰富。涉外服务机构齐全，

金融、保险业具有良好信誉，文化娱乐设施配套完善。  

【工业基础】 

  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全县形成了机械、纺织、建材、黄金、轻

工、化工、食品等十大支柱产业，拥有农用车、纺织工艺品、黄原胶、黄金、花岗石板材、

花色钳、水泥等 80 多种主导产品，销售网络遍布世界各地。以发展农用机械、纺织工艺品、

生物工程和环保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潜力巨大。  

【科技教育】 

  科技教育力量强，劳动力充足且素质高、成本低。五莲县有 20 多家科研机构，1 所高



  五莲社区是五莲地区凝聚力最强的网络媒体。拥有志愿者服务队、公益助学协会、论坛

管理团队、七夕文学社、消费者协会等各种组织集体。各个队伍都是自己系统化的组织机构。

这是当地其他任何一个媒体都不能做到的，强大的凝聚力是网的优势之一。  

  3、地域优势显著  

  五莲社区的网友绝大部分来自本地，对宣传本地信息有良好的目的性推广优势。另外，

基于网站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组织某一主题的线下活动总能召集到数目可观的网友参

与，这为商家的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打下良好的人气基础。  

  4、会员人数众多，职业分布广泛  

  五莲社区自由宽松的氛围吸引着各个领域的人群，其中不乏党政机关领导、商界精英、

白领人士、时尚青年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话题为五莲社区带来了包罗万象的信息，同时也

为商家品牌的覆盖与提升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媒体平台。  

  5、会员整体年轻化，购买欲望大  

五莲社区聚集了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并以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年龄集中在

18-40 岁，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开放的一族，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

和购买欲望。 

第七章：日照名人 

项橐  

  项橐(xiang tuo),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位神童,虽然只有七岁，孔夫子依然把他当作老师一般

请教,后世尊项橐为圣公。《战国策·秦策五》: "甘罗曰:'夫项槖生七歳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

二歳于兹矣!君其试焉，奚以遽言叱也?'"后以"项橐"代称早慧的儿童。 据考，这种说法最早

见于《战国策》。 

【人物传说】 

山清水秀、神童降生 

  在岚山区的南部，巨峰和碑廓交界处，有条东西走向的山脉，绵亘起伏近廿华里。东头

一座山，峰峦耸峙，名叫幽儿崮，山峰成北南走向，在山峰的西北角，离峰顶 50 米 左右，

岩石形成一个圆圈，约有半亩地，过去这里有座奶奶庙，站在庙天井，南可望见海洲湾，海

水在阳光照耀下好似一泓水晶。西边一座山，叫圣公山。站在山前的碑廓镇向北望，像是一

个大椅子圈。圈内有座庙，叫圣公庙，坐北朝南站在庙天井里近可看万亩湖、绣针河、岚坪

铁路和岚兖公路上车来车往；远可望见连云港的云台山。幽儿崮和圣公山之间有座矮山叫火



第八章：风土人情 

 

节日习俗  

在日照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文化源远流长，故而节日习俗繁多，多姿多彩。  

【春节】 

俗称过年，是民间一年中庆贺时间最长、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春节，古时叫“元旦”。《尔雅》对“年”的注解是：“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自殷商

起，把月圆缺一次为一月，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每年开始从正月朔日子夜标起，叫“元旦”

或“元月”。到了汉武帝时，由于“观象授时”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司马迁创造了《太初历》确

定了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新年。此后，农历年的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  

辛亥革命时，为“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召开

会议，决定使用公历。这样就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至今，人们仍沿用春节这一习惯

称呼。  

据传说，“春节”最早是有祖乙天子定名的。在很久以前，有个以打柴为生的青年叫“万

年”，他见当时节令很乱，决心把节令定准。一天，他上山砍柴，休息时看见树影移动，从

中得到启发，回到家里便设计了一个专门测日影计天时长短的“日晷仪”。但阴雨天无法量测。

后来他在山泉边喝水，见泉水很有节奏的从崖上往下滴，引起了他的联想，又制作了五层漏

壶，用漏水的方法计时。就这样，他通过测日影、用漏水记时的方法，慢慢地发现，每隔三

百六十五天，天时的长短就会重复一次。最短的一天在冬至，从而制作了草历：“日出日落

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一次，祖乙天子去看望万

年，适逢天象复复。万年对天子说：“子时夜交，旧岁乙完，时又始春，请天子定个节吧”。

祖乙天子即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太阳历定准了，他也满头白发，

祖乙天子深为感动，就把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并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今天，人们春节称

为年，过年挂寿星图，据说都是为了纪念功高德重的万年。  

围绕着春节，几千年形成了许许多多的风俗习惯。东港境内，从“忙年”到过年，历时一

个多月，而且春节期间做每一件事情，都具有特别浓郁的节日气氛。  

进入腊月，年味渐浓。有“喝了腊八粥，就把年来数”之说。过了腊月初八，家家开始忙

年，做新衣、办年货。集市百货从集，售货额较平日增加数倍。购置器用，务必添新碗筷，



第九章：历史事件 

 

杨妙真抗金  

  1214 年（宋贞二年），金军镇压红袄军，起义军领袖杨安儿被杀。 其妹杨妙真，号“四

娘子”，集合余部数万人，活动于潍（今潍坊）、莒（今莒县）一带，后与红袄军另一领袖李

全在马鬐山（今莒县东南）会合，杨妙真与李全结为夫妻，继续抗金。  

樊崇起义  

公元 18 年（新莽天凤五年），琅琊（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起义。不久转入泰山，

后在成昌（今山东东平西）大破莽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以赤色涂眉，称“赤眉军”。 

  公元 25 年，率军攻入长安，立刘盆子为帝，消灭背叛绿林军的刘玄政权。后因粮尽撤

退，陷入刘秀大军包围，被迫投降。公元 27 年，力图再起，未成，被刘秀所杀。  

日照起义 

  1932 年 10 月 13 日，中共山东省日照县委在该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 年 4 月，中共日照县委建立，安哲任书记。县委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还在农村

建立了各种农民群众组织，进行抗捐抗税斗争。1932 年 2 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日照县

委改为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诸城、沂水、莒县一带的工作。6 月初，日照中心县委接到省

委关于组织农民起义、建立北方游击区的指示后，于 8、9、10 月召开了 3 次会议，部署和

检查各地起义准备工作，并决定秋后举行起义，成立“鲁南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国工农红

军鲁南游击纵队”，安哲为总指挥。确定起义分南北两路同时进行，南路以山字河、牟家小

庄、邵疃为中心，由牟春霆、郑天九、杨德玉指挥，进攻目标是涛雒镇；北路以安家村、于

家村为中心，由安哲、于共方（后叛变）指挥，进攻目标是王家滩、两城镇；最后南北两路

会师攻打日照县城、石臼所，最终挺进五莲山。  

  10 月 13 日晚 7 时，南北两路起义同时爆发。北路起义农民在安哲指挥下，手执镰刀、

锄头、大刀和长矛包围了安家村，将地主扣押，并收缴其枪支、弹药，当众焚烧地契文书，

开仓分粮。后起义队伍开往于家村。此时，于家村的起义队伍在于共方等人的领导下，捉住

了反动乡长于淑卿，收缴了地主的枪支弹药。14 日，安哲率领安家村、于家村和河山店 3



第十章：日照文化 

日照大学科技园 

  日照大学科技园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是日照市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重要载体。园区控

制规划面积 25 平方公里，以引进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要功能，努力建设区域性人才培养基

地、科技研发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先进文化传播基地。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科技教育项

目投资 40 亿元，竣工建筑面积 234.5 万平方米。  

  大学科技园成立以来，根据园区功能定位要求，一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现已有济宁医

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日照

高级技工学校和日照海事专修学院等 9 所学校入园，在校生达到 6 万人，初步形成了普通教

育与职业教育相互结合的院校体系，实现了日照高等教育跨越发展，全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

由 2001 年不足 10 人，提高到 2010 年的 210 人，为日照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智

力支持。二是加快培育研发经济。目前已有清大华创科技孵化器被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20 多家企业入孵，日照紫光科技产业园、陕西国大高校技术交流中心、五征集

团研发中心等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与此同时，加快产学研合作，依托园内高校已共建信息工

程、电气工程、印刷工程、海洋生物工程等 4 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日照质检中心，校

企共建现代汽车学院，实现资源共享。三是着力发展创意产业。以动漫游戏、出版印刷、工

业设计、软件信息、文化艺术等为重点，规划建设日照创意产业园，首都师范大学日照动漫

基地、北大青鸟日照校区已经运营，中央教科所（教育科学出版社）日照研发基地、中冶北

方工程设计研究院、关玉良艺术工作室等一批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四是积极推行高校后勤社

会化。高校学生生活区由园区组织、社会投资，开发性安置失地农民，发展高校后勤服务业，

实现了驻地群众就业与增收。本着“市场运作、规范管理，服务学校、共同发展”的原则，全

面实施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以加快发

展再创业为动力，加快结构调整、功能提升、规划优化、体制机制创新和服务地方发展步伐，

努力由 “高教园区”向“科教文化创新型园区”转变。一是坚持科教立园。围绕我市重点战略

需求，积极争引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和理工类大学，支持园内高校创建有特色高水平大

学，加快完善园区科技创新功能，真正成为日照科教兴市的支撑平台。二是坚持产业兴园。

重点发展科技研发产业、科技孵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不断优化创业环境，努力把大学科

技园建设成为我市人才创业聚集区、高端产业核心区。三是坚持创新强园。积极推进园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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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运营模式创新，加快由建设园区向经营园区转变。加强园区功能开发，不断提高管理服务

效率，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第十一章：日照名校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创建于 1955 年，是山东省重点大学，设学于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

育家、政治家，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的故里——曲阜，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日照设有新校区。

杏坛伟业结硕果，与时俱进著华章，学校秉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形成了“勤奋，

朴实，团结，进取”的优良校风，共为社会培养输送了约 14 万名合格毕业生，为山东省的经

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校概况】 

  曲阜师范大学设学于孔子故里曲阜，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日照建有新校区。建校 55 年来，

曲阜师范大学扎根孔孟桑梓之地，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秉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

坚持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形成了人文特色鲜明的优良学风，培养了 16 万余名优秀人才，

谱写了培育英才、繁荣学术和传承文明的辉煌篇章。  

  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武书连、吕嘉、郭石林的《2006 中国大学评价》

中评选出的中国大学各学科 100 强名单中，曲阜师范大学在教育学 60 强中排名 24 名（全省

第一）；在历史学 50 强中排名 42 名（全省第二）；在社会科学 100 强中排名 93 名（全省第

三）；在大学文学 100 强中排名 60 名（全省第三）；在大学理学 100 强中排名 69 名（全省第

四）；在大学法学 100 强中排名 96 名（全省第五）。  

【院系设置】 

  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4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3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5 个，一级

学科硕士点 17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114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0 个，本科专业 67 个。

学科专业覆盖了文、理、工、法等 10 大学科门类，初步形成了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师范专

业与非师范专业协调发展、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学科专业布局和层次完备的人

才培养体系。设有 1 个独立学院（杏坛学院），27 个院（系），28 个研究所， 14 个省级重

点学科，其中包括 6 个省级重点强化建设项目。3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 个省级强化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基地。设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曲阜师范大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