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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县城乡建设志

沂水县城乡建设志编纂办公室

临沂地区出版办公室



出 版 说 明

编纂社会主义一代新志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

设工程。为了确保志书质量，提高其实用价值，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达到经世致用的目

的，我们将分期完成《临沂地区地方志丛书》的编辑

出版任务。这套丛书，包括列入上级编纂规划的l部

地区志、1 3部县(市)志以及特色鲜明、质量较高的

若干部专业志。

这套丛书由各承编单位按照新志书的有关规定编

写，经过编志业务主管部门决审，统一由出版部门安

排编辑出版印刷。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一项浩繁艰巨的工作，由于

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

界读者不吝赐教。

临沂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临沂地区出版 办公室



《沂水县城乡建设志》编志机构

组 长：

副组长：

编志领导小组

朱文田

王忠普

成 员：王成钧、肖培斋、仇西安，刘兆仁。

办公室主任：刘兆仁

成 员：高福和、李友祥，马正福

编志人员

主编：刘兆仁 ，

资料收集：高福和，李友祥、马正福

摄影：马正福

校 对：刘兆仁、高福和、贺俊卿

修改：贺俊卿

监审：建委党组

责任监审：朱文田

主 审：焦恒怡、段维德



城乡建设志编写领导小组合影

(左起刘兆仁、朱文田、王忠普、王成钧、肖培斋)

编志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刘兆仁、高搞和．李友样 右排左起：贺俊卿、马正福)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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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蚕露

中国共产党沂水县委员会办公大楼

沂水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沂水中心医院门诊绥

沂水一中教学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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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县邮电接

沂水县电视发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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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皋公西南大门

县委机关招待所



旅社

县第一座四层楼。

沂水县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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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山水库溢洪闸

建委机关办公楼



序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当今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中，更应

修好地方志，使之起到“资治、教化、存史”之作用。

在县志办公室及地区建委史志办公室领导和指导

下，《沂水县城乡建设志》问世了。这是我县有史以

来的第一部《城乡建设志》，它的问世将对我县城乡

建设事业起到重现历史、继往开来的作用。

沂水县历史悠久，远在二十万年前后，我们的祖

先即在此繁衍生息，我们的租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

光辉灿烂的业绩。直接反映人类文明的各类建筑物，

就是业绩中的主要成果。然而解放前，由于统治阶级

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

的发展，致使我县城乡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城乡建设工作，建

立了一系列的城乡建设办事机构。城乡面貌有了很大

改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业俱起，

方兴未艾，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我们要珍惜这千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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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的大好时机，竭尽全力把沂水县城乡建设得更加繁

荣昌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党的“十三”大确定的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本着“详今略古”、 “古为今用”的精神，尊重

历史，尊重事实，记载了沂水县解放前城乡旧貌和解

放后建设的新貌，让人们了解我县城乡建设的历史和

现状，为各级制定城乡建设计划和管理措施，提供历

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本志尽管编写人员作出了极大努力，但由于有些

材料因年代久远或欠全，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

所难免，敬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志承蒙县志办公室、地区建委史志办公室的热

情指导，各兄弟单位及知情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

表示衷心地感谢。
朱文田

198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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