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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j事

地方志为一方之全史 ， 横陈百科、包罗万象。 绵延不断的地方志编修是中华民

族特有的文化基因 ， 作为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重要文化事业 ， 在唐续传统、传承

文明、资政育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 ，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中指

组的精心指导下，山东省史志事业围绕一个目标、提高两个站位、突破三个重点、

落实"六全" 任务 ， 促进山东史志事业实现创新发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 在省

市县三级志书编修走在全国前列的基础上，山东的修志t作不断拓展领域 ， 逐步向

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延伸。

齐鲁大地素有 "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誉 ， 是中华民族芮老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 在山东 ， 不仅孕育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对中华文明甚至是世界文明都

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家文化， 还形成了东夷文化、齐文化、鲁文化、富文化以及泰山

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运河文化等地域性特色文化。 源远流长 、 异彩纷呈的

不同文化融汇发展 ， 熔铸形成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齐鲁文化。 文化是支撑经济

社会发展的软实力。 近同十年来 ， 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想不断吸纳优秀传统文化 ， 在

山东的城镇、乡村谱写出时代华章。 山东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 ， 朝着

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阔步迈进。 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培育新生中小

城市和特色小镇 ; 以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新农村建设提档升级 ， 出现一批

直居宜业宜j好的新农村 ; 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创建，乡村文明行动深入推进 ， 移风易

俗广泛开展 ， 乡村特色文化呈现出勃勃生机。

齐鲁大地自古就有重视11拿志的传统。 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 既使乡镇村志编修

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 又为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当前全力推进新

型城镇化也设的新形势下 ， 如何做好乡镇村志编修与经济文化建设结合的文章 ， 成

为史志工作面临的一大课题 目前 ， 乡镇村志编修在全省蓬勃开展 ， 渐成燎原之势 ，

累计出版 1000 多部。 正确引导和规范管理乡镇村志编修工作，全省各级史志机构

责无旁贷 山东的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 史志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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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镇名村志编11.妻也理应走在全国前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省史志办制定印发了《齐

鲁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 以传承和弘扬齐鲁优秀传统文化 ， 更好地服务

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齐鲁名镇名村是全省 1826 个乡镇(街道)、 7 万多个村

庄(社区)的典型代表 ， 编11拿齐鲁名镇名村志系列丛书，对传承乡村文脉、重塑文

化特色 ， 展示乡村发展脉络、探索乡村发展经验 ， 丰富史志工作内容、完善史志成

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提升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举措 ，

也是促进史志事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性工程。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气象孕育新希望 ， 新作为遵循新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 ，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工作 ，健全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 齐鲁名镇名村志丛书的编篡工作 ， 坚持深人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自

信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全省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的伟

大成就。 讲好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 培育群众的爱乡爱国情怀 ， 传播干事创业的正能量，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

独具特色的历史贡献 ， 是这一系列丛书的价值所在。

"修志问道 ， 以启未来" 。 编修齐鲁名镇名村志系列丛书 ， 资政存史、泽被后世 ，

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是为序。

山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斤党组成员 对 | ζ /工、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l厅手

2017 年 12 月



原

地方志被称为"一地之百科全书" 。 通过阅读地方志 ， 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当地

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和人文历史。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

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 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

惯。 "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村庄是农村历史之本，是乡土文化之源。

村志是村庄历史和现状的详细记载 ， 是市志、县志向基层的延伸、补充和完善 ， 是

最具地域性的文化。 村庄虽小但是社会的基础 ， 村志虽微但意义重大。

编修村志，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工程，是乡村地域文化的集大成者。

通过编修村志 ， 可以记录乡村历史变迁 ， 保护乡土文化传承 ， 展示历史发展脉络。

2017 年 10 月，山东省首批 16 部"齐鲁名镇名村志"通过评选， ~伊家沟村志》位 / 囱

列其中 。 这部村志自 2014 年初启动 ， 在编辑人员的辛苦努力下历时 4 年而成。 全 l 阳
志采用纲目休，记述了伊家沟村 600 余年历史，收人了许多珍贵资料，保存其根基，

传承其精神 ， 使人们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走在了泰安市前列 ， 在乡村志编

篡工作中发挥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

泰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多乙?

2017 年 12 月



序二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 盛世修志 ， 自芮皆然。 欣逢改革开放深入

发展 ， 百业繁荣 ， 国运昌盛 ， 民进小康之际 ， {伊家沟村志》出版问世 ， 实为伊家

沟村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和喜事 ， 意义非凡。

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 ， 起源于春秋 ， 历经汉魏 ， 迄于隋唐、两宋 ， 鼎盛于明清。

当时就有了通志、省志、 府志、县志、乡镇志和村志等 ， 安徽池州的《杏花村志} , 

即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闻名于志坛。 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 30 余年来 ， 卷映情繁 ，

成绩斐然 ， 雄坊的 《杨家埠村志》等志书远销海内外 ， 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邑内亦有数十部市 ( 县 )、 乡镇 、 部门 、 厂矿及村志出版问世。 {伊家沟村志》付

梓出版 ， 不仅是伊家沟村一项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 也为肥城市内志苑增添了一朵

色彩艳丽的奇酶 ， 更是为伊家沟村人民增加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编修地方志，内容横及百科，时间纵述始末 ， 是一项资料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

《伊家沟村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 ， 坚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记述了建村以来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诸方面的沿革和发展轨迹 ， 特别记载了伊

家沟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变革及经济、村容村貌的发展和改观 ， 使思想性、科学

性、现代性和知识性高度统一 ， 使伊家沟村的发展脉络、趋向和规律 ， 在志书中得

到了科学的反映。 是一部 "存史、育人、资政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历史教科书。

伊家沟村历史悠久 ， 自明洪武元年 ( 1368 ) 建村 ， 距今 600 余年 ， 随着时代的

变迁 ， 历尽沧海桑田 。 在历史的长河中 ， 其间曾为村 、 乡、镇 ， 亦为乡(镇)驻地，

一代代的伊家沟村人民 ， 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伊家沟村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 由于特殊的地理优势和群众基础 ， 康汇平原的

这方热土 ， 曾经历过战火硝烟的洗涤。 1938 年秋 ， 县抗日政府县长兼保安大队长于

会川 1 ， 曾在此伏击下乡抢粮的日伪军 ， 击毙日伪军 10 多人 ， 迫敌逃回县城。 1 948



年 7 月 8 日，泰西军分区、肥城县大队等 ， 曾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县自卫大队和还

乡团 ， 及前来增援的国民党 73 师 15 旅和还乡团胡玉河部 3000 余人激战于此 ， 毙

伤敌 500 余人 ， 击毙古月玉间 ， 迫敌撤退。 在两次伏击战中 ， 伊家沟村党组织和人民 ，

为部队送水送饭 ， 运送弹药 ， 抢救伤员 ， 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伊家沟村又是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老村庄。 1948 年 1 0 月 ， 肥城县民主政府进

驻伊家沟村后 ， 曾在这里召开了全县万人庆祝国庆大典盛会 ， 在这里召开了肥城县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 肥城县第一次表彰生产劳动模范大会 ， 肥城县第一届妇

女代表大会 ，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肥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等均在这里召开。 在这里组

建了肥城市 ( 县 )人民医院的前身一一大众诊所 ; 建立了第一个肥城县合作社推进

社 ; 在这里进行了建乡试点 ， 选举产生了肥城县第一个乡政府一→尹家沟乡政府。

在这里 ， 县委、县政府发出了全力支援淮海战役、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成果 、 抗美援朝、

捐献 "肥城号"战斗机等号召 ， 推动了全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

在这里进行的两次伏击战和在这里召开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会议 ， 及下达的各

种动员号召等 ， 都为伊家沟村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并且载入了肥城的历

史。 这 ， 也是伊家沟村民引以为荣的光辉历史。

伊家沟村地处平原 ， 紧依新城 ， 交通四通八达 ， 地理位置优越 ， 发展经济具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 {尹家沟村两委带领全村人民在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 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 团结一致 ， 努力奋斗 ， 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 在进入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上 ， f尹家沟人秉承与

时俱进发展理念 ， 继续勇于创新 ， 一定能把伊家沟村建设得更加繁荣和富强。

中共伊家沟村总支书记 决」九(或

伊家沟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乎也豆乱叫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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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 客观、系统地记述伊家沟村的历史与现状 ， 传承

乡土历史文化， 激发爱国爱乡情怀，为加快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智慧和借鉴。

二、记述上限为建村伊始的 1368 年，下限至 2015 年年底。 个别重大事项尽量

追溯至事物发端 ， 或可延至搁笔。

三、叙事区域范围为现有行政区域，适当增加横向对比、联系等内容。

四、采用纲目体 ， 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详今略古记述 ， 述而不论。

五、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各种体裁 ， 以志为主。

六、本志采用规范语体文和记述体。 使用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等，

均按照国家颁布的统一规范书写，个别计量单位兼顾习惯用法。

七、各项数据一般采用国家统计部门数据。 缺乏统计数据的 ， 采用主管部门或

主办单位正式提供的数据。

八、只收录具有存史价值和名村特色的图片 ， 版面图文并茂。

九、中华民国以前的纪年 ， 先书历史纪年，其后括注公元纪年。 自中华民国成

立后的纪年 ， 均使用公元纪年。 志书中 "xx年代凡未加世纪者，均f旨 20 世纪

的年代。 志中所称 " 1949 年前(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均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为界改革开放前(后)"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 1978 年 12 月为界。

十、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地名等，均以当时的名称为准。

对频繁使用的名称 ， 首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十一、村志"艺文" 收录伊家沟村籍人出版或发表的诗歌、绘画或表演演出的

文艺作品，外籍人士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反映伊家沟村或人物事迹的文学作品。 人

物传主接生年排序，只选录对伊家沟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十二、需要独自说明的事项 ， 均在编后记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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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家沟社区办公大楼 (手j、 建 2017年8 月 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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