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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的前夕，《泗水县志》出版问世，这

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两个文明建设必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泗水有志，始于明代。明嘉靖至民国年间，五修县志。

这些志书，尽管受历史的局限，资料不全，记载不详，但对泗水的地

理沿革、历史变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名胜古迹等方面的记载，

仍为我们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新编《泗水县志》的目

的，就在于资政、存史、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泗水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记载了泗水的

兴衰起伏，记载了泗水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我党领导人民群

众浴血奋斗的英雄业绩，记载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

而又光辉的历程。这部志书，详今略古，注意克服某些旧方志重人文

轻经济的倾向，对经济给予了应有的位置。对建国以来的资料，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充分反映

了泗水人民战天斗地的智慧和力量，客观地记述了我们工作的成绩

和失误，特别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条战线

巨大的变化，予以实事求是地记述。这对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

续开拓进取大有裨益。因此，新编《泗水县志》堪称一部观点正确、

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的泗水百科资料全书。

新编《泗水县志》象一面镜子，起着借鉴历史、启迪未来的作用。

我们身在泗水，一定要了解泗水，研究泗水，为建设泗水，振兴泗水

献身出力。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泗水的儿女将会在这块可爱的土

地上绘出更加绚丽的画卷，写出更加灿烂的篇章。让我们携手并肩，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振兴经济，繁荣泗水做出新的贡献。

螨嗽蠢己莨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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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泗水县志》，历时八载，数易其

稿，终于付梓发行，实现了全县人民的夙愿。这对于研究历史，总结

经验，开拓未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泗水县地处泰沂山区，泗河发源地。她“东望龟蒙，西瞻阙里，

南峙尼、防，北拱泰岱”，是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泗水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里是伏羲、虞舜的故乡，古代东夷炎族的摇

篮，中华古老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数千年来，勤劳、勇敢、朴实、

智慧的泗水人民，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灿烂

的文化。在近代史上，泗水人民继承和发扬反压迫、争自由的优良传

统，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出现了象威震敌胆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等

英雄豪杰。特别是1937年县内第一个中共支部——柘沟党支部建立

后，揭开了泗水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泗水人民前仆后继，奋勇杀敌，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付出了巨大牺牲。在历次斗争中，千余名泗水优秀儿女为国捐躯，他

们的光辉业绩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新中国成立后，泗水人民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精神，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战胜了各种困难，为改变工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国民

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泗水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团结一致，锐意进取，利用当地资源，发挥

地方优势，努力振兴泗水经济，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

教育、卫生、科技等日益兴旺；市场繁荣，商贸活跃，人民生活水平

日渐提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

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编纂一部能反映泗水历

史全貌的新县志。为此，我县于1982年建立修志机构，组成编纂专

门班子，着手部署新志编修工作。近年来，在省、市业务部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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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县史志办公室全体同志兢兢业业，呕心沥血，

勤奋笔耕，顺利完成了修志任务。

欲明大志，必先知史。新编《泗水县志》，共29卷，约百万字。

它记述了从1840年至1988年泗水县的自然风貌、建置沿革、风土人

情等方面的演化变迁，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

加上附录部分，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凡重大事件，均尽量载入。可

以说，这部志书是我县的百科资料全书，必将在“存史、资政、教

育"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泗水县志》问世之际，我谨代表泗水县人民政府，向为《泗

水县志》的编纂和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省、市业务部门、有关专家、

学者，向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希望全县人民、异乡

游子、海外侨胞，更加热爱泗水，热爱家乡，同心同德，励精图治，

为把泗水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富庶美好而努力。

泗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泗水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务院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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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泗水县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实

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力求思想性、资料性

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断限原则上起1840年，下止1 988年。鉴于泗水建县历史悠

久，有些内容适当上溯，以反映历史全貌；个别资料，则适当下延。

三、本着事以类从，横排竖写的原则，除概述、大事记、人物、

附录外，共29卷，每卷按章、节、目记述，部分卷加无题序。

四、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其他

辅之。

五、大事记主要收录对县内社会、自然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大事、

要事和新事。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本籍、正面、近现代人物为主

的原则，选入对当地卓有贡献、事迹显著的各阶层、各行业已故人物，

以生年为序排列。

七、行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6月1日泗水县解放前

(后)，“建国前(后)”系指1 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后)。

八、对建国后政治运动的记述，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分别记入有关章节。’

九、泗水县各个时期的政区、政权机构及其他有关名称，均用当

时名称，如用历史地名则注以今名。

十、资料来源于中央、省、市、县档案，正史、旧志、谱牒及有

关人员的回忆材料，本县各乡镇、县直各部门编写的史料，使用时不

再一一注明出处。数据多取于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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