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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跨过了历史长河，经历了朝代更替。南沙河镇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

滕州版图里，迎来了21世纪新曙光。编史修志，古今亦然。其目的在于记

录历史，探讨资政经验，观古以知今，彰往以察来，再谱南沙河镇大发展的新

篇章。

《南沙河镇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采用完备体例，坚持实事求是，追溯历史足迹，总揽现实

概貌，兹编内容关于历史大事、自然环境、建置沿革、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科

学文化、教育卫生、历史人物、风土民情一一备载。全书涵盖了1840--2006

年南沙河镇的演变与发展，既有突出的地方特点，又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具

有存史、资政和教化的三重功能，不失为一部思想深刻、令人展卷的百科全

书。

南沙河镇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勤劳勇敢的

南沙河镇人民，世世代代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用

汗水浇出了朵朵鲜花，结出了累累硕果，留下了英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

南沙河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强不息，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取得

了显著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沙河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

方兴未艾，装点这片热土，方志中留下了建设者的足迹。今天的南沙河，区

位、交通优势凸显，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可四面联袂，振翅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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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沙河镇志

《南沙河镇志》是南沙河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凝聚了编纂人员的大

量心血，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1986年开始收集整理资料，1999年

形成《滕州市乡镇志》(合志)简编稿，2006年重新成立班子成此巨制。近年

来，编纂人员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煞费苦心，孜孜以求，广征

博采，去粗取精，圆满完成了这部资料浩繁的历史文化建设工程。原全国政

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杨斯德将军；原山东省副省长、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现中国墨子学会名誉会长王玉玺；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现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获得者

王学仲等知名人士对本书编纂寄予厚望，为志书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杨斯

德将军并亲笔题写书名。本志是南沙河镇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

文明的需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南沙河镇志》是

滕州史学土壤中长出的一颗新苗，是南沙河镇人民鉴往知今、开创未来的一

部参考书，更是南沙河镇连通外界的一座现代化桥梁。

《南沙河镇志》今全书杀青，脱稿问世，实乃南沙河镇历史发展中的一大

盛事，可喜可贺。但因成书仓促，不免挂失漏语，诚望明教。值志书付梓之

际，是为序。

中共滕州市南沙河镇党委书记 李广耀

滕州市南沙河镇人民政府镇长 刘宗峰

2006年10月



凡 例

一、编纂原则：《南沙河镇志》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述南沙河镇的历史与现状，使之起到志鉴、

教化、存史之作用。

二、记述范围：立足于今之镇境。鉴于南沙河历史沿革区划调整频繁，

本志记载的各项数字和内容均按当时名称和统计数据。行政机构和领导人

更迭记述同上。

三、时间断限：本志坚持详今明古的编纂原则。上限为1840年，对需

要溯源的内容尽力上溯，下限记载到2006年10月，现任部门负责人名单以

2006年11月为准。

四、内容编排：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各编及人物编组成。每一

编一般按章、节记述。

五、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自于市、镇档案以及走访座谈有关人士，皆

经考证鉴别后入志，当代人物介绍摘录自《天南地北滕州人》等书籍，

六、历史纪年：民国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后到建国前用

公元纪年；其后一律使用公历纪年。

七、统计数字：一般采用市、镇统计部门数字。统计部门缺少的，用主

管单位数字。除习惯用语外，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八、名称书写：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地名、村名、学校等，

按照时间均使用历史名称。

九、记述体裁：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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