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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

局面日益巩固，经济繁荣的形势蓬勃发展。

盛世修志，自古如斯。我们在这盛世之年，遵循莱西县委、县

政府的布署，1984年8月成立<武备乡志>领导机构，组建编纂志

书的写作班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谱写这部有益当代、

惠及后世的<武备乡志>，以期达到资政、教育、存史的目的。

乡志是地方志。<武备乡志>全面记载了武备乡的自然地理、

历史大事，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风俗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再

现了全乡近百年的历史面貌和两个文明建设的现状，为全乡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向子孙后代进行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增添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编写<武备乡志>过程中，口碑资料，通过面访、信访、社

会调查，反复考证。力求资料真实，数字准确。书面资料，摘抄档

案、查阅旧志、报刊、文献。使用资料方面，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缜密筛选，运用记、传、表、图等形式，本着详今略古

的原则，秉笔直书各个历史时期全乡劳动人民变革社会，改变家乡

面貌的斗争事迹。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为革命烈士、仁人志士立

传，求其褒不溢美，贬不过实，以求流传后世。

由于年代久远，口碑资料靠回忆，口传，书面资料因战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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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残缺不全，遗漏、错误恐所难免。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莱西县志办公室具体指导，编志人员主观

努力，兄弟单位热情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提供资料，使<武

备乡志>编纂工作赖以顺利完成，特此敬表谢意。

赵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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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_、本志按篇、章、节、目、项五个级次排列，篇．．章、节标出约别、

黪：次序，．题目，目只标次序、题目，项只标题目。全志共22篇82章182节。

二、每篇首赘一小序，以概括本节内容。

‘三、本志各篇，按内容作横向安排，叙事则按时间作纵向安

排。

四、按“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详记当代，其次近代，略记

古代。

五、本志上限“鸦片战争"(1840年)，下限1985年。但根据

需要，个别事件有的追述超过上限，有的延至1986年搁笔。

六、同一事件、人物在各篇章中交错互见时，各有侧重，避免

重复。

七、本志历史纪年，通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括注朝代年份。如

1837年(清道光1 7年)。对村名、乡(区、公社)名，采用当时名

称。

八、本志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少数地方按习惯用汉字。

九、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使用图、表、图片。图片大部分

集中在卷首，表分别列在有关正文之后。

十、本志为语体记叙文，加标点符号。

十一、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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