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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食会以来，、全党思想统一，社会秩序安定，经济形势大好，编纂地方

志具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为了完整她记录本镇百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乓产党领导下

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各个革命时期的历史状况和斗争业绩，为本镇的社会宅义现代化建没

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我们存

县志办公室∞指导下和镇党委、锁政府的直接关怀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克服了7

种种【禾l难，终于完成了这部志书。 ．

●

、

一 本志采用记、传、图、表、录等综台体裁，以志为主。为了突出本镇特点，在农业

篇中附辛成果园记和中沙格庄村栽桑养蚕记，在工、眦篇中附石灰一厂记。人物篇。本着

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新的道德规范为准则，坚持实事求是。褒彳：溢荚．贬不过实，为革命

烈士、知名人士及劣迹昭著者立传。

， 本志在编蘩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咯持辩酒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

料，力求史料真实，数据准确，内容完备，达到全志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资料来源，一是通过面访、信访、社会调查搜集活资料。二是查阅旧志、档案、报刊、

文献，广泛征集文字资枣：}。本志所用资料均经缜密筛选，多方考证，力求做到言之有

据。然而，由于史料年代久远，难以回忆；．有的资料，因战乱而失缺，加之我们理论水

平、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有限，故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祈指正。
。

在编写过程，承蒙县志办公室具体指导，有关单位和同志提供资料，致使镇志编修

工作赖以顺利完成。在此一并致谢。 ．

<望城镇志》编纂委员会

198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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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镇地处山东半岛中部，早在七千多年前就有人类聚居。境内山水秀丽，物产丰

富，人民豪爽正义，勤劳勇敢。百多年来，尤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镇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业绩，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镇人民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肃清

了“左”的影响，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致治上安定团结，

经济上欣欣向荣，人心振奋，形势大好，盛世修志，势在必行。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

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

育提供乡土教材确有重要意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工程，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

大好事。 ．．

‘

我镇于198,1年8月成立镇志编纂机构。在编写((望城镇志》的过程中．我们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把历史的．现实的，分散的资料．加以

搜集、核实筛选，整理，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力求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出

一部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比较统一，全面记述近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教、卫生、

自然资源等内容的新志书。但由于我们受水平所限，遗漏错误在所难免．祈望指JI：：

中共望城镇委员会书记耿丙提
， 1985、11，13



一凡’．例

一，本志按篇、章、节、目、项五个级次排列，篇、章、节标出级别，次序．题

目。目只标次序、题目。项只标题目，在正文之首与正文隔一格。全志共22篇94章、195节．

二、本志系按内容作横向安排，述事过程按时间作纵向安排。

三、按“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内容，详记现代．再是近代．略记古代．

四、本志上限“鸦片战争”(1840)，下限1985年．

五、同一人物雾件，在交错互见时。采取各有侧蓖，避免重复。

六、为了突出本镇特点，与全县不同的详记，与全县相同的略记．

七、本志对历史纪年，通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括注朝代年份。对地名．采用当时地

名，必要时加注现名。

八、本志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少数地方按习惯用汉字。
’

九、本志以文字记叙，并使用图、表、图片，分别列于正文之后．

十、本志为语体记叙文，加标点符号。 一

十一、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



《望城镇志》编纂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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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范江伟(前) 姜松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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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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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审稿

‘县志办公室．
1‘

．’ 采访员 ．

梁全民 曹龙昌 兰学军一 陈宝玉， 周廷智 刘树仁 麻连亭 滕口芝

田家丰 董永珍 孙玉花 刘玉玲 任家良 李便林 林廷来 李奎新

．马明国 于华国 任智本 王言飞 张人诺．． 田人力 丁生民 孙春元

张德兴．韩士胜 董址扬 罗克成 滕维学 徐志玉 马尚杰 孙明堂

唐志聪 臧庆义 李福修 臧伍仁 姜文起 高喜亭 刘言礼 尹全喜

姜中兆 于欣 宋志清 李慎言 闰玉芳 李克俭 解欣燕 李慎国

李务福 高绪礼 候树忠 臧建玉 刘喜言 张俊连 李侃修．李风皆

李风芝 ．高喜亭 刘振武 林福全 姜锡周 张学栋 魏庆业

绘图滕维善
‘

’

·

摄影林成山 迟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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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记

本大事记，上限自1 8 4 0年，下限到1 9 8 5年。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

末体。使用公元纪年，括号注明朝代年号。对政治运动、政治变革、经济建设、重大兵

事、教育改革、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等均予以记之，对于县以上对本地有影响的大事也予

采记。 一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l 8 4 o年一一l 9 l 1年

{851年(清咸丰元年)

6 Jj雷雨，大风，树倒无计。、

1855年(清咸丰五年)

秋，飞蝗蔽日，伤禾。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

R月，由李成、张闵刑等于苏、鲁、皖交界处，组织捻军数万人，转战经镇内。1867年．

由任柱、赖文洗率捻军数万复至镇内，翌年8月败走．

1862年(清同治元年)

春，大疫，死者无算。 一
‘

7月，大雨淹没庄稼，房屋倒塌无算；飞蝗过境，谷叶尽伤．

1865年(清同治四年)

7月，大雨淹没庄稼，房舍倒塌无算。

1875年(清光绪元年)

7月，大风伤禾。
。

1876年(清光绪二年)
是年旱，大饥。

1880年(清光绪六年)
’

’

夏，麦大稔。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

4月，雹伤麦。
’

5月，地震． 、

是年设洒税。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

8月，疫死者甚众。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

夏，早．

秋，大雨伤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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