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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里乡位于县境西部，居中偏北，距县城二十五公里，西邻小

沽河，与平度相望，南靠武备乡，北邻南墅镇，东南与牛溪埠乡接

界，东北与日庄镇毗连。境内山岭起伏，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气

候宜人，物产丰盛，林果遍地；地下资源丰富，水利建设星罗棋

布；加之闻名中外的岱墅西汉墓，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图。

院里乡历史悠久，远在上古时代，就有人聚居，几绥变桑，古

迹犹存。今昔对比，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着光荣的革命

传统。自鸦片战争到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在这块土地上，许多有志之士，为社会的改革，人类的

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自强不息，创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曾发

生过无数次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涌现出大批披荆斩棘，开天辟地的

英雄、烈士、劳动模范。

今逢盛世，政通人和，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将这些

资料搜集、挖掘、整理，载于乡志，以观今鉴古，服务当{℃，惠及

后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依据和借鉴，是历史赋jj二我们这

个伟大时代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编写乡志的宗旨所在。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

则，深入挖掘，多方考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剐j甄斑点，

新方法，新材料写出一部能够全面记述近百年来政治、经济、文

教、卫生、人物、历史大事等内容的正确显示院里乡历史真蘧麓及

其特点的新志二：l：弓。尽管如此，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全张7}：平有限，



琉错难免，敬祈指正!

在本志具体编写过程中?年七十有五的张兼三老同志具体主持

编纂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起了重要作用。 ，

同时，本志在编写中受到了县委、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县

志办的具体指导，各兄弟单位和有关老同志、老教师的热情帮助，

表示感谢!

乡长蒲永清撰文

1 9 8 6、6、



凡 例

一、本志按篇、章、节、目次序排列，篇、章、节标出题目次

存，目无标题，以一、二、三⋯⋯．．或分段叙述。

二、本志各篇，系按内容作横向按排，各篇章中按其时间作纵
向记叙。

三、本志坚持“详今略古”原则，重点在现代部分，根据实际

情况，对近代部分也有较多的记叙。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体裁，以记、志为

主体，图、表附在各篇、章、节的后面。
’

五、本志原则上：上限自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至1985年，

个别的上溯到明末清初，有的延伸到搁笔。

六、对历史朝代的写法，按照当时的习惯称号，分清代、中华

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朝代年号在括号内加注公历年号。

七、对同一事件，人物在篇章中需要交错互见时，各有侧重，
尽量的避免重复。

八、本志采用数字，以阿拉伯数字为主，为．了阅读习惯，在叙
事中有的夹用汉字数字。

九、本志对人物按“生不立传，，原则选编，对当代县以上的模

范人物和先进工作者，分别述在有关篇章。

十、本志文体，一律采用语体文和记叙体，加用标点符号。

十一、本志对于县以上的大事和邻乡(镇)的事，对本乡关系

不大的一般不录入。

十二、对地名和村名先后有更改时，都在括号内加注原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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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院里乡委员会

院里乡政府



中共院里乡委员会成员

I’1以i至右：刘明花、于仁龙、蒲永清、吕文平

赵积玉、萤吉东、于京文



院里乡政府领导成员

向左至右；徐忠明、蒲永清、李建国



院里乡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自庀至右：刘明花、张兼三、蒲永清、赵积Ji

李建国、丙B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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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记⋯⋯⋯(1)
(1836--1985)

第一章 清末⋯⋯⋯⋯⋯(1)
(1836—1911)

第二章 中华民国⋯⋯··(5)
(1912—1949．9)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14)
(1949．10—1985)

第二篇建置⋯⋯⋯⋯(29)

第一章 建置沿革⋯⋯··(29)

第二章 行政区划⋯⋯“(30)

第三章 乡驻地⋯⋯⋯⋯(34)

第四章 村名来源iQ oPIo oQ(35)

第三篇地理自然⋯·”(41)

第一章 地理位置⋯⋯··(41)

第二章 地貌地质⋯⋯”(41)

第一节 地貌

第二节 山脉

第三节 河流

第四节 土壤

附： 地貌类型分布

表

第三章气候⋯⋯⋯⋯⋯(44)

(包括：光照、气温、

降水、霜期)

第四章 自然灾害⋯⋯“(45)

第一节 旱灾

第二节 水灾

第三节 风灾

第四节 虫灾

第五节 雹灾

第六节 地震

第七节 疫病

第五章 自然资源．．．⋯”(48)

第一节 土地资源

第二节 水资源

第三节 矿藏资源

第四节 生物资源

第四篇人口⋯⋯⋯⋯(53>

第一章人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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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口构成和

密度

第二节 人口流动

第三节 人口普查

第四节 姓氏

第二章 计划生育⋯⋯(64)

院里乡计划生育

情况表

第五篇乡、村建设⋯(67)

．第一章 乡驻地建设⋯(67)

第一节 乡驻地院里村

第二节 建国后公私

‘建筑

第二章 农村建设⋯⋯(71)

第一节 建国前公私建

筑

第二节 建国后公私建

筑

第三节 文明村建设

第四节 农村水电建设

第六篇农业⋯⋯⋯⋯(81)

第一章 农业⋯⋯⋯·⋯(82)

第一节 所有制形式

(一) 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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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节

(1)

(2)

(3)

(4)

附：

第三节

(1)

(2)

(3)

(4)

(5)

(6)

第四节

(1)

(2)

第五节

(1)

(2)

(3)

(4)

(5)

集体所有制

作物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蔬菜作物

作物布局

面积、单产、总

产交售统计表

耕作制度

栽培

施肥

中耕

植保

灌溉

轮作、间套作

农田基本建设

改良土壤

综合治理

农机具

播种工具

中耕工具

灌溉工具

植保工具

收割工具



(6) 运输工具

(7) 脱粒工具

(8) 加工工具

(9) 机耕程度

(10) 其他机器

第六节 品种改良

，(1) 良种种类

(2) 良种选育、引

进和推广

(3) 良种高产典型

第二章 林业⋯⋯⋯⋯j(97)

第一节 林木种类

第二节 植树造林

第三节 林木政策

第四节 林木管理

第五节 果品生产

．第六节 桑蚕生产

第三章 畜牧⋯⋯⋯⋯”(99)

．．第一节 家畜

第二节 家禽

第三节 品种改良

．第四节 疫病防治

第四章付业⋯⋯⋯⋯⋯(101)

第一节．．家庭付业．

第二节 集体付业

第五章 渔业⋯⋯⋯⋯·(104)

第六章 经济结构⋯⋯(104)

第一节 农业产值

第二节 收益分配

第七篇水利⋯⋯⋯(107)

第一章 水利机构⋯⋯(107)

第二章 河道治理⋯⋯(108)

第三章 农田水利⋯⋯一(108)

第一节 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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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机井建设

第三节 塘坝建设

第四节 引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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