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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部《沂南县志》，是沂南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是建县以来

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现在出版行世，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值得高兴和庆贺。

沂南县位于蒙山东麓、沂河中段，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全县东部丘陵起伏，西

部层峦迭嶂，中部为沂、汶、蒙三河冲积平原，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山明水秀，资源

丰富。虽是1939年建立的一个新县，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钟灵

毓秀的山川，孕育了古老而灿烂的文化，造就了诸葛亮等众多的英雄豪杰和风流

人物。抗日战争时期，是山东、鲁中、沂蒙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解放战争时

期，也是消灭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的战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无私无畏的沂

南人民，在参战、参政、支前和保卫家乡的各项活动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谱写

了一曲曲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壮歌。新中国建立后，沂南人民继续发扬战争年代

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斗争精神，医治战争创伤，开展生产自救，战天斗地，奋发图强，

使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绩。1978年以来，全县上下认真贯彻

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因地制宜大搞山区、平原、丘陵综合开发，使各项经济工作

尽量与外界市场接轨，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又谱写了艰苦创业的新

篇章。所有这些，构成了这部县志的主旋律。

编修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可重温历史，继往开来，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

工程，是一次全面而系统的县情大调查、大总结。在编纂过程中，全县修志人员，特

别是县志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广征博采，刻意求工，几经研讨、评审、修改，积十余

年之辛苦，终成为百余万言之巨著，字字凝聚着他们的汗水和心血。省、地史志部

门的领导、专家，兄弟县、市修志行家，全县各部门和各界知情人士都对这项工作

给予指导与支持。沂南县第一任县长、后为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的何方宏，第二任县

长、后为浙江省副省长的翟翕武，第三任县长、后为新汶矿务局负责人的安学臣以

及1982年开展修志以来的历届县委书记、县长都为县志的编修倾注了大量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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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一

原山东省政协主席李子超、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仲才、原山东省文联副主

席苗得雨等对家乡修志更是关心备至，不仅对县志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提

供了部分宝贵资料。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其他领导也对志稿提出了许多好的修改

补充意见。因此，这部志书是大家团结协作、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特向为《沂南

县志》的编纂和出版作出贡献的领导、专家学者、编辑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专门为《沂南县志》书写了“尊重历志，秉笔

修史”的题词，充分表达了老首长对沂蒙山区人民的深情厚爱。

这部《沂南县志》的编修，采用了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坚持不唯上、不唯

书、不唯人，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客观地记述了全县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结构严谨，经纬分明。全书以经济部类为基础，突出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作

用，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正如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宋法棠在审阅

了《沂南县志》稿后书写的“正镜旁鉴”题词一样，这部县志不仅是一部记述沂南县

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而且是一部用于“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

文献，是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传世之作。对书中存在的遗漏、错讹之处，企盼

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愿大家从新编县志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开

创全县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中共沂南县委书记乡-乏缸
沂南县人民政府县长哆譬／砺

1 997年7月



序 二

中国编修地方志，源远流长，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

项优秀文化传统，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深层次的文化积累。‘盛世修志，历

代如此。方今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在我华夏大地上，普修方志，盛况空前，喜不自

禁。悠悠故乡情，拳拳赤子心。家乡修志，更使我喜出望外。现已付梓出版，是沂南

县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件大事，真是可喜可贺。

沂南县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确

定组建的一个新县。她地处沂蒙山区腹地，是当时连结鲁中、鲁南、滨海三大抗日

战略区的纽带，是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活动的中心地区。徐向前、罗荣桓、朱瑞、肖

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首长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1940年7、8

月间，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青驼寺召开，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

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和工、农、青、妇、文各群众团体的省级领导机构。1947年5

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这里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孟良崮战役。漫长的革

命斗争岁月中，培养出了一大批象徐敏山那样的革命英雄人物，许多中华民族的

优秀儿女在这里献出了热血和生命，沂南人民付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他们的光

辉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应彪炳千秋、永垂青史。

沂南县的建立虽始于1939年，这里却是一块古老的土地。悠久的历史，创造

了丰富的古代文化。从两汉、三国至魏晋时期，这里曾有一个和今沂南县境域大体

一致的阳都县，是当时南北通衢之地，北连东莞至齐都，南接临沂达徐淮。这里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千百年来滋养出人们的勤劳、善良、淳朴、坚韧的品格，造就了

诸葛亮等众多的风流人物。

沂南县自然条件优越，沂、汶、蒙三河贯穿全境，适宜农、林、牧、副、渔各业发

展。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金属、非金属矿点近100处。新中国成立后，沂南人

民肩负起巩固新政权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重任，战天斗地，奋发图强，使全县政

治、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沂南县委、县政府带领全

县人民革故鼎新，发扬“团结务实，艰苦创业，拼搏奋进，争创一流"的沂南精神，充

分利用沂南地处全省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中问地带的有利条件，制订了新的

f《



的篇幅，即囊括了全县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古人云：“治天下者以

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沂南县志》，堪称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

例完备、特点突出的佳作，她像一面镜子起着“鉴古而知今’’的作用。我们要通过对

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状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受到启迪，为振兴沂南献计出力。

这部《沂南县志》，书一方之人和事，激千秋之爱和恨。她如实地记述了革命先

烈和革命人民的英雄业绩，客观地反映了新时代的新风貌，再现了全县人民艰苦

创业的光辉历史。“记陈事者供所鉴，记新事者供所用”。这正如我在《沂南县志》编

修之初提出的“办好沂南地方史志，使其为四化建设服务，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服

务’’的希望一样，现在看这部县志不仅汇集了大量资料，为经济建设提供各种信

息，而且是一部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必将

在保存一方之文献，延续人类之文明中发挥重要作用。

编修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综合性工程。《沂南县志》

的编纂，所以能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做到进度快、质量好，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

是有一个适应修志形势的新格局：党委领导，政府修志，专业班子勤奋笔耕，社会

各界热情支持。第一部《沂南县志》的出版问世，是沂南县历史与现状方方面面的

回顾与总结，将对沂南县今后的发展与建设起着有益的作用。

季孕谚
1997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力求突出地方特

色，体现时代特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自1939年建县开始，下至1989年，有些内容适当上溯或下

延。其中大事记至1996年；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正副职，县纪委、县

武装部领导正职名单至1995年。

三、本志采用志、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坚持横排竖写，详今

略古，存真求实。全书共设35篇，首为概述、大事记，附录殿后。中间各篇分章、节、

目记述。

四、人物传的编写，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凡本籍、客籍及外籍在境内战斗、

工作且有影响的已故各界人物，予以立传，兼收少量社会影响较大的反面人物，均

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革命烈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分列名录。有影响的在世人物，采

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篇章。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对机构、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称谓，第一次出

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用简称。行文中，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对1912年前的年号，加注历史年号。所用各种数字、

主要以统计局公布数字为准。计量单位一般采用现行计量单位，个别沿用历史习

惯单位。旧人民币币值除标明者外，一律换算成新人民币。

七、本志资料来自有关档案馆、图书馆、志书和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知情人，一

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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