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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岭镇志 序 1

序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告别金岭之际，适值《金岭镇志》初稿完成，不

胜欣喜。

地处招远西北部的金岭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千百年来，勤劳的

金岭人民用智慧和双手建造了美好的家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鸦片

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问，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当局昏腐，民族蒙难，金岭

同全国一样，陷入了苦难的深渊。然而，巍巍雾云山造就了金岭人纯朴、

刚毅的秉性，滔滔钟离河孕育了金岭人勇敢豪迈的情怀。面对内祸外

患，金岭人奋起抗争，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世代赖以生存的这片热土，

洗雪了百年屈辱，创造了感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业绩。新中国成立近半

个世纪来，金岭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重新安

排金岭河山；锐意改革，发展经济，向贫穷和愚昧宣战，把昔日的穷乡僻

壤建设成了社会主义新型农村，谱写了空前辉煌的篇章，以豪迈的步伐

跨入前所未有的盛世。

金岭是英雄的土地，金岭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前人功不可没，理当

志之以文；今人业绩可嘉，尤应传及后世。故此，镇党委、政府决定重修

《金岭镇志》，奉献给三万七千金岭父老，一则为金岭人民树立一座丰

碑，二则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为施政者提供

可靠的历史借鉴o

史志编修是一项极为浩繁的工程。全体编纂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

神，在对1987年原镇志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搜罗古今，辨伪正讹，广征博

引，笔耕不辍，短短5个月的时间，即完成了40余万字的镇志初稿，在此，．

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慰问。志稿编写过程中，承蒙招远市



位、各部门及社会各

衷心感谢。

迟义信

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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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史志编修之重要，

由此可见一斑。《金岭镇志》成书出版，堪称可喜可贺之事o_

新编《金岭镇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尊

重历史，秉笔直书，客观、翔实地记述了1840年以来金岭的政治、经济、

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变迁，着重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金岭发生的巨大变化。洋洋40万言，纵贯古今，横及百科，缩百年为一

瞬，汇百业于方册，一地之情展卷可得。《金岭镇志》的问世，既为金岭人

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不朽业绩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又为后世子孙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施政者制定施政方略提供了可靠依

据和借鉴，同时，也为境外人士了解和认识金岭开辟了一个不可多得的
窗口。

镇志编修，艰巨而浩繁。一年多来，全体编纂人员以对历史、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对1987年原镇志深入研究，去粗取精的基础上，深

入调查，广征博引，夜以继日，苦形劳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倾注了大

量的心血。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慰问和诚挚的谢意。同时，也向

1987年镇志的编纂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已作古者寄以深切的缅怀。

镇志编修期间，承蒙招远市史志编纂办公室的领导和编辑鼎力相助，全

镇各部门、各村以及社会各界朋友亦给予了大力支持，值《金岭镇志》付

梓之际，我等谨代表金岭镇党委、政府向为镇志编修出力献策的领导、

同志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招远市金岭镇委员会书记庄耀林

金岭镇人民政府镇长姜桂东

1998年11月



金岭镇志 凡例

凡 例

一、《金岭镇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秉

笔直书，办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全面反映金岭镇的历史及现状。全志

首冠概述、大事记，统揽全局，纵贯古今；中设专志13编，横排门类，纵陈

史实；末缀杂记，以补正文。专志编下设章、节、目，部分目下设子目，用

不同字体以示区别。根据需要，部分编、章冠以无题序言。
。

二、断限上起1840年，下迄1997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

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巨大变

化，以体现时代特点。

三、记叙范围以现行区划为主体，一般不涉及域外事物。篇目按事

物分类，不受部门局限。为突出地方特色，个别事物从类属中分出提格

记叙。各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散见于专志和大事记，不单列编、章。

四、自然实体(山、河、村庄等)以现行名称为准。行政区划采用各历

史时期的通用称谓，必要时加注今称。人物籍贯一律用现行区划名称。

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重大会议的名称，字数较多者，每编首次出现时

用全称，后则用简称。 ，

五、立传人物，收录金岭籍人在境内外有较大影响的过世者，以卒

年为序排列，在世之人概不立传；革命烈士谱专载金岭籍革命烈士；人

物表收录范围以金岭籍人为主体，在金岭境内工作时获得相应荣誉称

号，至1997年仍在金岭工作的客籍人亦在收录之列，以各单位上报名单

为撬。

六、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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