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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自古就有修志的传统。晋之《乘》、楚

之《祷杌》、鲁之《春秋》即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方志。济阳置县至今只

有800余年，但也已出了5部县志，即明成化志、万历志、清JlJ页治志、

乾隆志及民国志。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欣逢盛

世，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烛照历史，用新的观点，从新的角度

来反映济阳县近代、现代、当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方

面的发展变化，正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

县委、县政府对此次修志工作一直很重视。1982年，县委、县政府组

建了济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办公室，以后又几次调整了编

委会的组成人员，并不断充实和加强了编写力量。经过十几年的艰

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济阳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的编纂工作。

披阅济阳县志，往事悠悠，纷繁万端；掩卷深思，则有一种古往

今来多少事，“都随风雨到心头”之感。在解放前的几百年里，历史给

予济阳人民的是说不尽的屈辱和苦难。阶级的压迫，异族的摧残，旱

涝、饥饿、洪水、兵燹，灾祸连绵，战乱频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世事的艰难给济阳人民造成了无尽的痛苦，也造就了济阳人民敢于

反抗、勇于斗争的坚强性格。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济阳人民

的斗争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了几百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济阳

人民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

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济阳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当家做了主人。新编

《济阳县志》对济阳人民的奋斗历程作了客观、生动的记述，向人们

表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建国前，济阳县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

自然经济，产品商品率很低，与外界贸易十分落后。据1 93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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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实业志》记载，济阳县出境(县境)商品总值仅为47万元，尚

不及邹平的1 4％、章丘的7％。建国后，济阳县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

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三年经

济恢复时期，人民刚刚翻身，革命、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全县经济在

很短的时间里得以复苏。合作化时期，集体生产的优势得以发挥，全

县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农业连续几年增产，工业总体规模

迅速扩大。但合作化后期“过渡"过急，“左’’的倾向已初露端倪。到

“大跃进’’时期，“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向“共产主义"过渡、向产品

经济过渡的做法，使国民经济元气大伤，因此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

对全县的经济进行调整、整顿。“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影响长期

存在，商品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市场冷落，国民经济各部门效

益下降。建国后近30年的时间里，济阳县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根源在体制，表现在市场。由于指令性计划在生产、分配领域中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未曾发育，价值规律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故

而造成了有生产无市场、有发展不稳定、上规模减效益的结果。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80年代后期，济阳人民的商品经济观

念逐步增强，市场发育渐趋健全、完善，市场日益繁荣。市场的繁荣

带动了全县经济的发展。1 990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5494万

元，国民收入实现45987万元，人均894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

24590万元，农产品商品率达到68％。新编《济阳县志》以丰富、翔实

的资料记述了全县150年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

向人们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能够繁荣中国，富强中国。

史为资治之鉴，志为益政之书。阅读济阳县志，感慨良多，不禁

欣然命笔，草成此文。适逢县志办嘱我作序，即出此文，权充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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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新编《济阳县志》历经十几年的编纂，六易其稿，现已出版。该书

内容涉及全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时间跨度为

150年。全书洋洋一百万言，其资料之丰富、翔实、系统、全面，其观

点之正确，内容之深刻，非过去所有旧志所能比。在档案少、资料缺

的情况下，成就这样一部书殊非易事，而在人们信息观念还不够强、

历史眼光还不够远的情况下，出版这样一本书，则又具特别重要的

意义。济阳县正处于向2l世纪过渡的时期，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社

会发展日新月异。要保持这种发展势头，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

标，就不能不了解济阳县的历史和现状，不能不知道济阳县的县情、

乡情、优势、劣势。新编《济阳县志》作为一部宝贵的资料著述在今天

出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恰当其时。

建国前，济阳县的经济相当落后，与各邻县相比，经济实力相去

甚远。建国后，济阳县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其发展过程是曲折

的，其间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新编《济阳县志》对全县经

济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客观的记述。为政者不可不知史，以史为鉴，可

以知得失。如果我们能披阅一下县志，看看数百年来的是是非非，曲

曲折折，了解一下历次变革的成败得失，定会是开卷有益的。

济阳县置县虽短短800余年，但在济阳县所在的这片土地上，

我们的祖先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新编《济阳县志》撮要荟苹，

对这些文化成果作了记述，为我们进行乡情教育、县情教育、国情教

育提供了一部很生动的乡土教材。新编《济阳县志》又是一部进行共

产主义理想教育的很好的教科书。从带领群众反抗阶级压迫、阶级

剥削的“一心团"首领，到当地的义和团领袖；从以唤起民众为己任

的民先队员，到一切为了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新县志都作了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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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述，这对于济阳人民了解、学习自己的英雄，豪迈其精神，顽强

其意志，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起到巨大的

作用。

新编《济阳县志》问世于济阳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无疑为外界人士了解济阳、认识济阳开辟

了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他们可以了解济阳县灿烂的文化，优越

的自然地理条件，丰富的自然、社会资源，放心、大胆地扩大与济阳

县的合作和交流，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新编《济阳县志》不仅是赠予

济阳人民的一份厚礼，也是赠予济阳人民的朋友的一件有意义的礼

物。

杨佩钦

1994年1 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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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实事求是

地记述济阳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结构、层次。全书由概述、大事记、分志、附录4部分构成。除

未列入编次的志首概述、大事记和志末附录以外，各编分志均列入

编次，共26编。分志各编设章、节、目、子目、细目5个层次，而以节

为基本记述单位。因特殊情况不宜分章节者，则不分章节。节下各

层次的设置根据内容需要而定。

三、时间断限。上限为1 840年，下限为1 990年，个别章、节、目

根据需要突破上限，适当进行上溯。为丰富志书内容，补充一部分彩

色照片，以反映下限以外、出书以前的最新情况。

四、体裁。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多种形式。概述，采

用述论结合的体式；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

式；分志，除人物编为传记体外，其余皆以志为主，辅以图表；附录，

照录一些无法写入上述各编而又有存史价值的文献和资料等。

五、行文规范。原则上按《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文规定》

(试行)执行，个别地方略有变通。

1．称谓。地名，原jH,4上以国务院和县地名办公室公布的名称为

准，县内个别村名经考证确应更正者，按考证结果定名；用古地名时

一般夹注今名及现属行政区域；政区名称尽量用当时的名称，个别

地方用现称，均予以特别注明。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集团

或机构名称，一般用当时的名称，且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中较为

繁复者在注明简称后一律用简称。



2．记时。采用公元纪年法记年。某封建王朝的年号及年份在各

编中首次出现时，在其相应的公元年份后予以注明。在本志中“解放

前、后”系指1945年9月3日县境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3．数字、计量和计算价格。所用数字以县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

主，参考和部分使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一般采用国家规定的计

量单位，个别地方略有变通。建国后各种产值除特别注明者外，皆按

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他各种以价值、价格计算的指标除特别注

明者外，皆按当时的价格计算；建国前以价值、价格计算的指标尽量

注明所依据的计算价格。

六、其它。各分志按事业立志，不受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

事物，不论属何部门管理范围，均写入同一编内。人物传遵循生不立

传的惯例；立传人物以本县籍者为主，兼及较著名的在县内时间较

长的外籍人士；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者为主，兼及立场反动或历史

复杂但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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