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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济南市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分8册出版：(一)市情综述·大事记·政区自然环境人口·泉水

风景名胜旅游；(二)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社会经济管理·财税审计金融；

(三)工业；(四)商业·农业；(五)政权政务·政党社会团体·政法军事；(六)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七)社会·人物·附录；(八)索引。

三、本志体载，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辅之；结构为卷、篇、章、节、

目体。
’

四、时间断限，一般上起1840年，下至1985年；部分内容有所上溯或下

延。

五、所记区域范围，一般为1985年济南市行政区域；部分内容为当时行政

区域。文中“全市’’、“市区’’政区概念亦然。“市属"指市直属部门和单位。

六、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视情括注历史纪年。部分贯通古今的内容，

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视情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来采用公元纪年。文中“建

国前(后)99、“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解放前(后)"，指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后)。

七、地名、称谓，采用当时的名称。历史地名视情括注今称。

八、行文用字，使用现行的规范简化字。运用数字，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无法确定换算值，或记载历史上的某

项规定、标准，一仍当时计量单位。货币，使用当时的名称；旧人民币除注明者

外均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九、引文中的差错，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予以补正。改正字注于[]中，脱

漏字注于()中，残缺字以口标示。

十、统计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统计部门未有的，采用事业主管

部门的数据。统计表中，空白无标注者，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标“⋯"

者，表示该项数据不足本指标最小单位数；标“一"者，表示无该统计指标事项。

十一、所载照片，凡拍摄时间明确者，在其照片说明后括注拍摄年月。

十二、人物传记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只收录已故人物。编排以卒年为序；

卒年不详者，排于传主生活的时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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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任 谢玉堂

主 任 张福山

副主任 曹守恭 张 钰 l亢寿贞i陈学科 许汝岭

委 员 王存兴 王希宝 沙洪君 马立淇 孙秀伦

王长欣 杜世皓 李虎山 王淑铭 邓维培

温松林 林思九 王 诚 孙兴振 孙 强

左 连 谭静波。郭克振 牟陆阳 朱佩锋

顾 问l吴鸣岗l王炳琴 张东木 叶述先 安作璋

徐北文l郑涵生l李仕文

总编辑 许汝岭(兼)

副总编辑 朱佩锋(兼)

注：“*”表示离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济 南 市 志

主 审 谢玉堂 谭永青

主 编 张福山

常务副主编 许汝岭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之本 朱佩锋 寿逢午 李明亮 高善常

编 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香萍

宣 涛

郭德芳

王鲁宁

原春溪

彭连友

刘映霞

徐维亭

杜加臣

高进录

杨薇薇

郭建群



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组成人员

(按到职先后为序)

主 任 孔昭在(兼)。吕雨雪。许汝岭 张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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