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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古今大抵如此。志者，记也。观其功利要义有三：一日存史，为后

人留下历史发展概要的忠实纪录以备查考；二日资政，使当权者便于省察由此及

彼的轨迹而知兴替；三日教化，向众人昭示发展变化的曲折与艰辛以励奋起。

沂源古为鲁地，山川峻秀，人杰地灵。置县五十余载，内承新旧交替，外通八

方声息，经纬交织，气象万千，饱经沧桑之变。域内历经战乱之苦，民众颠沛流离，

生灵涂炭。及至建国，航道开通，百业俱兴，阡陌变迁，事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张扬时代文明。变化之巨，尤以近十数载革故鼎新，奋发有为而醒目。《沂源县

志》上溯清末，横及百科，略古详今，洋洋大观，一册在手，历史梗概即可了然在

胸。编纂人员十年辛苦，数易其稿，成就建县以来第一部县志，委实可喜可贺。余

不多言，权且为序。

沂源县县长陈留泉

二九九五年八月

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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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编纂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力求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时1"．-1断限上起1944年，下限1990年底，部分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一

三、内容编排为横排门类，纵写史实。首列序、概述、大事记；中置经济、社会

等专志25编，每编设章、节、目；人物、附录殿后，不入编。

四、体裁文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其他辅之。使用

汉字、语体文。方言标国际音标。

五、立传标准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为对社会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已故各一

界人士立传。本籍人以卒年为序，客籍人以在沂源先后为序。要人要事散见各编。

六、行文规范：用简化汉字行文。纪年：清朝及以前，采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

纪年，自中华民国元年(1912)后用公元纪年。政权、机关名称，均用当时称谓。地

名使用现行标准名称，用历史地名时加注今名。人物直呼姓名。数字用法：以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为准。计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名称与符号》行文。

七、志书资料主要录自国家、省、市、县档案，中共沂源县组织史资料，县直各

部门提供的资料、知情人的口碑及报刊文献资料。数据，主要源于县统计资料，统

计局缺的采用有关单位数字。对资料稽实求真，据实直书，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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