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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世世相继、代

代相沿、绵绵不断，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新编地方志

作为一种特殊体例的著述，它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载着

一地之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和前进足迹，是研究一地之自

然、经济、人文、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地情书，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

历史是凝结的现实，现实是延续的历史。无论是对一

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还是对一个组织和群体而言，最可宝贵

的是自己的实践。自己走过的路，是自己走向未来的最宝

贵的财富。编史修志就是这样一项事业，它通过上溯时间

长河，回顾往事足迹，总结历史经验，展示现实问题，形成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广博的知识宝库，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使

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开拓未来。我想这正是修

志工作的价值所在。

我市的新编社会主义地方志工作始于1982年，青岛修

志人20年的呕心沥血和艰苦奋斗，全市共编纂<青岛市志>

69卷1500万字、<青岛年鉴>14卷1200万字、7部县(市、

区)志750万字和400多部基层志书等，把青岛数千载的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尤其是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和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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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凝炼成纵贯古今、横及百科一部大书，这真是青岛文化

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1 20年的修志，有的年轻人把黑发搔

成了白发，无怨无悔地将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史志事业；有的

长者终日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抱着尚未成书的

志稿遗憾地离开了人世。我在捧读这些志书时，每当念及

于此，都深切地感到书中的一组组数据、一行行文字的沉重

和丰厚，心中顿生无限感慨。修志人的精神可钦可敬，修志

人的成果可喜可贺!

今天，我市第一轮新编地方志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当

年出版的7部县级志书，因为印数少、部头大，广大干部群

众已不太容易看到，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难以发

挥。因此，为了扩大志书的读者面，方便领导查阅和群众阅

读，市史志办公室组织即墨、胶南、胶州、莱西、平度、黄岛、

崂山等7个区(市)史志办公室的同志，以原已出版的县

(市、区)志书为基础，本着“突出地方特色，概括大势大略；

突出实用价值，记述执简驭繁；突出便览功能，力求文约事

丰”的精神，编纂出版了《新编青岛地方志简本>丛书。这套

丛书如果能够成为各级领导的案头卷和广大群众的家藏

书，那将是对编纂者的最高奖赏，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谨

以此言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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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崂山有着五千多

年的历史，有着优秀的、灿烂的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潜

入生命，积淀于民族精神之中，为社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凝

聚作用，为爱国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有史，邑有

志”，1990版<崂山县志>承载着崂山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

迁，十几年来，发挥着存史求真、鉴古知今，资政育人等作

用。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修

志的目的在于应用，让人们了解我们的国情、区情、乡情、民

情。了解我们的历史是这样的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这

样的辉煌炫赫，作为一个崂山人，实在可以自豪。

我们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省、市政府的要求，将

140万字的《崂山县志>取其精华，执简驭繁，突出重点，缩

编成了30万字的简本，奉献给读者。使之更广泛的为社会

所用，为改革开放、机关决策提供基本情况，为宣传教育、科

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同时，也为向往崂山、了解崂山、关心

崂山的海内外朋友开启一扇窗口，使之成为广大干部的案

头卷和群众的家藏书，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意义。

新世纪，全国启动了新一轮修志工作，崂山区在“十五”
． 1



期间要完成《崂山区志》、各街道志和村志的编写任务，这是

政府的官职、官责。在崂山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前人给

我们创下了坚实的基业，今人又在时代的大潮中搏风击浪，

开拓创新，描绘了一幅集青岛高新区、崂山风景名胜区、石

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与高效农业示范区四个国家级政策区

于一体的绚丽画卷。衷心希望广大读者能开卷受益，通过

这些真实、可靠和富于魅力的历史资料，加深对崂山的认识

和热爱，同时热情的邀请海内外朋友前来崂山旅游、休闲、

考察和投资，为崂山增光添彩。

崂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勤劳智

慧的崂山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带领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以更

大的决心，更足的于劲，更快的步伐，与时俱进，以丰厚的底

蕴，创新的精神，谱写更新更美更加辉煌的明天，使一座国

际现代化新城区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海之滨!是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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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崂山简志>，根据1990年出版的<崂山县志>编纂

而成。原本全书139．5万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过繁过

重。简志为30万字，32开本。一册在手，可知崂山古今概

况，以便于普及。但要了解各行各业的详情，还须看《崂山

县志>。

二、简志以1987年崂山县境域为记述范围，与原本的

上限一致，<建置><大事年表>等上溯古时，余为1898年后

划归胶澳；下限1987年。因1988年11月崂山撤县设区，

故有些内容延至1988年。

三、简志并非是原《崂山县志>的平均浓缩，而是一次再

编撰，打破原格局，力求精选史料，简、严、核、雅，有可读性，

改中编结构为大编结构，设章、节、目。

四、全书分<概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

<崂山><大事年表>八章及附录。原《崂山县志>题词、序言、

概述等全删，其他相关内容则分属各章。

五、简志以记述为主，兼用表；县“四大班子”只记正职。

记述力避琐屑，各项事业简记起始、重要发展阶段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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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简志对原志有误或资料不足之处，进行了适当订正

和补充。

七、简志行文用书面语体文，单位用公制，数字除中国

历史纪年、农历月日等沿用中国数字外，余用阿拉伯数字。

八、简志自民国后，改用公元纪年，之前一般沿用旧制，

并夹注公元纪年。

九、简志关于机构、职官、人名、地名等称谓，根据史实

记述。重复出现时，一般运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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