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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宁阳县志》付梓问世，这是时代的新篇，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是全县

人民的共同愿望。实为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历来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宁阳有志，始于明，盛于清。但在建国前，所修旧志虽留下

了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却因受社会制度的制约，未能客观的反映历史。建国后，中

央领导同志曾多次提倡编修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号召各级地方领导、有识之士，正

确地继承和发展历史，博荟文明，光照来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可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兴盛的时期。盛世修志，

历来如此。特别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飞跃发展，各项事业蒸

蒸日上，人民生活日趋富庶，四海安谧，政通人和，呈现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

水绿如蓝”的盛世局面。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为此，中共宁阳
县委、宁阳县人民政府，负历史之使命，顺人民之心愿，决定新编《宁阳县志》，以俾

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
历代所修县志，均效儒家思想，凡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旧风

俗，尽为包罗。所谓官师、良吏、节妇、烈女连篇累牍，而经济内容仅为贡赋。《宁阳

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详今略古、实事求是，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全面记述了宁

阳的地理风貌、政治军事、经济形态、文教科技、民情风俗、人物胜迹等方面的兴衰

演变。一反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倾向，以人民为主、经济为主，政治内容占有重要地

位。尤其重点记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披荆斩棘，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最
后胜利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成就。充分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由此不难看出，《宁阳县志》不仅是一

项浩繁的综合工程，而且是一部宁阳人民的斗争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史，风土人情、地理、自然的演变史，是宁阳的“百科全书”、“信息宝库”。“借前世之

盛衰，考当今之得失”。要想搞好一个部门、一个行业乃至全县的工作，不仅要认真

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深刻了解县情；不仅要认识现状，而且要弄清历史脉
络。《宁阳县志》对于各级领导同志了解县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对于向人民进行

爱国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对于为子孙后代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借鉴，必将

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客居他乡的宁阳儿女来说，《宁阳县志》又是一座沟通信

烨



序一

息、加强联系的桥梁。通过它，可以加深对故乡的悠悠思念之情，为振兴家乡贡献力

量。曾在宁阳这块土地上为建设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革命老前辈，从中可重温昔日

的峥嵘岁月，引发同宁阳人民鱼水深情的美好回忆和深切怀念。它还可把宁阳的各

种经济信息奉献给全国各地直至国外，增进对宁阳的了解，发展与各地的联系，繁

荣社会主义建设。凡此种种，其业之宏，其功之勤，自有志在，不待赘言。

我曾担任过宁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在《宁阳县志》即将出版之际，倍

加高兴，感慨良多，特谨书此言，权以为序。并祝愿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

设中，团结奋进，继往开来，为振兴宁阳，创造更大的成绩，以载入新的史册。

中共宁阳县委书记赵一民

j，●，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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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宁阳县志》历经数载，几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

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此，谨书此言，权以为序，以表庆贺。

宁阳县建置于汉初，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

文化首先在境内磁窑镇堡头村发掘。这里北依大汶河，东连沂蒙山，西接鲁西平原，
土壤肥沃，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早在明、清时期，农业、养殖业、手工业即比较发达。

但到近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封建主义残酷压榨，致使民生凋敝，田野荒

芜，灾害频仍，满目疮痍。自1840年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宁阳人民为反

对外来侵略与封建压迫，奋起抗争，英勇不屈，不畏强暴，前仆后继，上千名革命烈

士为拯民于倒悬，救国于危亡，以自己的满腔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章，终

于赢得了翻身解放。

建国后，为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宁阳人民焕发出极大的建设热情。在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的力量治山治水，改天换地，农业生产水平

明显提高；工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宁阳人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开放，锐意进取，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形

成了化工、能源、建材、机械、食品、轻纺六大行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其中化工企业规
模大、产品种类多，被誉为化工基地县。农业生产条件极大改善，机械化、电气化程

度大为提高，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林粮、枣粮间作面积位于全省前列，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和指定为大枣生产基地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交
通发达，铁路、国道、公路纵横交错，商贸活跃，市场繁荣。科教文卫事业长足发展，

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提前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中共宁阳县委、宁阳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底决定编纂

《宁阳县志》，实为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正确之举。编修一代社会主义新县志，是一

项崭新的事业，浩繁的工程。把一百多年来宁阳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业

迹记载下来，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前进的曲折历程记载下来，把大量的、分散的、

历史的、现状的各种资料收集整理起来，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坚

定爱国爱乡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于向各级领导同志提供借鉴，了解县情，掌

握规律，正确决策；对于继承历史，发展未来，鉴往知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具有极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1990年，我受命主持县政，承继前任修志

之业，深感责任重大，殚精竭虑，决心更重其业，速成其果。现在经大家的共同努力，
终结硕果，付梓问世，实现了全县人民的愿望。

《宁阳县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比较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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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展的客观规律，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分类科学，特点鲜明，文风

鲜明性、思想性的统一，又溶可读性、资料性于一体，堪称一部良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宁阳县志》的出版发行，为我县干部群众

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县委、县政府要求广大干部、人民群众、青年学生悉心阅

读，更好地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在《宁阳县志》问世之际，县委、县政府十分感谢给予编修工作大力支持和热心

帮助的省、市业务部门，感谢在外地工作的宁阳籍老同志的关心，感谢有关专家、学

者和其他为县志编纂工作献计献策、提供资料的同志。愿全县人民、异乡赤子和广

大海外侨胞，更加热心家乡建设，为振兴宁阳经济，创造美好的未来，同心同德，开

拓进取。同时，也欢迎外地广大读者通过《宁阳县志》了解宁阳，认识宁阳，发展与宁

阳的友好关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共同前进。

《宁阳县志》是一部全新的志书，所载事业多、门类全，洋洋百万言，又加众手成

志及囿于编者功底，见仁见智，瑕疵错讹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指

教，容后修正。

；默盒鬣瑟4长-J=张现贵宁阳县史志编纂委员会主 J卜∥u八

，。；十巷0{；■，％^

羹藿鬻露器重量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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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取事时间，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断至1985年。大事记和附录下延至1990
年。

四、设总述、大事记为卷首，附录殿后。全志除卷首、附录、编后记外，共设34编
191章490节。

．五、工业编只记县属以上工业企业及其发端。乡镇(公社)企业从工业和其他编

中析出，单独设编，以体现时代发展特色。
。

六、本志采用志、传、记、述、录等体例，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全

志一律采用语体文。

七、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在人物传中，多为正面人物、本籍人物，并记载少数劣

迹人物。凡建国后至1985年获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英模人物、先进工作者，列入人
物表。

八、采用公元纪年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将中国历史纪年记入括号

内，月日沿用夏历。1912年后的月日均用公历。

九、凡地名、建置、区划、机构、团体等，首次书以全称并加注，再现时用简称。历

史地名与今地名有变动的，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十、资料来源广泛，采用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所藏资料、党史资料、地名资料、部

门志、乡镇志、调查报告、回忆录等，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P。女域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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