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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

新编《东阿县志》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东

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东阿县志》以鲜明的笔调、丰厚的史料，突出了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发展新中国的主导思想。

东阿地处鲁西平原，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旧有“通都大邑"之称。两千多年

前，先民们就发明生产出名贵中药阿胶，并世代相沿，经久不衰；杂技艺术源远

流长，新老艺人遍及全国，因之东阿享有“阿胶之乡”和“杂技之乡’’美誉。东阿

系沿黄县，岸线长达52．6公里，且河道狭窄、形势险要，东阿人民为固堤守险、

保卫河防安全付出巨大代价。上述分别设专编专章给予浓墨重彩记述，充分展

示志书的地方特色。

东阿人才荟萃，名流辈出。晏子、尹子奇治阿故事传为佳话；名相程昱、骁

将程咬金、“一时文学之冠’’于慎行等名留史册。尤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众多优秀儿女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仆后继、

英勇奋斗，1400多名仁人志士捐躯。其中，有著名抗日将领鲁中军区司令员刘

海涛、团政治委员刘永修、刘胡兰式的英雄孙秀珍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

了壮美诗篇，为东阿历史增添了绚丽光彩。新志书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杰，成

为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

《东阿县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面对浩繁的历史资料

和复杂的社会、自然状况，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明是非、辨真伪，基本达到

观点正确、门类齐全、详略得当、文约事丰的修志标准。尤其是对建国后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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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坚持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在充分反

映各项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如实记述工作中的挫折和失误，以利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志书始终把握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发展重要尺度这一基本观点，

摈弃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偏见，以大量篇幅，从不同角度记述东阿经济的发

展，特别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作了鲜明记述，读后使人

倍受鼓舞。

志书是一地之百科全书，有资政、存史、教化作用。新志修成，对我们正确

认识东阿历史和现状、科学决策东阿未来，提供了重要依据。

修志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新编《东阿县志》的出版问世，是社会各方通力合

作的结果。县委、县政府向关心本志并为此做出贡献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时，热切希望全县人民和众多有识之士，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为把东阿建设．

得更加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

纵览全志，感慨万千，草成此文，权以为序。

中共东阿县委书记金维民

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

钫

盘_鬻翳嬲一糖馏臻僻砑鼎嘲；弘。弘，“影o．越—l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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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历经十余载艰辛努力，东阿终于有了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在此付梓印刷

之际，编委会嘱我作序，倍感欣慰o』 ，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东阿自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至1932年

(民国21年)，先后修志7次，其中明朝2次，清朝3次，民国2次(包括民国续

修清末县志)。由此可见东阿对修志传统的重视。

旧志载入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尤其艺文部分，内容更加丰富，无疑

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今天看来，也存在许多舛误、缺漏。

建国后，国家多次有修志之议，但未能付诸实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

人和，百业俱兴，修志事业也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82年，县委、县政府根据上

级指示，作出编修《东阿县志》的决定，并迅速成立史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

’十余年来，修志人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广征博采，

追根溯源，收集、挖掘了大量文献、档案、口碑、实物资料，经认真筛选、考证，分

出门类，总纂成编。1991年5月完成初稿，10月经省、地史志部门领导和专家、

学者审查评议，根据各方面意见，又作了多次全面修改。

新编《东阿县志》依据社会主义方志理论，汲取旧志精华，横排门类，纵述

始末，如实反映了东阿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揽万事于

一册，集广域于方寸，各行各业的过去和现在，展卷可得，资政、存史、教化，功

在千秋。在此，我代表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向关心、支持修志工作的领导、专家、

学者及热心提供资料的单位、个人，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编修社会主义新县志尚属首次；因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谬误难免，敬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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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读者批评指正。

东阿县人民政府县长 于广超

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记述东阿县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统一。

二、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表述，以志为主体，横分门类，

纵述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全志共24编124章384节，图片、序言、概述、

大事记为编首，附录为编尾，均不列入编次。

三、本志立足当代，贯穿古今，上限一般起于1840年，部分事物适当上溯；

下限一般止于1985年，大事记和人物部分延至1995年。

四、本志主要采用记叙文体，语言力求准确、朴实、简洁、流畅，叙而不论，

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五、本志采取事以类从的方法，凡属同类事物，打破隶属系统，归类立志，

以反映事业之全貌。为突出地方特点，将黄河、阿胶独立成编。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为对社会有较大贡献与影响者，酌

收个别恶迹昭著者，以史为鉴。对于事迹较为突出的在世人物，其简介列入人

物编中。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括注帝王纪年。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帝王纪年用汉字书写(包括农历月、日)。

八、本志所称“解放前"，系指1948年3月13日国民党县政府垮台之前，

。建国后一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三年生活困难时

期系指1959～1961年。

九、政区及机关单位等名称，按各该历史时期名称记述。地名，除必要时用

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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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称加注今名外，一般均用现行标准名称。

十、本志资料来自历代省、府、县志正史和档案及部门志稿、个人专著、有

关人士回忆录等，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一、建国后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档案为主。计量单位及量值，建国前一

般从旧，不作换算，建国后以1985年国家颁布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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