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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县志编辑8年余，如今计日付梓。我作为一个关心史志工作的同志，感到十

分高兴!

近年来，山东省在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关心与支持下，经过广大编志人员的呕心

呖血，一些市、县的地方志已陆续出版发行。长清县志的面世，无疑是对全省史志工

作的一大贡献!长清县地绾齐鲁，为省垣之屏障，东依泰山，西傍黄河，公路、铁路畅

通南北。具有幅员辽阔，物华天宝的优越自然条件，自古就被誉为人杰地灵的好地

方。尤其是建国后40多年来，长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奋发图强，自力

更生，创造了灿烂的建设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先进经验，使长清县境内的山更青，水

更秀，人更聪慧。对于人民走过的足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记述下来，借以

承前启后，资政、存史、教化，亦足以造福子孙。近百万字的新编《长清县志》，对于长

清县百余年间的山川道里之变迁，土宜物产之盈绌，人情风尚之良否，政治局势之演

变，农工商业之优劣，以及文化兴衰，交通畅阻等万象景况，尽收书中，可谓一部“长

清大全"。这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将使大家受到百年来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历史的

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育等，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人们热爱

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家乡和建设家乡的炽热感情，进

而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业代代相传，让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王众音

1991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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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经过近10年的努力工作，已经编纂成志即将出

版问世，这是我县文化建设上的一项重要成果，它的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编史修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三千年以前的战国时期，此后历

代修志经久不衰。地方志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县自明代开始，先

后5次修志，流传至今的有4部，还有编纂于清康熙年间的《灵岩志》和光绪年间的

《五峰山志》，也完整地保存至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他们把地

方志视为“辅治之书"、“资治之书"，认为“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治民之道必先熟悉

风土，为政之方尤须参考志乘”以便“因其地而施，顺其俗而化”。流传至今的几部《长

清县志》，都对本县建置沿革、山川险夷、风俗变迁、土地肥硗、典章制度、人丁赋税、

物产资源、文化教育、名胜古迹、职官进退、重大事件等均有记述，为我们研究、了解

和掌握县情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地方志固有的“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受到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

视。建国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倡导编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和整理旧方志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0年代初已编纂出一批地方志初稿和地方

志资料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四化"建设的

发展，地方志工作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在全国掀起了编修地方志的热潮。地方志正

在为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用越来越明

显地显示出来。

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指示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进行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自鸦片战争以

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

压迫和奴役，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70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各族人民，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

地斗争，终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历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新编《长清县志》，真实地记述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在党的领导下长清县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前赴后

继、浴血奋战的史实，记述在党的领导下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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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历程，记述人民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中

共长清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有数以万计的长清儿女参加人民子弟兵，有数以千计

优秀儿女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革命先烈不畏强暴，为国家的独

立、民族的解放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向人们特

别是向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进行近

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使人们懂得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千千

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立志把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

确的党”的结论，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

真理，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发扬革命传统，以旺盛

的革命斗志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实现这个使命，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既掌握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又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

体实际相结合，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县志是县情的载体。编修县志首先

要认识、研究和掌握县情。编好了县志，就为认识国情提供了资料。新编《长清县志》，

真实的记载了县情，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成为领导决策的依据和参考。我

希望新编《长清县志》能在经济规划和开发、对外开放、旅游观光、加强横向联系，在

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进行近代史、现代史教

育和国情教育，总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当代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

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中共长清县委书记 李树山

199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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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89年由济南市历城区调来长清代理县长职务，并于1990年长清县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县长。上任伊始，正值《长清县志》经过8年艰苦工作，完成

总纂任务，交付审定出版，在我任内有一部新编《长清县志》问世，这是一件值得庆幸

的事情。

遍览长清旧志，知《长清县志》创修于明代万历年间，由知县李宗延创修。此后

400多年中又4次续修，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清代康熙十一年知县岳之岭续修的壬子

县志、清代道光十五年知县舒化民续修的乙未县志和民国24年县长李起元续修的

县志。封建社会编修的《长清县志》，在体例、结构和内容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记

述封建皇帝的活动为其歌功颂德和宣扬封建伦理的烈女传，都占相当大的篇幅。民

国年间续修的《长清县志》把捻军、义和团农民起义军称做“匪”。尽管如此，旧志中仍

记述了县境区域内的建置沿革、区划演变、人民生活习俗等，[民国]《长清县志》还以

较大的篇幅记述国民经济、文化教育、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状况和地方名胜，这些都

为我们现在了解县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1982年开始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

编纂的《长清县志》，用翔实的资料记述了鸦片战争以来，长清县人民同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英勇斗争的史实，体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真理。记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本县国民经济

发展的优劣之势、土特产品、山水名胜、文物古迹、领导干部升降进退和著名人物等。

新编《长清县志》是一部体例完备、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的地方志书，它为社会主义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编修地方志书是我国的传统。从夏周两代《禹贡》、《职方》详记山川地理开始，到

磨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历代修志经久不衰，流传至

今的地方志书达数千种。地方志书的生命在于它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现在，我们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更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功能。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

的新时期，地方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人民进行国情教育，首先是对年青一代的国

情教育。广大青年拥护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有些青年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

状，不知道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容易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迷惑。县志

就是要把本县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告诉年青一代。对他们进行近百年阶级斗争

历史的教育，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教育等。使全县人民和广大青年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

够发展中国"的道理。激发全县人民和广大青年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



序

华人民共和国、热爱家乡和建设家乡的炽热感情，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

革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走

过一些弯路，有不少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在经济建设中脱离国情，超越国

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县志是县情的载体，以丰富、真实的资料反映县情，既记述

成功，也记述失误，显示事物的兴衰起伏和发展规律，使志书成为县情教育的好教

材，成为领导者鉴往知来作出正确决策的可靠依据，减少失误，兴利除弊，把长清的

事情办得更好。

长清是个好地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即在境内卢邑设卢县。隋代始于升城

设长清县，距今也有1396年了。泰山雄踞县境东南，黄河流经西部4镇，东入渤海。

县内连山四围，阻山带河，位置冲要，是省城济南西南的屏障。境内名胜古迹众多，文

物荟苹，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济南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全国和省市县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47处之多。在唐代即被誉为全国寺院四绝之一的灵岩寺，经过历年整修面

貌一新，年接待国内外游客数十万人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清县

各项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好时期，先后被省、市命名为林果生产基地县、细羊毛生

产基地县、良种生产基地县和粮食生产基地县。我热爱长清县。希望它在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指引下，变得更加美丽富饶。新编《长清县志》如能在振兴长清中充分发挥

志书的功能，我将感到欣慰。 。

长清县县长 曹维新

199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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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县有悠久的历史，被称做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元代长清诗人、散

曲家杜仁杰，在《娄敬洞洞虚观碑记》中称赞长清县地处泰山之阴，自然景色“深且

秀”。他写道：“凡之物在阴，便觉深且秀。泉则甘冽，土则膏润，木茁而拱然，梨栗实而

拳许，是岂人力所能成?地势使然也。”这是杜仁杰对长清县“物华天宝”的优越的自

然条件的最精辟的概括。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长清县涌现出许多历史名人，除了元

代名人杜仁杰外，尚有战国神医扁鹊，金元时东平路行军万户、鲁国公严实和明代被

世人誉为“铁御史”的李纲等等。尽管如此，在漫长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近

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下，长清县这种优越条件，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人们的智慧和

创造力受到压抑，而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广大人民群众在“三座大山”(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悲惨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长清县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长清县人民的革命

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谱写出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在20世纪20年代初，长清县即有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本县早期共产党员庄毓

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回国参加革命斗争，30年代初曾回长清县作报告，在

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马列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产生

了深刻影响。中共长清县地方组织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涌现出像魏金三、张耀南等杰出人物，他们是中共长清县地方组织、大峰山革命根据

地的创始人。1938年1月，中共长清县第一个党组织在长清县南坦山成立，同时建立

了第一支抗日游击队。1939年6月成立的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当时泰西地区诞

生的第一个县抗日民主政府。从此，长清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英

勇斗争，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于1948年9月长清县全境解放，

长清县人民进入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1466名优秀的长

清儿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全国千千万万名烈士一起用鲜血换

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编《长清县志>>vZZ大量真实的资料记述半个多世纪以

来，长清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揭示出“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记述了近百年来长清县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斗

争史实。这些斗争史实，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数风流人物还看

今朝。通过编修新县志，让那些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们名垂千古，

流芳百世。

建国后，长清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在社会主
鬣，≥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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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长清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纂而成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采用篇、章、节三级结构，有的也在节下设目和子目，共分27篇121章

397节。志首为概述和大事记，志末为附录，中间27篇为专业志，记述全县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县志的主体部分。专业志按照

事以类从的原则立志，尽量避免内容上不必要的重复和交叉。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概述和大事记为全志之经，各专业’

志为全志之纬，图、表、录附于各类之中，力求作到首尾衔接，经纬交织，文图并茂，浑

然一体。在有关篇章之首设无题序，以增强志书的宏观综合性。

四、记述范围限制在长清县现行行政区划之内，对历史上曾属长，清县境的河西

县、峰山县的有关区域也时有涉及。

五、记述时间上，上限不作硬性规定，一般始于1840年，但可因事而宜的上溯至

建置之始或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85年，而概述、大事记和政权政协、党派社

团、人物等断至1987年。

六、本志中，“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9月长清县全境解放前后；“建国前后"是

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七、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单立篇章，有关内容散记于概述、大事记和各个

专业志里。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以《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I'n-J题的决议》为准则，既记

述成功，又记述失误，是非分明，以资后人借鉴。

八、立传人物，以本县籍人物为主，兼收客籍人物。酌收历史罪人，以示惩戒。生

人不立传。在世人物的功勋、事绩在有关专业志中“以事系人”予以记述。在有关篇章

里列有在世人的“人物表"。

九、除引用原文外，一律用规范语体文记述，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

均以本县历史习惯称呼，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可用简称。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历史纪

年用汉字，公元纪年和民国及民国以后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历史纪年一般夹注公元

纪年；重要的历史地名夹注今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以公元纪年。

十、选录部分旧志艺文入志，原文无标点的均加注标点符号。古字、生僻字、繁体

字，均用现代简化汉字。选录旧志艺文，以时间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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