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瀑



院上镇志

(内部资料)

院上镇志编纂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七月



王子阳同志为本志题词

瓣酽啄
¨剌和毒阳．：!【!扛谨朦j勺陋谨腓加盼棚



序
}’娜_y

～垮。院上镇居民，始于公元1350年(元，至正十年)，厉经明、

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有’佰余年的历史。解放
前，属莱阳县。1945年解放，属莱西南县，今属莱西县。

院上镇虽历史悠久，却从未出过记_述它的党派、群团、经

济、文化、教育、风土等史实的书籍。，

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多难，无编写史志条件。六卡年代中期的

“文化大革命”，将日、伪，蒋兵火焚掠后幸存的一蛰两史文物及

志书、宗谱等，又被视为．“四旧”烧毁殆尽。 V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

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建国三十=年

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指

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工作前进方向。具有伟大历史意

义的党的十二大，号召全党及各族人民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薪局面。当前出现了建国以来空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蕾，缀凑

繁荣，科学飞跃，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苈史步入新的里

程。人心振奋，前程似锦，改革开放，再展宏图。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既要前瞻，也要后顾。后顾的是

历史，前瞻的是远景蓝图。从历史长河里探索发展规律，作为实践

的借鉴。我镇根据县委和县政府指示，．成立了镇毒编纂办公室，着

手编写《院上镇志》。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我们热爱祖国，热爱

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乡土，克服种种困难，力求较完善的把祖先千

百年建设起来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追本溯源的记述，呈献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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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镇的炎黄后裔若’

为了真实地、全面地展巍院上镇的历史面貌，我们始终坚持实

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褊出一

i饕葱想艋二资料性、知识性和科学性忧较统-全面记载有近百年来
、 的党派群匪‘经济，文教、卫生等痨史大事为主要内容的新的《院

!上镇恚努。《镇志》历经二年之久，从各方面搜豢、探索、核实、

考证。旧县志是我们仅有的史料，文化古迹是我们豫斟的考证，社

会知名人壬；革命耄午部的回忆是我们参考的素材{建国后的档

案≯捃筵我们当代史料宝贵的源泉。但是由于史料有韵年代久远，

难于回忆、查证。有的。资料不全，无从查考6有的众说不。，颧费

雅断厶加囊我们政治思想及文化承平韵局限，邈漏错误之处，在所

难免'『敬祈批评指正o
。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县委、县政府和县志办公室的领导及各辩

‘褥≮各兄弟革值的热情帮韵j?特别是鳊纂办公室的几位年逾花甲的

耄同意，付出了事勤的劳动，。做出了极大韵贡献，才使本卷得以完

躐“。在此我代表镇党委和镇政府致以衷心感谢。
，一

毫翟：j-一 1．。：．： _’

。中共院上镇委员会书记 巷学1参

_丸八六年七月一<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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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上镇位于小沽河滨，大沽河畔，地处青岛、烟台两个对步}井

放城市交通的中枢，是一个农、工、商业昌盛的集镇。它早在北齐

年问，就有人类聚居，历史悠久。忆往昔，帝、封、官盘剥掠夺，人

民啼饥号寒。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勤劳勇敢的人民，创造了不少

惊天动地的业绩，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尤其近半个世

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竣战争中，积极参

军参战，支援前线，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打垮了日本

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看今朝，天宝物华，人杰地

灵，各行各业生机盎然。

《院上镇志》在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和镇党委的重视支持下，历

经二年，终于问世。它是一部综合性的资料书，记述了全镇历史上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人物等方面的变化发展。富有时代

特点和地方特色。它对借鉴历史教训，正确指导四化建设具有现实

意义。确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一大益举。

由于我们指导思想的局限，加之编写者知识肤浅，不可避免地

存在多方面谬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院上镇镇长 哥仁龙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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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按篇、章、节、目四个级次排列。篇、章、节标出级

别、序次、题目。目、只标序次题目。

二、志中各篇，按内容作横向按排，各篇中章，按时间作纵向

按排，各章中的节，作横向排或纵向排。

三、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的重点在现代部分。但对

近代部分，根据实际情况也有记述较多的地方。

四、本志原则上起于鸦片战争(1840年)，止于1985年。但迂

需追述者，也有超过上限。

五、同一事件、人物，在篇章中需交错互见时各有侧重，。力求

避免重复。．

六、对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括号内加注历史纪年。地名，

用当时名称，括号内加注今地名，也有记述今地名，加注旧地名。

七、在数字记法上，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个别地方用汉字书

写。

八、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充分使用图、表0图9大部列在卷

首，个别列在正文后面。表，亦分别列在正文之后。

九，志书的文体，．采用语体记述文，加用标点符号。



院上镇行政区划图



院上镇驻地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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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院上镇委员会

院上镇人民政府



中共院上镇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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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IJ

中排左起

后

刘祥勤李学海于仁龙

张国瑞崔焕太于永岐赵克清

张兆良金立泰崔展军



院上镇人民政府领导成员

前 于仁龙
排左起

后 葛林新

崔焕太

王日光徐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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