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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

盛世修志。 红岛街道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 历经十余寒暑，终于付梓， 可喜可贺。

红岛， 胶州湾内一岛屿 ， 191 3年始通陆路。 虽方圆不足百里，然其历史悠久，物产富饶，文化厚

重。 贝丘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生活葱、息。春秋战国时，红岛地域己成为

齐国获取渔盐之利的主要场所。 建于宋代的青云宫， 是美丽的神话传说"没尾巴老李"的发祥地。 近

代的红岛，饱经沧桑，自 1898年始，德人租借于先，日寇强占于后，先后32年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

民地。 红岛儿女奋起抗争， 留下了无数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反帝反封建的不朽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

改天换地，人民当家做主， 红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勤劳、 勇敢、

智慧的红岛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同心同德、 与时俱进，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快

速发展的洪流，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今日之红岛己成为胶州湾畔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熠熠生

辉， 光彩夺目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君I~国者以志为鉴。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前车之鉴，后事

之师， 社会的发展， 历史的变迁， 需要去总结和研究。 记载一方历史，传承一方文明 ， 是历史赋予我

们的神圣使命。《红岛街道志》详今略古、纵述史实、 横陈百科， 客观全面的记述了红岛的建置沿

革、地理风貌、 经济建设、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风俗民情、人物名胜等， 是一部反映红岛全貌的综

合性文献资料。其内容广博厚重， 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承载着 "存史、资政、教

化" 等多项功能。一部志书在手，便知一地之历史兴衰、 经济枯荣、社会变迁、政治隆替，对于总结

历史经验， 汲取历史教训， 发挥区域优势，振兴一方经济， 繁荣一方文化， 是宝贵的信息资料和知识

财富。

编篡出版《红岛街道志>> ， 在红岛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无疑是红岛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回顾历史 ， 是为了更好的传承文明， 总结过去， 是为了更好的开

拓未来。 通过追溯历史， 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的了解、认识红岛的变迁， 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了

解过去、把握现在，而且必将激励后人发扬光大，继承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光荣传统，为建设红

岛贡献智慧和力量。 希望全街道各界有识之士"读史明智、以志为鉴"充分发挥好志书的重要作

用， 继续抒写红岛繁荣昌盛、 富裕幸福、 文明和谐的新篇章。

是为序。

斗
，

2013年7月



序( 二 )

《红岛街道志》历经十几个春秋 ， 经过编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数易其

稿，终于付梓问世， 实乃红岛街道的一件大事，由衷表示祝贺。

红岛地处胶州湾北部、城阳区西南端，夏商周时属莱夷地，春秋战国时为齐国获取渔盐之利

之重地。 从始建于宋朝末年的青云宫和有千佛之说的千佛庙的遗址到韩家民俗村古盐井遗址的发

现，无不是悠久历史之见证。 数百年来，红岛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朝出暮归，辛勤劳作，创造了

悠久灿烂的渔盐文化。 然而，在红岛的历史上，也有天灾、人祸留下的创伤。 1898年， 红岛成为德租

借地; 1914与1938年，日本两次侵占， 红岛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更使这里伤痕累累，疮痪

满目 。 富有反抗精神的红岛人民，不甘屈辱蹂躏， 与之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1949年5月28日 ， 红岛迎来了黎明和曙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胜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

化，跨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红岛人民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紧紧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发奋图强、励精图治，使红岛大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丰硕成果。《红岛街道志》填补了红岛历史上缺少地方志的空白。作为"一方之全史"上自

天文，下至地理，从沿革到建置，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从海

洋到陆地，从名胜到古迹， 广征博采， 纵述古今，横陈百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略古详今的手

法，史实记载了红岛这片土地上的荣辱兴衰、沧海桑田 ， 重点反映了红岛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改

革开放取得的丰功伟绩，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一部了解红岛、宣传红岛、研

究红岛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整部志书条目清晰、内容详实、文辞通俗、引述繁多，思想性、科学性、 资

料性浑然一体，可谓红岛的百科全书。

《红岛街道志》在编修过程中，各部门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上级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给予热情

指导，历届参与修志的同志艰苦努力，辑访誓旧，广闻贤达，征考文献，校正说误，取他人之长，补己

之短，毕其心血，倾其心智， 历数载寒暑而哀然成集，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资政存史，教化民

众，服务当代， 惠及子孙， 其功莫大焉! 在此，深表感谢。

以史为鉴以治天下，以志为鉴以治君I~国 。 翻阅此志，祭然知先贤之伟绩: 掩卷沉思，肃然感责任

之重大。 值此之际， 全街道上下当加倍努力， 奋发图强，用心血和汗水书写《红岛街道志》光辉灿烂

的续篇。

~~ dl九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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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红岛街道志》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方志书质量规定》 为依据，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宏观记述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发展变化，力求思想J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 注重社会效果。

二、本志记述的时限上起自 1087 年，为彰明因果源流，个别篇章适当上溯;下限断至

2005 年 12 月，附录下沿至 2012 年 5 月 。

三、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以 2005 年 12 月红岛街道的行政区域为主，为表述完整，个

别篇章适当涉及历史上阴岛所辖区域内的事物。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体结构，以类系事，以事系时，通志按类立篇，篇下设章、节、

目 。 除大事记为编年体外，其余按类横排 25 篇，采用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记述方法。

五、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录兼用，图表穿插其中 。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叙述体。 通过资料的记述，体现观点，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

七、本志采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历史纪年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其称谓如机构、官职、人名、地名等，一律根据史实记述。 所有纪年称谓，原则上使用全称，

重复使用时则依惯例，使用简称。

八、行文中"建国前"系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建国后"则指

其后"解放前"系指 1949 年 5 月 28 日阴岛全境解放以前"解放后"则指其后 。

九、本志坚持"生不立传" 。 凡属红岛街道及非籍红岛街道而对红岛街道或客籍地社

会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各界已故人士，方予立传，在世人士以简介的形式收录。

十 、本志所用各项统计数据，以即墨县、唠山县、城阳区、红岛街道统计部门公布的数

字为准，统计部门未统计的，采用业务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 表述中，凡名称、成语、 }IJ页序

号和不确切数字，如六七百人等用汉字，其余均用阿拉伯数字。

十一、本志资料除取自即墨市、唠山区、城阳区档案馆资料、红岛街道所属各部门以及

单位、村庄的史料，还取自族谱、报刊、年鉴和其他史料，并采用了极少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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