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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五脏水

国有国史，省有省志，县有县志，但作为国家最基层

行政单位的村级志，并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涌泉前、

后村村文两委组织编写了《涌泉村志》一书，这不仅是对

涌泉村的一大贡献，而且也为庄坞镇、苍山县的史志工作

树立了典范。它的白版，可以说，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回

的村志编写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涌泉村(后分为前、后村)是在山县和l旧制|临沂县的

大村，古老文明，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早在 1631 年

(明崇械四年) ;涌泉的傅启佑代山东巡抚朱大典向崇祯皇

帝撰呈《莲花表)); "御取天下第…"轰动京城，闻名全国，

为旧制沂州人、山东人赢得了荣誉。清朝后期，涌泉曾是

幅军活动的中心地带，崛军酋领傅双刀率部驻防涌泉，军

力强大，势如破竹，威震地方官府。 1920 年(中华民国九

年) ，涌泉的傅景尧、傅景舜兄弟俩因倡导并捐资公益事

业、赈灾济贫等善举，受到中华民罔大总统孙中山亲笔题

"行冠州间"的褒奖，再次为旧制临沂县增了光。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涌泉村是l陆、炜、在、邵

革命根据地和政治、文化中心，中共l陆那中心县委、临郊

县委、临沂县委、临沂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临沂县参议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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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这里成立。董少白、刘剑、丁梦孙、王献廷、杨士法、

刘子见、孙哲南、张兆涌、李华源、杨权、郑希孟等一大

批党政军领导人曾在涌泉工作或战斗过。八路军----五师

政委罗荣桓、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铮等领导同志，为了打开

郊马抗战局面和开辟滨海地区革命根据地，在涌泉村召开

了部队连以上、地方分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形

势，提出了对敌斗争的策略和任务，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了以涌泉为中心的鲁南苏北平原抗日根据地。

涌泉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高尚的沂蒙精神，无

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忠诚拥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多打粮，

多贡献，拥军支前，拥政爱国，元私奉献，为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做出了许多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也涌现出一批

才华出众的优秀人才。

《涌泉村志》不仅真实记述了各个朝代，特别是近现

代，涌泉村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方面

的发展和变化，而且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苍山、以至临那一

带的社会变革、民生、民计和风俗民情等。这本书，也许

能给你带来对艰苦岁月的品咂回思:也许能让你在昔日今

来的经历中更加珍惜今天g 也许能使您以历史的厚重感去

思索未来，迸发出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

涌泉前、后村是庄坞镇的先进村之一，涌泉的辉煌只

是全镇的一个缩影。庄坞镇钟灵毓秀，物阜民康，政通人

和，革命老区的传统代代相传，村村都有着光荣的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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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点。改革开放以来，庄坞镇党委、政府抓住机遇，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民由单一的粮食作物种植转变为

经济效益高的山牛葬等新品种蔬菜的种植和开发，种植面

积达8万多亩，一跃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国牛弃之乡"、"山

东洋菜园"。特别是近年来，镇党委、政府坚持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不断扩大招商引资领域，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拉动和整合全镇农业的产业化、科技化、国际化生产。同

时，镇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加强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支持

各村开办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开展传统的民间文艺活动，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并且注重挖掘、保护和整合全镇的民

间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资源，推动农村文

化大繁荣大发展。

目前，全镇人民正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

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农业生

产和农村经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创新的辉煌。

王胜永，苍山县鲁城乡人。曾任中共苍山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南桥镇党委书记等职，现任庄坞镇党委书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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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的编寨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于建设小康社会和推动

新农村文化建设为方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弘扬浦泉

村的历史文化，促进农村基层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工、本志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忠于史实，

秉笔直书g 坚持突出地域文化和时代特点，力求贴近民间

文化，贴近人民生活，注重社会效益。

三、本志以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相结合，资料性和知

识性、可读性相统一，详今略宵，力求内容丰宵，资料翔

实，通俗易懂。

四、本志按章分类编写，章下为节，各章、节内容均

按年代顺序记述，以志为主，其他辅之。

五、大事记上限起 1631 年(明媒祯四年) ，有的章、

节适当上溯， 1.旦大多章、节的记事，是从抗日战争开始，

下限止于2007年。因为涌泉先后隶属旧制临沂县(抗日战

争时期隶属临都县、 i恼都中心县)和赵铮县、苍山县，所

以事件记述，均以当时的县名称之。

六、人志人物本辛苦重影响，重贡献，职务次之的原则，

仅为曾担任地厅(师) (含辜受间级待遇的)以上职务和

比较有影响的人物立传，排列顺序以生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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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因涌泉村子 1961 年分为前、后两个行政村，所以

文中提到"涌泉籍"、"涌泉"、"全村"等，均包括涌泉前

村和涌泉后村。

八、本志所载事件和数据，有的根据村级档案记载，有

的参考 ((1临沂县志))((临沂百年大事记))((苍山县志))((中共

苍山县党史大事记》等书，还有的是采访知情人的四忆资

料，综合分析考证而取得的。

九、年代采用公元纪年，抗日战争以上纪年，后面加

注朝代年号。志中所涉及到旧制地名和村级行政名称以当

时名称称之，必要时加注现在地名和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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