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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远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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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远市文化局现任领导班子及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姜翠香徐明礼康德章路国侦丛玉才丛玉亭郭卓玲

后排左起：王春起孙文杰时桂盛李日君栾振波



(1986年10月，著名相声表演艺

术家马季、赵炎来招并到基层为群众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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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班仙洞

^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

行．群众冒雨在新华书店排队购书。

表队赢鼎；：嚣篡文艺调演’童岭孳警表队演出的《猪场新歌X
。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口卷在招远



儿⋯

^1979年四月．招远县新华书店

被评为。全国书店系统红施单位”。



>文化博览中心广场。

并览中，L

<1997年，文化部授予招远市“文化先进

斡县【市r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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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远文化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路国侦

副主任 丛玉才 康德章 丛玉亭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起 丛玉才 丛玉亭 兰 玉 刘鲁滨 李日君

宋克伟 林国玺 苑希贵 张培仁 张庆道 赵言斌

康德章傅茂强路国侦

主审路国侦

副主审 丛玉才 李日君

主编王春起

副主编I陈守书l

主要撰稿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起．丛玉才 刘民生 李日君 i陈守书}

苑希贵赵文营栾少春

主要摄影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洪业杨昌军



前两届《招远文化志》编纂委员会

第 一 届

主任李树忠

副主任栾少春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瑞云 王绍伦 李洪业 杨京文匾圈 赵文泉

第 二届

主任栾少春

副主任 丛玉才 唐玉良康德章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起王振兴 丛玉才 孙林 刘培武李洪业

李目君 曲江镇 l陈守书| 苑希贵 张绍武 栾少春

唐玉良康德章

顾问李树忠



招远文化志序

序

行业志的不断问世，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壮举，也是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的必然结果。

盛世修志。《招远文化志》的出版，是招远市文化艺术界的一件幸
事。它为招远市两个文明建设尤其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政、教育

和存史的功能。
招远历史源远流长。勤劳智慧的招远人民，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

时，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尤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招远的经济建设蒸蒸目上，文化事业繁

荣兴旺。近十余年来，招远市广大文化工作者立足基层，面向大众，开
拓创新，使招远的文化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被文化部授予“全国

文化先进县(市)”称号。

《招远文化志》编纂工作始于1984年，定稿于二十一世纪初，历时

较长。编纂人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严谨的态
度，扎实的作风，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招远的文化发展历史和文化成就，

客观地反映了招远市文化面貌。
编纂文化志书，是一项既浩繁、又细微的工作。招远市文化局的几

任领导班子，都十分重视与关注，为这部志书做了大量工作。曾在文化
系统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都积极热情地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编

纂人员辛勤耕耘，不辞劳苦，因而才有了这部志书的问世。

“鉴古知今”。招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o"前入留下的经验和教

训是宝贵的，它给人以借鉴和创新、开拓的智慧，期望这部志书的刊印，
会对招远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尤其是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使

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中的一个令人注目的亮点。

谨以为序

谣圈维
2002年12月28日



招远文化志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全面科学地记述

招远市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的发展历程，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点。

二、本志按照科学分类和事以类从的原则，分为章、节、目、支目四

个层次，力求做到层次分明，归属合理，排列有序。概述、大事记贯于志

前，以总揽全志，纵贯始末，其下设专业志19章61节，最后以附录形式

收录部分社会文化先进单位。

三、时间断限，上限因事而异起于事物发端，下限载至2002年。根

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共产党领导以来、特别是建国后文化

事业的发展。

四、行文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用字使用汉字简化字，以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及《第一批异体字整

理表》为准。

五、纪年全部采用公元纪年，需用中国朝代年号时在公元年份后用

括号注出。数字用法以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六、人物章记录古今招远籍入在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或对招远文

化事业有一定贡献的人物，包含在外地工作者。另外，本着以事系人的

原则，在各有关章节大量收入与文化事业有关的各类人物。

七、本志资料来源，一部分录自市档案馆和报刊，一部分来自老同

志回忆，一部分由文化系统各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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