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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沭，地处鲁东南，为低山丘陵地区，物产富饶，文化悠久。

临沭这块古老的土地，养育了勤劳、勇敢、质朴、智慧的临沭人民。具有光荣传

统的临沭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艰苦奋斗，励精

图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临沭人民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巨大努力。前此，临沭没有自己的

县志，临沭风貌之崖略只赖《沂州府志》、《临沂县志》、《郯城县志》等旧志书而零星

保存。这对了解临沭、研究临沭是一重大缺憾。况时移世换，风云骤变，地虽故往，

情非旧昔。有可志之盛，当不可无志。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地方志，为人

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四海安谧，政通人和，盛世修志，蔚成风

气。编修一部符合临沭客观实际、详尽完备的县志，其意义重大，自不待言。中共临

沭县委、临沭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成立临沭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组建修志

班子，着手县志编纂。嗣后，为加强修志队伍，保证志书质量，又多次调整充实编委

会和办公室成员。全体修志人员，情切桑梓，协力同心，四订篇目，三易其稿，历九

年之功，终于完成编纂任务。又蒙方志界专家、学者和省内修志同行评议赐教，承

上级有关部门复查审定，始成第一部《临沭县志》。

志书是一方之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科学文献。用科学的方法，

实事求是地记载一方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满足人们了解地情的需要，达到存史、

资政、教化的目的，是编修地方志的根本任务。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而编

修县志的。实事求是地记述临沭县情，是我们编修县志始终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

在修志过程中，我们本着详今略古、贯通古今的原则，广征博采，搜集了大量的原

始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史料进行了去

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分类整理和鉴别考证。继而，殚思极虑，悉心裁剪，运用述、记、

．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提要钩玄，秉笔直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临沭建县以来自然

一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临沭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和兴衰起伏。记述时力求达

到观点正确，记述公允，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得当，语言规范，充分体现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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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的地方特点和新志书的时代特点。

《临沭县志》虽经修志人员的不懈努力，但因我们学识未逮，仍难免考核未详，

记述欠当。疏漏舛误，诚望读者不吝赐正。

值此县志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共临沭县委、临沭县人民政府，向关心、支

持《临沭县志》的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向参加《临沭县志》编纂工作的全体人员

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临沭县委书记魏本建

瓢县嘉史磊纂茹会主茬鲁东涛临沭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日小"1

一九九一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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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系统地反映临沭县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断于1940年临沭县建立，下限止于1985年。有些事

类，依据需要和可能，适当上溯，大事记下延至1990年。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述诸种体裁，以志为主体。志类横列门类，

纵述兴衰发展。各卷之下一般设章、节、目三个档次，但又从实际出发，有些章下直

接列目，不设节；有些节下不设目，直述内容；有些目下内容较繁，增设子日。部分

卷、章、节首设无题序言，以加强各部类记述的整体性和科学性。

四、志书中采用的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的为准；统计局未作统计的，采

用业务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计量单位，以公制为主，兼用市制。

五、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

六、行文中数字的用法，执行国家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在时间表述上所说的“50年代"、“80年代"等，凡前未冠以具体世纪的均指20

世纪的各个年代。

七、行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0年1月临沭地方解放前(后)；“建国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建县以前的记事行文中

所用“临沭地方刀、“临沭一带"，系指临沭县建立以后的辖域。

八、本志资料来源，一是各级档案馆档案，二是各级图书馆图书报刊，三是旧

志书，四是各专业部门提供的资料，五是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六是编纂人员实

地考察所得。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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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沭”作为县级政区名称，最早见于《新

唐书·地理志》。唐代武德四年(621年)，临

沂县析置为兰山、临沭、昌乐三县；武德六年

(623年)，省兰山、临沭、昌乐，并入I临沂县。

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东进支队和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解放了

郯城县东北部地区南古庄一带，随即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郯东北

第一办事处；1940年7月，郯东北第一办事

处改称苍马办事处；1941年8月，苍马办事

处改为临沭县抗日民主政府。考其建县所以

取名“临沭”，一因其辖区地跨沭河两岸}二因

历史上此地置县曾取名“临沭”。临沭县所辖

政区由郯城、临沂两县析出的各一部分组成。

l临沭建县后曾于1956年3月撤销，1961

年8月又予以恢复。本县1942年4月以前隶

属鲁南地区；1942年4月至1950年4月隶

属滨海地区；此后隶属临沂地区。

临沭置县后与邻县之间较大的辖区变动

有：1942年春，将挂剑区划归郯城县；1945年

秋，沭水县撤销，将其青云、朱仓、苍山3个区

及石河区一部分划归临沭县，临沭县的沂滨

区划归临沂县；1947年春，为便于对敌斗争，

将竹庭县(即赣榆县)的朱孟区划归临沭县，

同年10月形势好转后又划归竹庭县；1953

年秋，将邻近临沭县的东海县6乡34村、郯

城县1乡8村划归临沭县，临沭县新设第十

一区，即石门区；1961年8月恢复临沭县建

制时，1956年撤县划给临沂县的钟山区沭河

以西村庄和划给郯城县的李庄区部分村庄未

再划给l临沭}1971年，将蚊龙、观堂两个公社

在石梁河库区范围内的20个村庄划归江苏

省。

1985年，临沭县设临沭、韩村、蚊龙、曹

庄、南古、石门6个镇，唐岭、朱仓、东盘、芦

庄、古龙岗、前庄、官庄、店头、周庄、华桥、醋

庄、郑山、白旄、青云14个乡，下辖17个街、

533个行政村(自然村为535个)。全县人口

126307户，532176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512人。有汉、回、满、黎、彝、苗、朝鲜7个民

族，少数民族共有2329人，其中回族2310

人。

临沭是山东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临沭

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其革命斗争史

上有着闪光的一页。40年代初，中共山东分

局、山东省人民抗日政权——山东省战时工

作推行委员会、一一五师师部，都曾驻于lI缶

沭，罗荣桓、陈光、肖华、朱瑞、黎玉、谷牧等都

曾在这里指挥过山东和滨海地区的革命斗

争。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工作，在临沭

3个多月，有力地指导了山东的革命斗争。

1942年山东地区的减租减息斗争，临沐是实

施中心县之一。在党的教育动员下，在整个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临沭人民轰轰烈烈

地开展了双减、土改、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和

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成为山东地区

的模范县。仅在解放战争期间，临沭人民就支

前22万人次，有5000多名优秀子弟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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