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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平邑县因驻地为平邑镇而得名。据考证，早在五、六千年前，就

有先民在此刀耕火种，繁衍生息。自古迄今，境域和隶属关系不断变

更。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一1 940年，属于费县版图；1 940年一

1945年，曾分属费北、费南、泰宁、双山等县；1 946年正式设立

平邑县。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城乡建设事业的盛衰史实，旧《费县

志》记载甚少，平邑县建立后，也没有专门志书加以记述，对此，不

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如今，正值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百业俱兴之际，城乡建设事业

也生机勃发，方兴未艾。此项事业，对于国家、集体和人民，都有着

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自然地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适应城乡建

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达到资政、教育、存史之目的，我们组织编写了

这部《平邑县城乡建设志》。

本志卷首为概述，正文六篇，十八幸，四十九节，卷末为附录，

共计二十三万余字，另附图片近三十幅。本志书对平邑县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系统地记述，客观地总结了建设中

的经验教训，对激励今人、启发后人，都有一定的意义。

在编纂过程中，全体编纂人员，不辞劳苦，通力合作，四度寒

暑，数易其稿，力求资料翔实可信，文字准确鲜明，使之成为具有科

学性、资料性、可读性的新志书。在编纂过程中，还承蒙县志办公室

的及时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



我们水平所限，又缺乏经验，难免有疏漏甚至谬误之处，敬请各级领

导、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愿全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在新的征途

上，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的业绩，．载入新的史册。

平邑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 弛毋名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直书史实，力争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三者统一，系统地反映平邑县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

眼未来的原iN,0，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城乡建设管

理机构成立以来的城乡建设概貌。

二、本志时限为1840年一1 985年。个别章节因事而异，适当上溯

或下延。

三、本志篇目，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各专业业务范围划分，个

别篇章有些穿插。力求结构合理，分类科学，取舍得当。

四、本志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括号内注明

朝代纪年。

五、度、量、衡单位一律采用公制。对民国时期及民国以前的计量

单位，在括号内加以注明。

六、本志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停止使用的异体字，只用于历史

人物姓氏。

七、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前(后)，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八、涉及的人物，一律直书其名，不加称谓，不予褒贬，因事系

人，人随事走。对历史上尚未定论的事，则只叙事，不叙人。

九、凡本志正文无法编入的内容，均收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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