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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六月



序 言

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家乡!几千年来，勇敢而勤劳的人民，为r保卫她．建

没她，曾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艰占的劳动。更有一些知各学者，感F这些人的

言和事，珍于这片土的革和木，秉笔而书：褒其德、彰乓迹，叙乓事、状填物．

使当世与后世之人，就其善者而学，知矮失者而戒，i只其恶者而绝，俘溪疑者I丽

研，其目的就桩使人的思想行为更臻完美，使物的员量状貌更趋富丽。所以，

千百年来，无数史志学者，遍走访，搅脑汁，留下了意她笨远、卷帙浩繁的史志．

建国以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曾十分重视史志编

纂．但由于‘．左”的干扰，一直没有全面、系统、认真地编成地方志。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全国上下出现了空前的政治团结、经济繁荣局面。此，

正是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1 9 8 1年7月，中央在太原召开了全国地方史志协

会成立大会，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编修地方志。柳山公社党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

编纂《柳山公}土志》，确定党委副书记张少敏为组长成立史志编纂领导小组，随

即选聘编写人员。开始编纂工作。由于上级的关怀、社会各界人士赞助、广大干

部群众支持和编写入员努力．现在彰柳山公社志》和大家见面了。

《柳山公社志》是本地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它概括地记述了自辛亥革命至

1 9 8 2年期间，柳山公社的历史和现状：给本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参考，

借鉴和现实依锯，为教育子孙后代提供了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乡土教材：但因有些史实．年隔久远，无从考查，又加编写人员政治、文化、写

作水平所限，缺陷错误，在所准免，尚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我谨代表柳山公社党委和管委，向在编志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

衷心的感阻!

中共临胸县柳由公社党委书记朱列洼

一九八四年二月四日



凡 例

-本志按编、章、节、目、项五个级次排列。编、章、节、目，标出序次；

题目．项，列在正文之首．与正文空一格。

二本志各编，按内容作横向安排，各编中章、节按时间作纵向安排二

三按“详今略古”原则，本志海容重点在现代部分：根据实际情况，也有

对近代部分记叙较多的。

四，本志时限，啜则上起于辛亥革命(1 9 1 1)止f 1 9 8 2年，但有些

必须追述的，刚超越上限．必须延伸的，到搁笔为止。

五’同—事件、人物在编章中需要交错互见时，则各有侧重，尽量避免重复．

六、为了突出本地特点，凡属各地相同的内容，本志只提及而不作详述，

七，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记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对地名用当

时名称，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

八、本志数字，原舆吐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有少数地方按习惯用汉字朽写。

九、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使用图、表。图集中列在卷首；表分别歹lj在有

关正文后谣。

十、本志文体为语体记叙文，加用标点符号。

十1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需要注释的加啦”字， 啦”在
正文本页末：



临晌县柳山公社政匹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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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f7山公社位置固



柳山公社水利没施概况园



柳山公社炙通现；艇图



中国共产党柳山公社委员会 成 员

临朐县柳山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主隆副主任

I了山荽曼：扛滓：』f导小；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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