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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平阴县志》出版问世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

平阴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人杰地灵。自东汉建武初置县，迄今

已有一千九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平阴人民在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的社

会中，受尽了剥削阶级的压迫，祖祖辈辈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平阴人民才和全国人民一道，推翻了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

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阴人民用砸碎镣铐的双手，为家乡

铲除贫困，给山河增添锦绣，使过去的穷乡僻壤变成丰衣足食的乐

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上下群情振奋，同心

同德，迅速地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创新，开拓进取，数

载之间，蓝图大展，农业连年丰收，工业蓬勃发展，科教文卫体事业

日益振兴，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逐渐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

巩固。

平阴的历史是一部浴血奋斗、艰苦创业的历史，是光荣而感人

的历史，我们有责任把它载入史册，流传后世。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明正德九年(151 4年)

至1935年(民国24年)，平阴已修成八部志书。旧县志对本地的方

域、山川、古迹、物产、灾祥、风土、政教、人物的记载，为后代了解平

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由于历史的局限，旧志侧重于人文

的记述，轻视经济资料，并夹杂有封建糟粕。尽管如此，仍不失为宝

贵的文化遗产。

婚墟亲嚣嚣扩p葬趣∥f



新编《平阴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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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

原则，客观地记述了自1840年以来平阴的风云变幻、更迭兴衰的史

实。对建国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作

了更为详实的记载，展现了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幅幅历

史画卷，堪称为一部有借鉴价值的历史资料和乡土教科书。

编史修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平阴县志》的出版发行，历

经九载，七易篇目，五易其稿，修志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是各

方面通力协作的结晶。值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县志编纂委员会，

向曾在平阴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向在县志编纂过程中给予极

大关怀、指导和协助的省、市、县(区)史志办公室和有关专家、学者，

向为平阴县志编纂做出贡献的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表

示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张 新 一



凡 例

一、新编《平阴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

全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概述，综述县情，有叙

有议，是全志之纲；大事记，纵贯古今，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重点记叙对全县有影响的大事或带有起点性的新事，为全志之

经；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只记实事，不作评述，为全志之纬。专

志设建置、自然地理、人口、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军事、公检法司、

人事·劳动、民政、农业、林业、水利·渔业、黄河、特产、工业、交通

·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物资·外贸、粮食、工商·物价·计量、计

划·统计、财税·金融、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民俗·宗教·

谚语、人物共30篇122章316节，节以下根据需要设目；附录，主要

收录某些单项性的重要资料。

三、本志上限一般始自1840年，有些记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

下限到1987年底，有些内容延伸到搁笔为止。

四、本志行文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以文为主，辅以图、

表、，照片。
。

五、对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遵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

设专篇，分散于《大事记》及有关专志篇中记述。

六、纪年：1840年以前用中国历史纪年，年号及农历月日用汉

字书写；以后用公元纪年，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文中“建国



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七、数字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凡表示数量的数字一律用阿拉

伯数字书写，以数字作为词素构成的专用名词、成语、习惯用语等则

用汉字书写。

八、人物：遵照生不立传和以本籍人物、影响大的人物、正面人

物、近现代人物为主的原则，排列以卒年为序。

九、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书、历代旧

志、家谱、各部门的专业志和口碑资料以及报刊、文献的有关记载，

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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