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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县人民为振兴中华、建设栖霞，奋发向上的时候，一

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县志问世了!这是栖霞人民的一件大事，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

栖霞山川秀丽，物产丰富，历史悠久。远在6000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和斗争，用双手创造了历史文明。尤

在近代和现代史上，栖霞人民为打破长期被压迫、受奴役的封建

枷锁，为谋求建立新中国，有数以千计的优秀儿女，抛头颅，洒热

血，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人民得到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并正

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永远结束了过去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灾

难深重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鉴往而知今，把这

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起来，载入史册，给人以借鉴和启迪，这

就是修志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

新编《栖霞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栖霞人

民开发自然与改造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

目。它必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并成为世

代相传的重要精神财富。其价值之大，是无法用度量衡来计算

的。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欲做好任何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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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我们要建设栖霞、

繁荣栖霞，务必研究栖霞、认识栖霞，县志中提供的横向和纵向

资料，储量丰富，信息可靠，正是我们去认识和掌握县情的重要

依据。只要领导决策能够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的工

作就会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各项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

志成后，史志编委会的同志推我作序，在感慨之余写下几句

短话，不成体例，谨表祝贺!

韩向利

19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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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丹，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历代相沿的优

良文化传统。新编《栖霞县志》的出版，实现了全县人民由来已
；

久的宿愿。

我县自明代以来，曾先后六次编修县志。第一次始于

1 546年(明嘉靖二十五年)，然延误到1 61 O年(明万历三十八

年)，方定稿付梓。后于1 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增修；1 707年

(清康熙四十六年)增修；1 754年(清乾隆十九年)通纂；1 879

年(清光绪五年)续修；1 936年(民国2 5年)重修。可惜由于年

代久远和战乱等原因，明万历年间的版本佚失无存，民国时期的

县志未见出版，亦失其传，实是_．大损失。

自光绪五年迄今，我县再无一部正式记载历史的文献。也

正是这百余年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栖霞和全国一

样，在葛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把这

段极为重要、却又中断记载的历史，抓紧抢救资料，编修新志，填

补历史文库，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部新编《栖霞县志》，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记

述了自鸦片战争，主要是进入20世纪以来，栖霞的建置沿革、

自然风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民情等各方面的演变情

况。通贯古今j横及各业，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栖霞

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可谓一地。百科全书”、。信息宝库一。是

当代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历史传统教育和艰苦奋

斗教育的重要教材，也是惠及后世的宝贵文化财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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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新县志是一项艰巨浩繁的工程。编纂人员七度寒暑，

五易其稿，得以成书。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宇字可鉴，勿庸

赘言，今人和后人都是不会忘记的。编志期间，幸有县属各部门

和众多的老干部、社会知情人，为县志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

尤有省、市有关领导与专家们的大力指导和支持。借《栖霞县

志》出版之际，谨向为成书作出贡献的所有人员，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谢忱。

于 迅

1989年9月



凡 例

一、新编《栖霞县志》系本县建国后第一次正式编修的地方志。全

书共分26编；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卷尾有附录，不列入编次。

二、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从自然到社会、从

历史到现状的各方面内容。

三、本志以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上限一般起自1 840年，对有些

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截止1 985年，唯大事记断于1 988年。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横排

门类，纵述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各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散见于

大事记和有关专志，不单列编章。

五、本志采取事以类从，按事业立志的方法。凡属相同事物，均打

破部门间界限，编入同一专业志。

六、本志采用记叙文体，语言力求准确、朴实、简洁、生动，叙而不

论，寓观点于材料之中。概述，则夹叙夹议；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

末体相结合。

七、史书通例，生不立传。本志立传者，均系对社会有重要贡献及

有一定影响的已故人物；酌收入个别恶迹昭著者，以为史鉴。人物排

列，除将反面人物列后外，均以生年为序。

八、行文分期中的解放后，指1 945年1月～1 949年9月；建国

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九、统计数据皆以县统计局公布资料为准，个别取自有关业务部

门。数字书写，除引文、习惯用语及必须用汉字表示者外，一律用阿拉

伯数码行文。计量单位皆以1 985年1 0月国务院颁布的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字母符号采用统一标准写法。

十、文中涉及的地名，一般以现行名称为准。行政区划采用各历

史时期的通用称法。涉及人物籍贯，则一般用现行区划名称。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历史文物、旧志、各部门提供基础稿

及采访知情人等，文内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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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企业登记

发证⋯⋯⋯⋯

第三节市场管理⋯⋯

第四节经济合同

管理⋯⋯一1⋯·

第五节商标、广告

管理⋯⋯⋯⋯

第二章物价管理⋯⋯⋯⋯

(335)

(335)

(335)

(337)

(338)

(339)

(343)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物价调整⋯⋯

第三节物价监督⋯⋯

第三章计量管理⋯⋯⋯一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计量器具⋯⋯

第三节计量监督⋯⋯

第四节标准化管理⋯

第五节产品质量

管理⋯⋯⋯⋯

第十一编财税

第一章财政⋯⋯⋯⋯⋯⋯

第一节财政机构⋯⋯

第二节财政体制⋯⋯

第三节财政收入⋯⋯

第四节财政支出⋯⋯

第五节财政管理⋯⋯

(355) 第二章税务⋯⋯⋯⋯_⋯·

(355) 第一节税务机构⋯⋯

(355) 第二节 田赋⋯．⋯⋯⋯

(356) ；．第三节·契税⋯⋯⋯⋯

(357)。- 第四节工商业税⋯⋯

(359)
’ 第五节税收管理⋯⋯

第十二编金融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 当铺、钱庄⋯⋯

第二节‘’银行⋯⋯⋯⋯

第三节保险⋯⋯⋯⋯

第四节信用合作社⋯

第二章货币⋯⋯⋯··：⋯⋯

第一节货币变革_⋯

第二节货币流通⋯一

(327)

(328)

(329)

(329)

(329)

(332)

(343)

(343)

(344)

(346)

(346)

(349)

(349)

(350)

(351 1

(361)

(361)

(362)

(364)

(365)

(366)

73

74

7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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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现金管理⋯⋯(377) 第五节 私人贷款⋯⋯(385)

第四节金银管理⋯⋯(377) 第六节农贷豁免⋯⋯(386)

第三章存款⋯⋯⋯⋯⋯(378) 第七节基建拨款与

第一节集体存款⋯⋯(379) 贷款⋯”：⋯⋯(386)

第二节个人储蓄⋯⋯(380) 第五章保险业务．．．⋯⋯⋯(387)

第四章信 贷⋯⋯⋯⋯(383) 第六章公债⋯⋯⋯⋯⋯⋯(388)

第一节 民间借贷⋯⋯(383) 第一节人民胜利折实

第二节工商贷款⋯⋯(383) 公债⋯⋯-⋯·(388)

第三节农业信贷⋯⋯(384) 第二节 国家经济建设

第四节社队工业 公债⋯⋯⋯⋯(388)

贷款⋯⋯⋯⋯(385) 第三节 国库券⋯⋯⋯(389)

＼

第十三编交通·邮电

第一章交通机构⋯⋯⋯⋯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专业机构⋯⋯

第二章交通线路⋯⋯⋯⋯

第一节大道⋯⋯⋯⋯

第二节公路⋯．．．⋯⋯

第三节铁路⋯⋯⋯⋯

第四节 乡村道路⋯⋯

第三章桥涵⋯⋯⋯⋯⋯⋯

第一节桥梁⋯⋯⋯⋯

第二节涵洞⋯⋯⋯⋯

第三节立交桥⋯⋯⋯

第四章交通运输⋯⋯⋯⋯

。第一节运输工具⋯⋯

第二节客运⋯⋯⋯⋯

第三节货运⋯⋯⋯⋯

第五章公路养护⋯⋯⋯⋯

第一节养路组织⋯⋯

第二节养路工具⋯⋯

第三节路面养护⋯⋯

第四节公路绿化⋯⋯

(393) 第五节养路费征收⋯

(393) 第六章交通监理⋯⋯⋯⋯

(394) 第一节机动车管理⋯

(394) 第二节 驾驶员管理⋯

(394) 第三节安全监理⋯⋯

(395) ．．附：重大交通事故⋯

(398) 第七章邮电机构⋯·⋯⋯一

(399) 第一节递铺⋯⋯⋯⋯

(399) 第二节 邮局⋯⋯⋯’⋯

(399) 第八章邮政⋯⋯⋯⋯⋯⋯

(404) 第一节邮路⋯⋯⋯o

(404) 第二节设施⋯⋯⋯⋯

(404) 第三节邮政业务⋯⋯

(404) 附：通信事故⋯：⋯”

(406) 第九章电信⋯⋯⋯⋯⋯⋯

(408) ．。。。第一节 电报设施⋯⋯

(41 1) 第二节 电话设施⋯⋯

(41 1) 第三节 电报业务⋯⋯

(41 1) 第四节 电话业务⋯⋯

(41 2) 附：通讯事故⋯⋯⋯

(4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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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城乡建设

第一章机构一⋯⋯．．．．．．⋯(429) 建设⋯”。⋯．．

第二章建筑施工⋯⋯⋯⋯(429) 第二节桃村镇建设⋯

第·节建筑队伍⋯⋯(429) 第三节村庄建设⋯·。一

第二节建筑机具⋯⋯(432) 第五章城建管理⋯⋯⋯⋯

第三节建筑技术⋯⋯·(432) 第一节规划管理⋯⋯

第三章县城建设⋯⋯⋯⋯(433) 第二节建设征地

第一节 市政工程⋯⋯(433) 管理⋯⋯⋯⋯

第二节公共建筑⋯⋯(435)· 第三节公房管理⋯”-

第三节工业建筑⋯⋯(440) 第四节城区卫生

第四节住宅建筑⋯⋯(440) 管理”⋯⋯⋯-

第五节城区绿化⋯⋯(441) 第六章环境保护⋯⋯⋯⋯

第六节公用事业⋯⋯(441) 第一节环境监测⋯⋯

第四章村镇建设⋯⋯⋯⋯(443) 第二节 污染治理⋯⋯

第一节乡镇驻地

第十五编党派群团
一、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栖霞县

地方组织⋯一⋯·(455)

’第一节县委机构⋯⋯(455)

第二节党的基层

组织⋯⋯⋯⋯(460)

第三节党员⋯⋯⋯⋯(461)

第四节党员代表会议和

党员代表大会

第五节整党整风⋯⋯

第六节纪律检查⋯⋯

第七节统战工作⋯⋯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栖霞县

466

469

470

471

地方组织⋯⋯⋯⋯(473)

第一节组织概况⋯⋯(473)

(443)

(444)

(444)

(447)

(447)

(447)

(448)

449

450

450

450

第二节主要活动⋯⋯(474)

第三节三民主义

青年团⋯⋯⋯(475)

第三章群众团体·⋯．．．⋯··(47 5)

第一节工人组织⋯⋯(475)

第二节农民组织⋯⋯(477)

第三节青年组织⋯⋯(479)

第四节少年儿童

组织⋯⋯⋯⋯(483)

第五节妇女组织．．．⋯(484)

第六节工商组织⋯⋯(486)

第七节科学技术协会‘

组织⋯⋯⋯⋯(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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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编政权·政协

第一章权力机关⋯一-⋯一

第一节县参议会⋯⋯

第二节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

第三节县人民代表

大会⋯⋯⋯⋯

第四节公民选举⋯⋯

第二章行政机关⋯⋯⋯⋯

第一节清代县署⋯⋯

‘第二节 民国县公署、县

(491)

(491)

(492)

497

500

501

501

政府⋯⋯⋯⋯(502)

0 附：伪县公署⋯(504)

第三节县人民政府⋯(505)

附：栖霞县红色造反者

大联合夺权

天会⋯⋯⋯⋯(51 2)

第三章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51 2)

第一节历届政协

委员会⋯⋯⋯(51 2)

第二节政协工作

述要⋯⋯⋯⋯(51 3)

第十七编军事

第一章人民武装机构⋯⋯(51 7)

第一节人武科、武

．委会⋯⋯⋯⋯(51 7)

第二节 武装部、指挥部、

兵役局⋯⋯⋯(51 7)

第二章兵役制⋯⋯⋯⋯⋯(51 8)

第一节募兵制⋯⋯⋯(51 8)

第二节志愿兵役制⋯(518)

第三节义务兵役制⋯(51 9)

第四节 预备役、预备役

部队．．．⋯⋯⋯(520)

第三章驻 军⋯⋯⋯⋯(520)

第一节清军⋯⋯⋯⋯(520)

第二节 国民党军⋯⋯(521)

第三节八路军⋯⋯⋯(521)

第四节 中国人民解

放军⋯⋯⋯⋯(522)

附：日本侵略军⋯⋯(522)

第四章地方武装⋯⋯⋯⋯(523)

第一节团练⋯⋯⋯⋯(523)

第二节保安大队⋯⋯(523)

附：伪栖霞县警备(保

安)大队⋯⋯⋯(524)

第三节 乡农学校

武装⋯⋯⋯⋯(524)

第四节抗日游击队⋯(524)

第五节县大队、独立营、

武工队⋯⋯⋯(525)

第五章民间武装⋯⋯⋯⋯(526)

第六章民兵⋯⋯⋯⋯L⋯·(528)

第一节组织形式⋯⋯(528)

第二节装备、训练⋯⋯(529)

第三节 战法⋯⋯⋯⋯(531)

第四节民兵英模⋯⋯(532)

第五节支援前线⋯⋯(532)

第七章兵．‘事．．．⋯⋯⋯(535)



第一节农民抗暴反

官府⋯⋯⋯⋯(535)

第二节抗日战事⋯⋯(537)

附二：日军

第三节 国民党军进犯

栖霞⋯⋯⋯⋯(543)

附一：战例⋯⋯⋯⋯(540)

第十八编民政，-●_⋯●oV，Y’—，’

第一章机构⋯．．．⋯⋯⋯⋯(547)

第二章优抚工作⋯⋯⋯⋯(547)

第一节优待⋯⋯⋯⋯(547)

附：凤凰区3个群众团

体的3份《拥军公

约》⋯⋯⋯⋯⋯(550)

第二节抚恤⋯⋯⋯⋯(550)

第三章烈士褒扬⋯⋯⋯⋯(556)

第一节著录英名⋯⋯(556)

第二节修建纪念物⋯(556)

第三节缅怀和祭扫

活动⋯⋯⋯⋯(558)

第四章安置⋯⋯⋯⋯⋯⋯(558)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公安机构⋯⋯

附：日伪栖霞县

警察所⋯⋯⋯⋯

第二节检察机构⋯⋯

第三节审判机构⋯⋯

第四节 司法行政

机构⋯⋯⋯⋯

第二章公 安⋯⋯⋯⋯

第一节刑事侦破⋯⋯

第二节惩治反革命⋯

附：日伪新民会⋯⋯

第一节复员军人

安置⋯⋯⋯⋯(558)

第二节退伍军人
． 安置⋯⋯⋯⋯(560)

第三节 军队离、退休干部

安置⋯⋯⋯⋯(561)

第五章救济、福利⋯⋯⋯⋯(561)

第一节生产救灾⋯⋯(561)

第二节社会救济⋯⋯(563)

第三节社会福利⋯⋯(565)

第六章婚姻登记⋯⋯⋯⋯(565)

第七章信访⋯⋯⋯⋯⋯⋯(566)

第十九编政法

(571) 第三节

(571)

(572)

(572)

(573)

(574)

(574)

(574)

(575)

(577)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检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弟蹦甲

第五节

严厉打击刑事犯

罪分子⋯⋯⋯

治安管理⋯⋯

监所管理⋯⋯

察⋯⋯⋯．．．

刑事检察⋯⋯

法纪检察⋯⋯

经济检察⋯⋯

监所检察⋯⋯

控告申诉

检察··：⋯⋯⋯

第四章审判⋯⋯⋯⋯⋯⋯

(577)

(578)

(581)

(582)

(582)

(582)

(583)

(583)

(583)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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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刑事审判⋯⋯(584) 第五章 司法行政⋯⋯⋯⋯(587)

n第二节民事审判⋯⋯(585) 第一节律师⋯⋯⋯⋯(587)

第三节经济审判⋯⋯(586) 第二节公证⋯⋯⋯⋯(587)

第四节人民陪审 第三节 民事调解⋯⋯(588)

制度⋯⋯⋯⋯(586) 第四节法制宣传⋯⋯(589)

第二十编人事·劳动

第一章机构设置⋯⋯⋯⋯

第一节人事局⋯⋯．⋯

第二节劳动局⋯⋯⋯

第二章人员来源⋯⋯⋯⋯

第一节官吏、职员

来源⋯⋯⋯⋯

第二节干部来源⋯⋯

第三章人员编制⋯⋯⋯⋯

第一节编制调整⋯⋯

第二节干部结构⋯⋯

第三节人员精简⋯⋯

第四章人员培训’⋯⋯⋯⋯

第一节干部培训⋯⋯

第二节职工培训⋯⋯

第五章考核、任免⋯⋯⋯⋯

第一节干部审查⋯⋯

第三节任免、奖惩⋯⋯

第六章劳动就业⋯⋯⋯⋯

第一节 自谋职业⋯⋯

第二节组织就业⋯⋯

第三节计划招工⋯⋯

(594)

(594)

(595)

(595)

(597)

(599)

(600)

(600)

(601)

(602)

(602)

(603)

(604)

(604)

(604)

(605)

第四节知识青年

安置⋯⋯⋯⋯

第七章劳动力管理⋯⋯⋯

第一节用工制度⋯⋯

第二节调配调动⋯⋯

第八章劳动保护和劳动

保险⋯⋯⋯⋯

第一节劳动保护⋯⋯

第二节 劳动保险⋯⋯

第九章工资福利⋯⋯⋯⋯

第一节工资制度⋯⋯

第二节工资形式j⋯．．

第三节工资改革⋯⋯

第四节工资调整⋯⋯

第五节福利待遇⋯⋯

第十章退离休(职)制度⋯

第一节工人退休

05

07

07

08

(609)

(609)

(61 O)

(61 1)

(61 1)

(61 3)

(61 5)

(61 5)

(61 7)

(61 8)

(职)’⋯⋯⋯⋯(61 8)

第二节 干部离休退休

(职)⋯⋯⋯⋯(61 8)

第二十一编文化·体育

第一章文化机构⋯⋯⋯一(623)

第一节文化局⋯⋯⋯(623)

第二节广播电视局⋯(624)

第三节档案局⋯⋯⋯(624)

第四节体育运动委

员会⋯⋯⋯⋯．(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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