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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县志

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后，拨乱反正．，百业俱兴，为县志编纂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费县志》自1 982年着手编纂，1992年付梓出版，十易

寒暑，五易志稿，字字浸渍着编志人员的心血和汗水，篇篇都是各行
各业团结协作的结晶。1 985年后，我曾有幸参与这一浩繁工程的组织

领导工作，亲身感受到编纂的艰辛，借《费县志》付梓之机，谨向为编

纂付出过辛劳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费县志》以百余年的历史为经，以自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纬，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为主要

内容。凡26编、80余万字。基本上达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

得当’’的要求，较好地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一卷在握，如镜如

衡，眦于目而指于掌，其资政、教化作用显而易见。

遵编委会之嘱，草成此文，权以作序。

注：李延华同志现任中共费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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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张伟祥

新编《费县志》的问世，实为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成书之际，

我由衷欣慰，今草就数语，权以为序。

费县历史悠久，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勤劳、勇

敢的费县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记载下

来，传给子孙后世。

费县历史上曾多次编修县志，据文献记载，可上溯至宋朝，明清

两代颇为盛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纂

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修志工作再次列入议事日程。1 982

年，费县县委及县政府作出了编修《费县志》的决定，嗣后，建立了编

纂委员会，并调集了具有一定政治、文化素质的人员，组成了专门班

子，着手进行编修工作。1984年，我从事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工作，并

有幸接任县志编修的领导工作，以前任为榜样，继续对县志编修给予

应有的重视。

《费县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和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

大量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记述，较全面地反

映了费县的历史和现状。

《费县志》摈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之弊，以记述经济为重点。充分

反映生产发展的来龙去脉，经济建设的兴衰起伏；突出记述了党领导

下的人民革命斗争，充分反映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并

着意记载了费县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经济形态。社会生活、文化建设

等方面的史实，贯串古今，详今略古，较好地体现了本县时代风貌和

地方特色。然而，《费县志》能否符合新志体的要求，还有待于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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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张伟祥同志曾任费县人民政府县长，1989年8月调任临沂行署副秘书长、办公室主



序 5

再 三

王培廷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文化传统。费县自清光绪年间修成

《费县志》，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因此，编纂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

是全县人民的夙愿。

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

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

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地方志是反映地方国情的信息载体，具

有系统性、综合性和宏观性特点，在宏观决策方面尤具独特的资治作

用。费县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中，既有各方面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误和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加以总结，才能成为现在

和将来的借鉴。新编《费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记载了费县近150年

的发展史，虽系方册，却囊括了全县的历史和现状。她所记述的兴衰

起伏，总结的经验教训，揭示的发展规律，是其他书籍所不能代替的，

她的出版发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古人说：I}‘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们共产党

人更应当重视志书的功用，更要懂得以志为鉴。新编《薜县志》问世

后，全县干部群众，方册在握，县情在胸。览山水，观民情，知沿革，晓

百业。主政者可以之为镜，前瞻后顾，进行宏观决策，规划经济蓝图。

新编《费县志》还是一部教育人民群众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生

动全面的乡土教材。通过她可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创业史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他们更加热爱党、热爱
社会主义、热爱费县，为建设费县贡献才智和力量。

费县自1982年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全县有数百人呕心沥血，

辛勤笔耕，有l 0几个部门出版了专业志，几十个单位为县志编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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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县志

供了资料；县志办公室的同志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项浩繁的文化建

设工程，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的辛劳。

《费县志》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省地方志办公室领导、专家的热

情关怀和指导，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李化诚、省地方

志编委会副主任席星加等同志亲临费县评议志稿；临沂地区行署副

专员曹正寅、冯登善、地区史志办公室及地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都

曾多次莅临指导编纂工作；各兄弟县市修志的同志们都给予很大的

支持和帮助，我代表费县人民政府和全县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费县志》．-j-能还存在不少问题，祈望方志专

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多提宝贵意见。

注：王培廷同志现任费县人民政府县长



凡例

凡 例

一、《费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科学、真实地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首设概述、大事记；

中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政党、政权、群众团体、人事劳动、政法、军事、民政、经

济管理、农业、林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政、金融、城乡建设、教育、科

学技术、卫生体育、文化、风俗宗教、方言等专志26编；末设人物、附录和编后记。

专志分章、节、目记述，目以黑体字彰明，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不入编序，不分

章节。

三、断限：上起1840年，下迄1985年，着重记述抗日战争以来费县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业绩。建置沿革、人物不受断限所囿，大事记

下限1988年。‘

四、本志概述的撰写采用叙议结合，大事记实行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结合，

其余均用记叙文体。

五、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公历的世纪、年代、年、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夏历的年月日和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计量单位，以中国国际单

位制推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为

准；数字以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

六、名称：用全称书写。如名称过长，且重复出现，第一次用全称，其后用简

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地名用今名，古地名

与今地名不同或同名异地时，在括号内注明今地名。

七、人物：立传人物以本县籍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物为主，兼收少量在本县

活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客籍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在世人物不立传，需记述

时，将其事迹载入有关篇章。

八、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籍、历代旧志和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的文献资料，当事者、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料。记述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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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县位于山东省南部，总面积1903．75平方公里。辖25个乡镇、1047个行

政村、1965个自然村。全县人口为77．8488万，其中包括汉、回、满、壮、朝鲜、撒

拉6个民族。

境内山岭起伏，沟壑纵横，山丘占总面积的76％。有1400多座山头、765条

河溪分布在这块秀丽的土地上。蒙山层峦叠嶂，云笼霞披，到处奇石异花，虬松翠

柏。海拔1026米的蒙山次高峰挂心崛子，横列三峰，屏障着本县北面门户。蒙山

东部的望海楼，海拔超千米，立身峰巅可观东海日出。尼山山脉延伸于县的南部，

裸岩间多有洞穴，其中仙人洞、楼景洞风景秀丽，著称于世。温、浚、}方三大河流

经县境中部和东部，两岸多为谷地和肥沃的冲积平原。兖石铁路、岚兖公路横贯

县境中部，交通便利。

全县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42％，草场82万亩，水域面积占7．6％，地表径流

量6．99亿立方米。由于地势起伏，水流落差大，地下水总储量6．5亿立方米，可

供开采2．04亿立方米，水质良好。全县人均占有水1436立方米，为全省人均占

有量的2．68倍。

本县矿藏丰富，其中非金属矿藏据初步勘探有20多个品种，且具有储量大、

易开采、质地优等特点。质地良好的石灰石储量达50亿吨以上；花纹清晰的花岗

石有5个品种，储量达1亿立方米；精美细致的大理石储量达5000万立方米；石

质温润的燕子石储量丰富；软硬适度的金星石取之不尽；千姿百态的园林石、上

水石遍及全县各地。

费县，上古系少昊属地，春秋为费邑，战国时称费国，西汉初置县，历史悠久。

费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明末清初，王俊率领部分农民揭竿起义，屡

败清兵。1861年，孙化祥、孙化清、刘淑愈等聚众建立岐山幅军，矛头直指清王

朝。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费县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此

起彼伏。辛亥革命时，费城殷澄吉等人曾组织革命团体，筹备武装起义。“五四’’

爱国运动爆发后，各阶层人民纷纷罢课、罢市、抵制洋货、游行示威，开展反帝爱

国斗争。

1929年，费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成立。从此，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斗

地主、抗捐税和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运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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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宣传反帝救亡，广大群众纷纷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1 1月10日，爱国

志士朱志诚等人率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第七师”，发动了有名的费城武装起义。

抗日战争时期，费县人民父送子、妻送郎，相继拿起武器，走上前线，先后建

立8个游击大队和2个支队，有30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抗日主力部队。爱国老

人贾尔卓先后将9个儿孙送上抗日战场，魏立久、马鸿祥变卖家产，购买军需物

资，组建抗日队伍。火红峪村村民聂凤立抛下刚分娩4天的妻子，抢救在大青山

战斗中负伤的八路军战士辛锐；雇农葛成俊用抗活三年挣来的一头小牛，换了

80排子弹，送给八路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费县人民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与

敌、伪、顽、匪进行了近千次战斗，歼敌8200余人。

解放战争时期，费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

搏斗。先后有4000余名子弟参军，配合主力部队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斗，击

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解放了费县。同期，费县有10万多民工参加支前，他

们组成担架队、挑运队、车子队随军转战，先后涌现出数以干计的模范集体和数

以万计的先进个人。

解放后，费县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热情地投入建

设新费县的战斗。经过近40年的努力，全县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85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45893．6万元，比1949年增长23倍多。

费县自古以农业为本。建国前，广大农民遭受着捐税、地租、高利贷等重重剥

削，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耕作技术落后等各种条件的制约，粮食亩产仅百

余斤，一遇天灾人祸，人们就要遭受饥冻之苦，很多人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建国后，翻身的农民以高度的热情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

基本建设。1950---1956年，农业总产值以每年10．6％的速度增长。60年代后，由

于“左”的思潮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缓慢。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费县

大地，全县陆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扭转了农村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的局

面，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1980"-"1985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3．5％，逐

渐由贫困型转变为温饱型。

建国前，费县流传着“穷山恶水种地难，十年就有九年歉。半月无雨苗枯死，

一夜暴雨地冲完”的歌谣。建国后，全县人民按照“积极拦蓄地表水，合理开发地

下水，科学引用山泉水’’的原则，掀起了“给河水安笼头，叫地下水见日头"的水利

建设高潮。1955年冬，靠自力更生建成了费县第一座水库——泥龙汪水库，省委

给予充分肯定。1958年，马庄、许家崖水库相继动工，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在全县

展开，】0多万民工上阵，兴修水利、拦河建坝。为顾全大局，全县库区76个村庄、

5264户、22878人离开自己世世代代耕耘的土地，到偏僻荒凉的地方重建家园。

经过30年的奋战，全县已建成各类水库95座，塘坝397座，机电井1100眼，中

型拦河闸1处，各类水渠953条，总长达853．63公里，有效灌溉面积46．92万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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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县人民历来有植树造林的习惯，建国前因战事频繁，林木屡遭毁坏，建国

时成片林木不足3万亩。建国后，广大群众本着“适地适树’’的原则，有计划地植

树造林。1953年，实行“谁种谁有’’的政策，村村造林，户户植树。1957年全县林

地面积达23万亩。1958年因‘‘大炼钢铁’’，林木破坏严重。1961年后，实行林权

发证，“权属明、界限清、林有主、主有权’’，林业生产再次出现转机。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林业生产逐步落实承包责任制，以丰产林、经济林为主，以荒山绿化

为重点，全县掀起造林高潮。至1985年，全县造林63万亩，林木覆盖率22．1％，

形成“北部蒙山松类林区，南部侧柏、刺槐林区，河流沿岸杨树林区”的格局。经济

林增长迅速，各类果树达20万亩，仅山楂、板栗就有10万多亩。山楂幼树密植丰

产和板栗幼树早期丰产技术试验成功，并在全县推广，成效显著。

工业是费县的新兴产业。建国前只有少数的个体手工业者，从事本小利微的

加工业和服务业，1949年，工业总产值不足190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lo oA。建国后，工业生产经历了1958-年的盲目大上、60年代的调整、70年代后期

因地制宜发展的过程。至1985年，已建成机械、纺织、化工、食品、轻工、建材等工

业单位117个，工业总产值1419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异军突起的乡

镇企业，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85年，全县乡村工业7313处，

产品达120多个品种。 ．

费县的教育事业历史上曾有过兴盛时期，东周时期的曾参、闵损等都在孔门

72贤人之列。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劳

动人民受教育者很少。至建国前，全县仅有91处小学，3142名学生，120名教师。

建国后，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85年，全县有各类学校956处，年末在校学生

118688人，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为96．8％，全县有各类教师6301人。1973"--"1985

年，共输送大中专学生4365名。

建国前，本县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传染病连年流行，人口

平均寿命只有36．2岁。建国后，卫生事业长足发展。1985年，全县有卫生医疗单

位34个，病床563张，医护人员1008名，防病治病能力和医学科技水平不断提

高，人口平均寿命为70．92岁。

费县文化历史悠久，西西蒋黑陶文化距今已有4000年历史。在社会实践活

动中，劳动人民创造了喜闻乐见的民歌、山歌、故事、戏剧。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

文化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产生于本县的《跟着共产党走》、《沂蒙

山小调》等歌曲蜚声全国。建国后，文化向着群众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各乡镇

建有文化站、电影管理站，农村办起文化室、电影队，文化生活空前活跃。

历史，曾使费县历尽坎坷，遭受磨难；历史又为费县的振兴提供了机遇。具有

光荣传统的费县人民，目标已经确定，步伐已经迈开，一个繁荣富裕的费县，必将

像沂蒙山一样，巍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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