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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镇志

小店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刘维军

序
以志为鉴，与时俱进!

为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文化树县"战略和全县修志工作会议精神，小店镇党委、

政府于 2008 年 4 月启动《小店镇革命编修工作。 这对于记载历史、抢救文化遗存、传承地方文

化、总结施政经验、全面反映小店镇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小店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素有鲁东南"小延安"之美称。 抗

日烽火历练出许多革命英雄、栋梁之才，王际堂、王玉瑛、马弊、马跃在等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影

响带动下毅然在这片热土上点燃了武装抗日的烽火，创立了横山抗日根据地。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

导下，发动、组织群众，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沫

河大戒严"、 "夜过敌寇封锁线"、 "识字班得了捷克式"等一篇篇英雄史诗，涌现出许许多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为驱除外侮，谋求解放，小店人民支前、参军，无私奉献，涌现出滨海十八

勇士、民兵英雄、抗战模范、拥军支前模范及血洒疆场等感天地、震四海的动人事迹，他们用青

春热血染红了这片沃土，换来了我们今天的丰裕和安祥!

新中国成立后，在这片热土上养育出来的大批模范党员、优秀干部和广大群众，继续发扬革

命传统，积极投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解放思想，除旧立新，治山治水，战天斗地，励精

图治，与时俱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委、政府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高度重视党的建没、民主法治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

文明建设，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执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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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卢兆梅

力，为小店政治、经济、文化和杜会全面快速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进了"工业

化、产业化、 城镇化"和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工业规模和质量实现了飞跃，农产品加工 、

石材开发、砖瓦建材三位一体，齐头并进;变单一型、传统型农业为多元化、复合式 、 生态型

的"七彩农业实现了农业规模、 质量 、 效益三个同步提高，加'快了产业化步伐;社会主义新

农村和小城镇建设亮点纷呈，朝着"主导产业突出 、 村容整洁优美 、 乡风文明民主、 社会和谐

稳定"的新农村建设方向迈进，各项社会事业健康 、 协调 、 持续 、 稳定发展，全镇呈现出经济

振兴、 社会稳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小店儿女正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勉地耕耘着

这片血染的热土，全力打造"红色小店 、 绿色小店 、 人文小店、和谐小店"乡镇品牌，谱写更

加绚丽的光辉史篇!

《小店镇志》 的面世，是全镇人民社会文化生活中"功在当今，惠及后世"的大喜事。 编

篡镇志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内容繁多，时间跨度冗长，资料搜集难度甚大。

全体编辑人员在镇志编篡委员会领导下，在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历经三个酷暑两个寒冬，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旁征博引，辛勤耕耘，数番易稿，精益求精，

具体、翔实 、 系统、全面地记载了镇域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小店镇域的历史百

科全书。 记载一方全史，承载三个文明 。 她既是小店人民的一笔精神财富，亦是昭示后人的一

面"镜子必将为推动全镇经济社会提速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个经济繁荣 、 民生殷

实、文明开放、 和谐稳定的新小店镇将呈现在世人面前!小店明天更美好!

中共小店镇委书记、人大主席刘维军

小店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卢兆梅

2010 年 8 月 1 日



例凡

一、《小店镇志》编慕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忠也为指导，高举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运用辩证唯物立义和历史唯物立义观点，客观记述镇域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

状，力求做到思想性、史料性、准确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不设上限，尽最追溯，下这 2009 年 12 月;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边的原则。

记述内容侧重新中国成立以后，小店镇社会主义政治、组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建设，以

及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辉煌成扰。

三、小店镇行政区为l 变更频繁，记述各个时期时，均按当时区为l情况，尊重历史原

貌。

四、采用 i皂、记、忠、传、图、农、录诸种，以志为主，表随义附。全志以序、概

述和大事记冠前，附录、后记殿后。

五、本着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原则，横排门类，以i在始末，事以类从，类为一志，

努力体现小店特色，设专志二十六编，编下一般设无题小序，下以章、节、日、子问等

层次分述。

六、人物编，一律按人物收录标准收录。所说传略，承袭生不立传的惯例;革命烈

士英名求按卒年为序排列;简介人物主要收录历届党、政主要领导人，现任党、政领导

成员，副科(营)级以上干部，副高兢职称以上知识分子，市级以上克进模范人物，

祉会贤达，舰棋以上企业家，突出的民间艺(医)人，海外侨胞等。一般按生年为序。

七、新中罔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农

历年份用汉字标记，公历为阿拉伯数字。"解放前(后) " ，指 1944 年 11 月前(后) ; 

"新中国成立前(后) " ，系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后) 0 

八、各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地名、机关均用当时名称(可夹注今名) ;对历代人

物，直书其名，不加褒贬成分。

九、本志所用数据，新中罔成立前以旧忐现有关历史资料为准;新中国成立后多采

自《苦县志》、各专业志以及历年《统计年鉴》、乡镇统计资料。其数字、计量单位均

采用国家规定，个别表册为尊重历史使用当时计量单位。

十、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休，力求严谨、规范、朴实、通俗、简洁、流畅。文字

使用简化汉字;个别人名、地名为保持原貌，仍用原字。

十一、资料来源于柑隶局、博物馆、纪念馆、历史文献、正史、旧忠、家谱、报刊

杂志、口碑等，并经考证研讨后方被采用，据内容需要而定取舍，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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