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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荣

编纂地方志，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利在千秋。细览《平邑县志》，倍感亲切；先

睹为快之情，油然而生。

平邑这块古老、文明、奉献的土地，素享“圣人化行之邦，贤人钟毓之地”的盛

誉。自古迄今，英贤辈出，历代主要名人有：曾点、曾参、澹台灭明、仲由、原宪、羊

祜、羊绣、羊玄之、羊曼、羊欣、左宝贵等，他们都功勋卓著，名垂青史。自1929年

境内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后，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为

争取彻底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县有3万

多名英雄儿女参加人民子弟兵，有近万名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每年都有上万

名民工支援前线，涌现出“陈毅担架队”等英雄集体和一大批英雄人物，有2275

名革命先烈为革命捐躯。他们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犹如巍峨挺拔的蒙山，永

远矗立于人世间。

建国47年来，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

神，努力改变山河面貌，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物质、文化水平，用智慧和汗水谱

写了一首首壮丽的诗篇。这些成就，在新编《平邑县志》中大都作了详细记载。志

书下限1988年，之后的几年，正是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全县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开创新局面，实现新跨越的重要阶段。5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以邓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团结带领广大

人民，解放思想，把握机遇，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全县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的良好局面。

1995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全县国民生产总

值2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2．4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

元，比1990年增长2．2倍；财政收入1．2亿元，比1990年增长2倍。

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重大比例关系趋向协调。第一产业稳步发展，农业

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强化。199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8亿元，是1990年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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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递增13．6％；粮食总产37万吨，比1990年增加4．4万吨，年均递增2．6％。

农村经济结构突破了以种粮食作物为主的传统模式，开始向多元化结构转变，

1995年林、牧、副、渔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42．9％提高到

46．7％。第二产业快速增长，初步形成了以食品、建材、建(筑)安(装)、黄金、机

械、化工、轻工为主体的支柱产业群，培植了一批骨干龙头企业和名牌拳头产品。

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高，市场体系逐步形成。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1990年的

63：18：19调整到1995年的38：41：21，经济结构日趋合理。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成效显著，经济发展后劲增强。1990"--1995年，全县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18亿元，其中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6亿元。道路建设

快速发展，基本达到了村村通公路、乡乡通柏油路；通讯能力不断加强，实现了长

途传输数字化，县内电话程控化，建成了移动通讯网和无线寻呼网；电力建设进

一步加强，1995年发电装机容量达1．5万千瓦；县城道路“四通工程’’取得突破

性进展，为争取到“九五”末将县城建设成为环境清洁优美、生活舒适方便的花园

式城市奠定了基础。 -

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外经外贸继续发展。1995年，全县外贸出口收购总值2

亿元，比1990年增长4倍；累计利用外资项目25个，实际利用外资903万美元，

出口商品12大类、170个品种。涉外办事机构初步形成，全县经济的外向度明显

提高。侨务、旅游工作和对外劳务合作也有新的发展。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1995年，全县各类科技人员

达16071人，比1990年增加5371人；共取得科技成果94项，其中省级以上成果

8项。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学取得较大进展，教育“双基"工作步伐加快，教

学质量逐步提高。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广播、影视、民政、环保、土地管理、防

震、史志、老龄等社会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宣传教育工作扎实有效，特别是近二年

来通过深入开展学习孔繁森、王廷江、韩素云的活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

发生了深刻变化。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得到强

化，社会秩序比较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全县人I=J保持低速增长。

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明显加快。在稳定

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

全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推广农村经济产业化；围绕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企业

改革、股份制改革进展顺利，给企业注入了生机活力；各种经济成份全面发展，

1995年，个体、民营经济发展到4．5万户，从业者15万人，并涌现出大批专业户

和纳税万元以上的工商户；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一定进展；计划、财税、金融、物价等各项改革逐

步实施，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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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9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

收入1482元，比1990年增加1000元；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平均每年提高5％，是全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的一个时

期。

史炳千秋昭国运，志传万代顺民心。新编《平邑县志》犹如一面镜子，鉴往知

今，启迪未来。我们要珍惜她、研究她、利用她，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为建设平

邑、振兴平邑而努力奋斗。

注：张之荣同志现为中共临沂市委委员、中共平邑县委书记、《平邑县志》编

纂委员会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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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李富山

《平邑县志》是平邑县历史上的第一部县志。它的出版问世，是全县人民企望

已久的一件大喜事，非常值得庆贺。

平邑县因驻地平邑而得名。据境内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考证，早在五六千

年前，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自古迄今，境域和隶属关系多

变。商周时期有颛臾国。秦朝属薛郡。汉代设南城县、南武阳县，并一度置平邑

侯国。唐贞观元年(627年)并入费县。1940年6月，设费南县、费北县。1943年

12月，费南县改称费县。1946年4月16日，鲁南行署颁布训令，将费县易名为平

邑县，平邑县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境域曾分属平邑县、蒙山县、白彦县。1952年

3月和1953年8月，蒙山县、白彦县先后撤销后，几经局部区划调整，平邑县于

1956年始形成现在的版图。这里，山河壮丽，物产丰富，古迹荟萃，名胜众多，人

民有着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锐意改革开放，

勇于开拓进取，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急需编辑一部能够充分反映县情

的综合性资料书籍。有鉴于此，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于1982年组建专门班

子，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修志工作。如今，一部百万余字的县志正式出版，填补了这

项空白，这对全县人民进一步了解平邑、建设平邑、振兴平邑，必将起着积极的促

进作用，并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新编《平邑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了平邑县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

文化诸方面的演变情况，贯通古今，囊括百业。面对这一浩繁的系统工程，10多

年来，全县有70多个单位、数百人参与，广征资料，勾稽史册，缜密筛选，审慎考

辩，字斟句酌，笔耕不辍，终于在完成37部部门志、专业志的基础上，完成了建县

以来的第一部县志并得以付梓面世。可以说，这部县志字字凝聚着修志人员的心

盛■_Ⅱ溪≈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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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和汗水，篇篇都是各行各业通力合作的结晶。同时，在县志编纂过程中，省、地

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各兄弟县、市的同行都曾给予亲切指导、热诚帮助，

使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提高了志书的整体质量，基本达到了“体例完备、观点正

确、内容翔实、文字简练’’的要求。在县志编纂的中后期，我有幸两次参与组织领

导工作，亲身感受到了从事这项事业的艰苦、辛苦、清苦性，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奉

献精神，是值得称道和学习的。为此，我代表平邑县人民政府和全县人民，谨向所

有关怀、支持史志工作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广大修志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谨书此文，权以为序。

注：李富山同志现任中共平邑县委副书记、平邑县县长、《平邑县志》编纂委

员会主任。

D



凡 例

一、《平邑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记述全县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

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断限原则上起自1840年，下迄1988年，为了保持史实的连续性、完整

性，有些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记述的重点放在当代，以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点。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诸体并用。设概述、大事

记、专业志、人物、附录。专业志以科学分类为主，适当兼顾社会分工。一般分编、

章、节、目，力求合乎逻辑顺序。

四、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执行《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文规定(试行)》，

对机构、党派、社团、会议等名称，行文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五、行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3月24日平邑县全境解放前(后)；

“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凡某某年代

前不冠世纪者，均指二十世纪。文中“境内"系指今县境，其中所涉及的1940年6

月至1953年8月间费南、费北、费县、蒙山、平邑、白彦等县，只记述与今平邑县

有关部分。

六、数字书写执行国家出版局等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计量单位名称、称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

行)》为准；统计数字主要源于县统计局编印的《平邑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其未

列入的，由有关单位提供。建国后的国民经济数字，均以1980年的不变价格计

算。计量单位，以公制为主，兼用市制。

， 七、对建国前的革命斗争和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不设专编，分别记入大事记和

有关专业志。

八、立传人物以本籍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物为主，兼收少量在境内活动过且

社会影响较大的客籍人物；以正面人物、当代人物为主，兼收少量社会影响较大

．}牛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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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面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先正面人物，后反面人物。在世人物概不立传，入

志者以事系人，散记于有关章节。

九、采用公元纪年。1911年前，同时在纪年后括号内加注历史纪年。引用历

史纪年的，有的在括号内标明公元纪年。

十、资料来源于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旧《费县志》、各部门志和有关知情人，

一般不注明出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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