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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新世纪伊始，一部记载反映改革开放二十年史实的《栖霞市志》问世了。这

是全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优良文化传统。我党执政以来，

这个好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

党委、政府对修志存史工作更加重视。自1978年到1998年的二十年间，国务院

先后两次部署修志工作，栖霞市委、市政府充分认识到修志工作的重要性，抽调

得力人员，组成编纂班子，先后进行了两次正规化修志，翔实地记载了我市各项

事业蓬勃发展的辉煌历程。

1990年出版的《栖霞县志》重点记载了栖霞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

同时也对栖霞置县以来到建国前的八百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补充和修

正。此次出版的《栖霞市志》，是栖霞撤县设市后的第一部地方志书，它真实地再

现了栖霞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记载了栖霞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的丰硕成果。改革开放二十年，是栖霞蓬勃发展的二十年，是栖霞

人民脱贫致富、大步迈向小康目标的二十年。二十年来，栖霞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既得益于

我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导，更包含着全市人民协力拼搏

的智慧和汗水。这次修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记载了这段不寻常的发展史，这无疑是全市人民的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同志曾大力倡导全党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不仅要知道今天，而且

要知道昨天和前天。江泽民总书记也深刻指出，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

地读一点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志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总结经验

教训，不断改进工作，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要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在现代化建设的新世纪征程中奋发努力，再创

新业绩，再上新台阶。

中共栖霞市委书记王瑞祥



序二

修志存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继承和弘扬五千年悠久历史文明

的具体体现，能够起到资政育人、通古鉴今的作用。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

《栖霞市志》续修工作的完成，对充分展示栖霞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辉煌成

就，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促进栖霞各

项事业的更快发展和更加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栖霞山水秀美，资源丰富，广大人民勤劳朴实而且人才辈出，灿烂的地

域文化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内涵。纵观栖霞历史，就是一部山区人民不畏

困难、艰苦创业的奋斗史，是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前进史。特别是改革开

放二十年来，经过全市人民坚持不懈地努力，栖霞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进入新的世纪，栖霞经济和社会事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

着更严峻的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

任。面向新的世纪，我们坚信，全市人民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携手共进，奋

发图强，为建设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繁荣的新栖霞而努力奋斗。

栖霞市市长郭尊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系1990年10月出版的《栖霞县志》的续编。因撤县设市的缘

故，本志不再称《栖霞县志》，而称《栖霞市志》。

二、本志所记内容，基本上同前志相衔接(前志下限为1985年)，个别地

方则上溯至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下限截止1999年，个别

地方则下溯至2000年。其目的在于全面反映“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阶段。

三、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力求准确反映栖霞近

20年来各个领域的实际，使方志“存史、资政、教化”三项功能有所依附。

四、本志基本上沿袭前志体例，但有所创新。即在以“志”为主体，以述、

记、传、图、表、录为辅助的原则下，依实际情况作了加强和从简的处理。而

如“基础设施”、“第三产业”、“企业”、“市场”等，则首次在目次中出现。

五、本志一改依部门立志的作法，除县(市)一级领导机构保留“机构设

置”和任职名单外，余者则基本上按事业立志，事以类从，以事系人。凡能反

映时代特征的事物，虽小而必记；而对相对静止或意义不大的事物则尽量简

化，甚至完全舍弃。

六、本志力求使用语体文，但也不排除浅显的文言文。如遇引、附的原

文为古文或白话文者例外。

七、本志编者倾向于“史与志同”、“志属信史”的观点，因而做了某种程

度的叙、议结合的尝试。或彰明因果，或揭示规律以方便读者。

八、编者有意让古代方志最重人物的传统在新时代方志中回归。以反

映社会进步和人才辈出的实际，也反映为国为乡人人做贡献的实际。

九、本书凡引数字，大部分来自统计局资料，小部分来自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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