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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路线正确、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阳

谷县医药志》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从1986年6月开始

组织编写的。由于编辑人员艰苦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经

过六次修改，两次评审，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阳谷县医

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阳谷县、乃至鲁西地区历史上第

一部正式出版的专业药志，其面世发行，确实可喜可贺!

《阳谷县医药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真

实地记载了县内中药材生产、医药商业、医药工业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热情地记述了对阳谷医药事业做出项献的前

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突出地记录了阳谷特产、古今

中外闻名的中药——阿胶的渊源和发展；注重了揭示阳谷

县医药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着力探索县医药

路线上解放思想、勇于改革的新路子。鉴往兴今，现在又

建起了鲁西医药商场。因此，《阳谷县医药志》对振兴阳谷

医药经济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阳谷县医药战线上的四支主力军一医药公司、古井阿

胶厂、阿城阿胶厂、福利卫生材料厂，怀着共振阳谷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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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和记述阳谷医 ，．

药事业的历史及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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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志》坚持“存史、资政、教育"的宗旨。力

求通过对阳谷县医药事业发展过程的记实，为发展医药事 。

业提供历史借鉴，为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医

药事业的教育提供科学资料。 ，

，
．

三、本《志》主要对县内中药材、医药商业、医药工

业、人物荣誉等方面加以记述。记述中涉及到政治运动时，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本

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恰当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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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志》人物，主要记述本县对医药事业作出较“ ‘，

大贡献的故人；在世人物不立传，领导干部和受县级以上

机关表彰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列表入志。 ．．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

体裁。以志为主体，图、表分附在各章、节之中。结构分 ’．

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竖写，记事采用编年体和记事 1
本末体。坚持详今略古，寓理于记实之中，力求语言朴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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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图表适宜。
，

六、本《志》使用语体文。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

(1987年重排版)附载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表》为标准；

名称、称谓、地名、机构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全称或简称，

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标准简称。如“中国药材公

司山东省阳谷县公司”，简称为“阳谷县药材公司"；时间

和数字记法：公历年、月、El和年龄用阿拉伯数字；世纪、

年代、农历年、月、日用汉字表示；历史纪年先用阿拉伯

字书写公元纪年，再用汉字在括号内注明当时的朝代年号；

度量衡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

案(试行)》标志。

七、本《志》年代断限。上限为1840年，下限止于1990

年底。个别情况适当向前追溯和往后延伸。

八、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档案材料和知情人的

口碑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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