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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地名志》是遵照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和山东省地

名委员会(‘地名志编写纲要》要求，在地区地名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和市委，市府的直接

领导下，根据本市地名普查的成果资料编纂而成的。它全面地记载了各类地名的历史和

现状，为四化建设提供标准名称和有关的地名资料。是政府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国防

建设和公安、邮电，交通、新闻、文教、科技、财贸、测绘等各有关部门必备的工具书，

是本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名专著。

在编写过程中，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

原则，本着存真求实、资料准确、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的要求编写的。力求科学适用，

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和地名有关的自然、经济，社会面貌。

地名的选取，以行政区划和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为主，

兼收部分人工建筑和专业部门等名称。释文有。乡镇(办事处)的行政区划30条，居

委16条，路街巷193条，自然村1133条(其中更名79条)，名胜古迹及革命纪念地共10条，

自然实体29条，人工建筑50条，专业部门121条(其中命名学校24条)，专题考证8条，注

销地名57条，共1647条。

节目安排。卷首为前言，目录，中间的正文有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图和摄影图片，

专题考证材料，各类地名释文等四个部分，卷尾有附录、索引，后记。

全市地名的次序，均按自上而下，由左而右的次序排列，每个乡镇按地名概述的次

序排列，每条概述按标准名称，汉语拚音，地理位置，辖属关系，历史和现状情况等项

内容分别作简略交待，重要地名由专题材料作详细介绍。

地名名称的由来及含义。其有理有据者则予以肯定，其来自民间传说而合情合理者则

予以保留，其众说不一而各有情理者则兼收并存。至于通过地名普查和查阅资料并结合

考古发掘证明确有错误的历史地名，则根据国务院“以地名普查为准修的原则，坚决予

以纠正，以恢复历史真貌。公社及生产大队随着乡镇建设的体制改革，已不复存，故不

再列入。

行政区划图，是本着地名行政区划直观形式绘制而成的。可对历史和现状的发展情

况作出反映．故一并列入。现行的市行政区划图，因受篇幅限制，每个乡镇只选取有代

表性的10—20多个村庄。各乡镇区划图，则标出全部村庄，用窥全貌。

志中引用的数字，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人口E．285年底公安系统年报数字，耕地以

85年底市统计局上报数字为准。其他年份出现的数字，则分别标出时间。距离除临沂至

济南用交通距离外，余均以直线距离计算，并以公里为准，凡用华里者，则不加“公

里"字样。其他项目基础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与发展数字用百分

比。专用术语，按专用部门的统一提法，力求对口，合乎规范。

《临沂市地名志))是经过省、地两级地名委员会和市委、市府的审定、批准，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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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具有法定性。凡列入的地名条目，均系标准名称，应认真使用。今后，使用临

新市的有关地名，应以本志地名为准，如有需要或其他原因要改动某个地名，必须按上

级规定、严格履行报批手续，经过批准方为有效．

临沂历史上疆域沿革中的地图和地名，开始是放在卷首的。后来考虑到这些资料作

为历史文献，当然有参考价值，但实用价值不大。为了适应四化建设需要，使读者能开

门见山，先睹为快。因此，改排在附录部分，以供参考。

地名普查和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时间短、人手少，经验不足，水平

有限，虽几经易稿，不妥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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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地名志≯征求意见座谈会全体人员合影



_冀旅7海m’翻-希j长『’：
在幻陆沂市地名基》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在硕果累累，景色宜人的秋天，请大家来，共同商定《临沂市地名志》定稿问题，

品评鉴赏这朵散发着I晒沂乡土芬芳的精神文明之花，这是一次难得的盛会。借此机会，

我首先向与会同志表示深切的致意，并对大家为《临沂市地名志))初稿倾注了大量心一

血，付出了辛勤劳动，表示衷心地感谢。

中央省地有关方面领导十分重视地名的考察研究、发掘整理工作。我们临沂市地域

辽阔，历史悠久。在这块肥田沃野之上，村村镇镇，星罗棋布，它们的名字，异彩纷

呈，熠熠生辉。有的彪炳千秋，凝聚着一曲可歇可泣的战歌；有的名传遐迩，谱写着一

部。缘壮的斗争史f有的象彩虹一般，充满着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有的寓意深邃，成为

民族友谊的象征⋯：一。这一切无疑都是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生动教材，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临沂市地名志》的编写工作，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在编写过程中，反复修改、几

易其稿。初稿形成后；在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大办支持下，又作了

一次较大的修改。修改后的初稿已交大家审阅过了，今天这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就是

请同志们在审阅初稿的基础上，再进行一次认真地赢’键斟酌、切磋推敲、修改补充，使

之臻善完美，最后定稿。 、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来自党政机关，有来自工农、世，财贸，

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上的同志。这充分说明地名志研究工作，为广大群众，各界人士所

关心、重视。在坐的同志中，有生长在临沂、工作战斗在临沂，对临沂情况了若指掌的

革命前辈，有学识渊博，善辨真伪，见解卓著的社会名人，有地名志知识丰富，通晓村

名地貌，明达乡情里俗的知者，有参加地名志编撰，热爱本职工作，．谙熟业务的行家里

手。这样多的同志幸会一起。济济一堂，共商《临沂市地名志))问题。我相信这次座谈

会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临沂市地名志))定稿问世后，必将得到临沂市广大干部群

众的赞赏和欢迎，为人称道，喜闻乐见，为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这次座谈会，既是商定会，也是地名志这门学问的探讨会。希望大家在友好的气氛

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要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善辩真伪，去伪存

真。要坚持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不同观点，意见和看法，可以通过讨论，争辩，

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因为任何事情，特别是学米性的问题，都有一个不断发现、不断

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要求完全一致，一刀切的做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实际的，当

然也是不足取的。只有深入调查，反复研究，不断总结，不断提高，才是科学的态度。

祝座谈会圆满成功。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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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叶T心内景

商业锭易中心几楼

{．人民商场

5．人民商场内；

6．农业银{i



临沂市地下资源圈

临沂行署驻地



临行城标志碑正面图



枣庄市地名办董主任参观临沂城标志碑

临沂市，＼湖，人民政府驻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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