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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镇志 序 1

中华民族历来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隔代编史，当代修

志，已为几千年的定例。80年代，欣逢盛世，省、市、县均有修志之举。而

县下之乡镇，成立机构，工成其事，并予以付梓者，尚不多见。《宋家镇

志》开乡镇修志之先河，确是可贺之事。

宋家，招远北部的一个山区乡镇。就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宋家

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世代劳作，改变着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早

在上个世纪，宋家人就创出了驰名中外的龙口粉丝。本世纪初，宋家人

又创出了簪网扣花边，逐步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抗战时期，招

北县委在此创建根据地，使该地的生产面貌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宋家人战天斗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成为全省、全国的先进典型。改革开放以来，宋家人发挥自身优

势，大唱石头戏，大念粉丝经，畜牧业、镇村工业、果业三轮驱动，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百余年来，宋家人业绩昭昭，有目共睹。

《宋家镇志》缩百年为一瞬，集百业为一册，资料翔实，记叙得当，为

一地之百科全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宋家镇志》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是认识和了解宋家的窗口，是宣传宋家的媒介，是宋家镇扩大对外开

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桥梁。她的问世，为从政者认清域情，研究规律，

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权威的依据；为全镇人民提供了爱国、爱乡、爱

党、爱社会主义的好教材，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是宋家文

化史上的一笔财富，一座丰碑。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宋家镇志》资料丰富，工程浩繁，修志工作

者们兢兢业业，坚韧不拔，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值志书付梓出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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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我谨代表招远市委、市政府向《宋家镇志》的编辑工作者，向宋家镇

党委、政府、市史志办公室及所有为此志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书成之日，嘱我为序，仅以此文以为贺。

招远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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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宋家镇地处招远北部山区，旧时可谓穷乡僻壤。穷则思变，变则通，

变则活。百余年来，宋家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前

仆后继，用热血谱写史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战天斗地，用汗水造就了

新的家园；在改革开放中，开拓创新，用睿智创出了腾飞的经济。宋家人

民业绩卓著，有目共睹。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纵观宋家历史，改革开放的宋

家经济可谓空前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蒸蒸日上，政通人和，正步入前所

未有的盛世。我等莅任以来，深感前人功不可没，经验可鉴，遂生修志之

心。今经编修人员努力，《宋家镇志》即将问世，宋家历史上有了第一部

志书，宋家人的业绩载入史册，存史、资治、教化皆有所依，也填补了招

远境内镇志正式出版的空白，我等深感欣慰。

《宋家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秉求实之风，客观、翔

实地记叙了1840年以来宋家的历史变迁，着重记叙了建国以来的光辉

业绩，百年历史缩为一瞬，百业之绩罗于方册。以史为鉴，可以治天下；

以志为鉴，可以治邦国。宋家虽偏远乡镇，我等为政者亦深感责任重大。

镇志的出版，对我们研究地情，制定战略，发展经济，造福斯民，有着莫

大的作用。同时，镇志也是一本教科书，她可教育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

主义，热爱宋家这块土地。所以，镇志的出版，是宋家政治、历史和文化

生活中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希望各有关单位研究镇志、利用镇志，更

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使宋家面貌发生更大的变化。

镇志编修是一件浩繁的工程。编修人员不遗余力，广泛搜求资料，

辩伪正讹，勤奋笔耕，敬业精神可嘉，在此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感谢。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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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期间，得到市史志办公室的大力协助和指导，得到全镇各部门、各

村及热心人、知情人的大力支持。值镇志出版之际，我们代表宋家镇党

委、政府，向为《宋家镇志》编修出力献策的单位、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诚

挚的谢意。

中共宋家镇委员会书记 单国文

宋家镇人民政府镇长 郭立生

1 995年1月1日



宋家镇志 凡例 1

凡 例

一、《宋家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客观、公正、

全面地记叙宋家镇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二、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首置概述、

大事记，统揽全局，纵贯古今；中设专志15编，横排门类，纵陈史实；未

缀杂记，补正文之缺。编下设章、节、日，部分目下设子目，部分编、章设

无题概述。

三、断限原则上起1840年，下讫1 994年，部分事物可适当上溯。本

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叙建国后，特别是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的巨大变化，以体现时代特色。

四、记叙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主体，一般不涉及域外事物。分类

按事业立志，打破部门界限，为突出地方特点，个别事物从类属中分出

提格记叙。

五、自然实体以现行名称为准，行政区划采用各历史时期通用称

法，需要时括号内加注今称。涉及人物籍贯，一律用现行区划名称。较

长的名称，每编中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可用简称。

六、立传人物，收录宋家籍人在境内外、客籍人在宋家镇有较大贡

献和较大影响的过世者，排列顺序按卒年为序。人物表收录范围均为宋

家籍人，不分生卒。英名录专载宋家籍革命烈士。

七、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

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为准，使用公制。纪年，使用公元纪年，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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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数字书写，但民国以前加注历史纪年并沿用农历月、日(用中国小写

数字书写)。人物生卒年月，一律用公历。

八、语言采用记叙体，语体文，叙而不议。文字规范书写，简化字以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汉字表》及第一批异体字整

理表》为准。标点以《新华字典》所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为准。

九、资料来源各级档案、图书馆(室)及各有关行业或知情人、当事

人。数据皆以统计局公布为准，缺者取之有关业务部门及各种文献。

十、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有关史实及数据略而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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