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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Ij

一、本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丰义、毛泽东思想、邓小-T-理沦、“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实事求是，全面真实地记述微⋯县新时期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情况，突Ⅲ地域特色和时

代特点。

二、本志是首部《微山县志》的续志，上限1991年，下限2005年。为体现事件的

完整性，某些史料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采用中小篇结构，突出上层建筑的主导地位和人在社会发展巾的移{极作

用。全志除大事记和附录外，共设30卷163章508节。

四、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总体以概述为纲，以大

事记为经，以专志为纬。述，运用于综述中，夹叙夹议，彰明因果；记，以编年体为主，

适当运用记事本末体；志，以时间为序，纵贯前后，横排竖写；传，主要收录对社会有

重大影响的人物；图、表分附各章之中；录，为各章不包括的要事，列于篇末。

五、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及与微山县有重要关

系的人物。

六、本志政区、单位、职务等专用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除综述外，其余均用记叙文体，一般只记事实，不作评论。

八、本志使用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1986年lO月公布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

九、本志所用数字以县统计局发布的资料为准；统计局没有的，参考供稿单位提

供的数字。某些数据与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不尽一致，采用时请注意。

十、本志资料除县卣各部门、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驻微单位提供外，其余

均由本编辑窀收集，行文中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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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微山县委书记罗心光

1997年⋯版的第鄙《微山县志》，对微

JJ县和微III湖区的历史及现M作了伞而的记

载。这次续修的《微山县志》(1991～2005)，

汇集r世纪之交微III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矬设的翔实资料，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资政作渊和教育意义。

盛世盛举，--J喜-Ⅱ贺。

古涧水滋润的微山这片肥沃土地，水灵

I【J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11‘在

新石器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我们的祖先就

存此繁衍生息。先后有五围(留，任、茅、邯，

薛)、两郡(任城、高平)、五县(任城、高

甲、湖陵、J1戚、留)没置冶所，留r了伏

羲陵、微了墓、张良墓、仲了庙、梁祝墓等

众多文化古迹，诞生_r夏中{≮帝少康，汉文

学家王粲、政治家张偷，清凹川市政使董淳，

序

微山县政府县长程大志

比同时期同务总理潘馥等杰⋯人物。抗n战

争时期微湖大队、铁道游。ij队、运河支队口J

歌t叮泣的英雄故事闻名遐迩。新中围成讧

后，英雄的微I|I湖儿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微⋯县位于¨j东省的南部、苏鲁豫一省

交界处，被称为“山东南大门”，自占为经济

和军事战略要地。微山湖炯波浩淼，鸢飞鱼

跃，气象万千，风光秀14|i。盛夏季节，万亩

荷花飘香，百里芦苇摇翠，吸引了数以百万

的海内外游人前来观光。京杭大运河穿湖而

过，104国道纵毋』￡境，水陆交通发达。微山

湖索有“n II]3t-金”之美誉，丰富的煤炭资

源和淡水资源，特别足国家南水北{|}4东线T

程的实施建设，更为发展煤炭工业、港口和

物洳】k、水产养殖、Ik和旅游业提供了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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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微山县相继被冠以“中国荷都”“北方 积累了千万字的文字资料和数千张照片，为

水乡”“铁道游击队故乡”“中国麻鸭之乡”等 本书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

美名。 是，县史志办既致力编纂“信史”，又坚持工

1991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是中国改革 作理念和实践的创新，探索、总结并遵循了

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社会发展取 “人性化”“艺术化”“精品化”三大理念。这

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15年间，中共微山 是修志理论的突破性创新，已得到业内专家

县委、微山县人民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在建设 和各界人士的普遍认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以经济建设 读史使人明智，鉴往可以知来。此书的

为中心，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与时俱进，奋 出版有利于微山县各级领导干部总结过去，

勇开拓，实现了高速度、快节奏、跨跃式的 把握时代，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

发展。全县各项经济指标均居全市前列，政 经济社会发展更上层楼，建设和谐社会。同

治稳定，社会安定，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水 时，将进一步激发微山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

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这些成就载入 乡的豪情，并为异乡游子、海内外宾朋了解微

青史，昭示后人，对全县人民是一个巨大鼓 山、建设微山、发展微山提供良好的资讯。

舞。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智慧和汗水已铸

地方志编纂是一项文化传承的系统工程， 就历史的光荣，激情和灵感正创造着美好的

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是一方全 未来。勤劳智慧的微山人民正在全面奔小康

史，与正史、谱牒并称，构成华夏民族的历 的征途上阔步前进，谱写更加光辉灿烂的新

史体系。微山县高度重视史志事业，认真贯 篇章!

彻执行《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依法修 是为序。

志，把史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为史志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史志工作者不负众望，殚精竭虑，辛勤耕耘，

全县各部门通力合作，积极配合，历经三年，

终成此书。洋洋百万言，图文并茂，资料翔

实，记载历史系统全面，评价得失利弊客观

准确，真实展现丫微山人民在巾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所取得的伟火成就和光辉业绩。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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