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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远县志 序

新编《招远县志》创修，始于全国上下改革开放、百事待举之时，成

于十年改革伟业初就、硕果累累之日。该书的问世，无疑是一件值得庆

贺的事情。

招远明朝前无志书，今所能见者，唯清顺治年间所修《招远县志》及

道光年间所修《招远县续志》。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虽有修志之

举，但末成其事。故自《招远县续志》以后，百有四十余年，一地之人之事

无所记载。而此间，招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自中共招远县委建

立以来，招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的丰硕成果，地瘠民贫的旧招远出现了初步繁荣昌盛的新局

面。在此情况下，编修一部新县志，载其业绩，传诸后人，已为亟亟之事。

1980年，县委、县政府做出修志决定，经修志人员艰辛努力，历时十载，

数易其稿，终于成稿付梓。

新编《招远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详今略古之

原则，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体例，记叙了1 840年以来，特

别是建国后招远县在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纵贯古今，横及百科，使百年

之业罗于方册，一地之情展卷可得。该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

实，特点突出，为我们认识招远，建设招远，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后人

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编修新县志是一项艰巨浩繁的文化工程，非少数人之力所能及。新

编《招远县志》，自始至终坚持了众手成志的原则。其间，各乡镇、各部门

通力合作，编修专志，提供资料；老干部参与评审，提供口碑；上级领导

大力支持，热心指导；修志人员开拓拼搏，苦形劳神。值新县志出版之

际，我们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为《招远县志》编修出力献策的领导、专

家、老干部、知情人士和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为招远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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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做了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好事情。

中共招远县委书记 澎’f毒哆
招远县人民政府县长2彳乏乃

1990年12月3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招远县志 凡例

凡 例

一、《招远县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首

立概述、大事记，总摄全志，纵贯古今；中设专志30编，计140章456

节，横排门类，纵记史实；末缀附录，以补正文。专志一般分章、节、目、子

目记述，根据需要，部分编或章首冠短文。“详今略古，详独略同一，着力

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色。 ．

二、断限，原则上起1840年，下讫1985年。部分内容上溯至事物发

端，下延至1988年。有的照片摄于1990年。

三、“事以类从，按事业立志”。凡属相同事物，_二般打破部门界限，

编入同一专志中。各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

不单列编、章。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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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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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均为公

元纪年，但民国以前加注历史纪年，月、日系用农历。人物生卒年月，一

律用公历。

五、自然实体(村庄、山、河等)，一般以现行名称为准。行政区划采

用各历史时期的通用称法，但涉及人物籍贯，则一般用现行区划名称。

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重大会议的名称记述，在每编首次出现时用全

称，后则用简称。

六、解放前(后)，系指1947年1 1月3日国民党军队逃离招远、招

北县前(后)。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七、凡立传、入谱人物不分职务，均为籍属招远在县内或外地，客籍

人长期在招远，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过世者，其排列均按卒年为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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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专载招远籍革命烈士。

八、统计数据皆以县统计局公布为准，缺者取之有关业务部门。

九、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和旧县志、行业志或知情人、当

事人等，志中不作说明。

1十、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对有些事情的记述采取从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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