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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记盛表实，莫过于志o

《洛河镇志》的编纂出版，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她全面真实地展现了洛河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是洛河有史以来第一

部地方志乘。

洛河镇地处莒县北部，历史悠久，钟灵毓秀。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东夷

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地方历史文化。座落于镇驻地东部的安

岭汉墓群和莒州外八景之一的“洛山樵牧”，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这里历代不乏仁人志士。三国名士苗额，首举孝廉，与

葛玄读书于洛山北峰。明末清初，北汶战氏家族享誉莒州，战锡侯力促恢复莒

州大学，倡修并分纂雍正《莒州志》，为清代莒州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

大贡献。清初岁贡张孔火召，文名噪莒，碑铭传记无不脍炙人口。清末举人单

玉衡，节操清高，刚正不阿，博学多才，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积极支持抗日救国，

堪称莒地名士。上世纪30年代，革命先驱赵亮昆、杨作舟，疾恶如仇，首先举

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原政协山东省主席

李子超曾活动于境内，为党秘密工作；大批优秀子弟踊跃参军、支前，许多热血

青年为国捐躯。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洛河人民又全身心地投入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创造出光辉的业绩，并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委、政府领导全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拓宽发展思

路，依托资源优势，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广泛开展招商引资，集体、民营经济快

速发展，全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步入快车道，成为洛河历史上社会稳

定、人民安居乐业，各方面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

志成鉴古今。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状的研究，使之成为宝贵的精

神财富，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有益当代，惠及后世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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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志书内容涉及门类多、时间跨

在莒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社会各

助下，全体编纂人员不畏严寒酷暑，广征博采，笔耕不辍，方

坚信，勤劳智慧的洛河人民定会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共洛河镇镇委书记柳明忠

洛河镇人民政府镇长陈乐增

二00五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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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洛河镇志》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记述境内自

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叙事不设上限，下迄2004年底，大事记和部分章节延至2005年9月。

三、坚持横排门类，纵述始末的原则，编下设章、节、目、子目，依次统辖。

四、采用述、记、志、传、表、图、录等形式，以志为主，表随文附。首列概述、大事记，附

录殿后。

五、人物传略承袭“生不立传”的惯例，对已故科级以上干部、市级以上英模、社会贤

达，以传记形式载入，排列先后以卒年为序；对历届洛河镇(乡)党委政府领导人，省市劳

动模范，洛河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正营职以上军人、部分

企业家以简介形式载人；对洛河籍在外工作人员、大学生、村两委主要负责人，以表格形式

附于村庄简介之后。

六、1949年10月1日前，采用历史纪年，1949年10月1日起采用公元纪年。1912年

前月、日仍沿用夏历。文中所谓“建国前(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

放前(后)”是指“1944年7月前(后)”。文中用汉字标记的年、月、日，均为农历。

七、各类数据，多以县、镇统计资料为准，一般使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部分表册数字

使用当时的计量单位。引用资料采用当时的行政区域及所用计量单位。

八、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规范、严谨、朴实。文字使用汉字简化字。个别地名和

人名仍用原字。

九、资料来源于档案、历史文献、部门提供的基础资料和社会调查等，文内不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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