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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汶上有志书，始自明万历三十六年(J6D∞。清康熙五十六年(J7J7)、宣

统三年(』9JJ)，两次续修(后者未付印)。这些旧志书，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

其阶级局限、历史局限性，但均较客观地记述了本县建置、境域、山川、土地、

区划、物产、财税、职官，学校等演变，为后人了解认识汶上和开发建设汶上，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汶上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为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促使全县自然环境和社会面貌不断发生新

的变化。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认真总结汶上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这段

不寻常的历史，并将之载入志书，流传后世，是时代赋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职

责。

遵照中央和省市部署，我县于J9阳年J『月建立专门修志机构。经过各级党

政领导和全体修志工作者十余年的共同努力，现在，这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资政、教育、存史为宗旨，融古今重要史料为一体的百科资料性著

述——新编《汶上县志》，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县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

建设上的一件大事!

汶上县夏商置厥国，周代为鲁中都邑。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

子，曾出任中都宰。历史悠久，山川秀丽，资源丰富，交通方便；人民勤劳勇

敢，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在漫长古代社会里，曾经创造了比较发达的农业、

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等事业。清代中叶以后，由于封建统治日

趋腐朽，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加之清末罢漕运后境内河湖失修，水旱蝗灾频仍，

致汶上各项事业几度濒临崩溃边缘，广大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J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依靠教育和科学技术进步，

促使汶上较快变成旱涝保丰收的粮棉高产县，并由国家公布为优质棉出口基地

县、鲁西黄牛出口基地县等。与此同时，逐步建成了以棉纺织业为龙头、以农副

产品加工为主体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商业、服务业、建筑业，以及交通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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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科教文卫等事业，均有巨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获得显

著提高。

新编《汶上县志》力求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历史与现

状，较好地反映汶上自然环境与社会各业的发展过程、经验教训及其地方特点、

时代特点，并在体例、文风等方面有所创新。如，为突出汶上为全国优质棉出口

基地县的特点，专设了《棉花志》，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本县棉花开发生产的

演变与得失；为突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强化政治性内容，在《党派群团

志》里，打破了一般按时序排列的方法，并于开篇设置了“中共地方组织发展活

动简史”专章。在篇幅上，中共地方组织的记述约占该志的65％。又如，为弥补

按事业立志的缺陷，在全书概述中，对汶上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

况，采取了同步考察综述的方法，较好地体现了不同事业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共同

发展规律；为增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作用，适当加大了《军事志》、《人

物志》的内容与份量，并在表述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与探索，

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力求增强其可读性与感染力。

由于资料和水平所限，新编《汶上县志》肯定尚存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专

家、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省市领导、兄弟县市同仁和史学通，骆承烈、林衍经等

全国知名的方志专家，均曾亲临审阅指导；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同志，欣然

为本书题词；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和中国书法家协会

副会长、天津大学著名教授王学仲先生等，也热情为汶上题词或题诗。为此，我

们代表中共汶上县委、汶上县人民政府，一并致以诚挚谢忱。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希望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关心汶上建设的同志们、朋友们，要重视利用这部志书

所提供的各方面信息，为振兴社会主义的新汶上、新中国，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中共汶上县委书记 史遵衡

汶上县人民政府县长王云鹏

199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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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取事范围以本县现有境域内的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为主，以志县情为

主，兼志邻县部分地区划属汶上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时间上限一般自有史料记载

时写起，下限原则断至1987年，个别地方酌情下伸。如跨年度的重大建设项目

完成、重要著述出版等。其中，《大事记》与《附录》之第二、五两部分，下限

．至1993年12月。

三、按事业立志，事以类从，横排编、章、节，目，纵写发展变化，部分编

(章、节)’首冠以无题小序或述要。各编排列以“建置”、。自然环境”、“人口”——

政治类专志——经济类专志——文化类专志为序，力求体现各项事业的变革过

程、发展规律和辩证关系，突出“资政、教育、存史”作用。卷首设“概述”、“大事

记”，卷末设“附录”，借以强化全书整体联系，提供宏观借鉴信息。

四、全书以志为主，兼用述、记、传、录等体，并辅以必要的图、表、照

片。记述采用现代书面语言，文风力求简洁准确，典雅朴实。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收录内容以发生于本县各

时期的大事、要事为主，兼收对本县影响较大的临近地区或全国性大事。鉴于各

专业志均设有机构沿革等内容，县级以下机构的个别性设置变化和群团组织代表

会议等，一般不再收入“大事记”，以求减少重复，压缩篇幅。

六、《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本籍、正面、近现代人物为主原则，重

点传述对当地卓有贡献的各阶级、阶层、行业已故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传后

附记少数反动人物，借以充当反面教员。对事迹突出：影响较大的在世人物，除

于有关专业志中用“以事系人”方法适当简述外，另于《人物志》设“简介”、“简

表”等，予以分类集中记述，旨在激扬先进，并为下次续修县志提供人物资料线
索。

七、为行文方便和增强历史感，清代以前史实一般采用历史纪年，适当括注

相应的公元纪年；民国以后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括注相应的民国纪年。历史纪年

及农历月，j日表述用汉字，公元纪年及月、日表述用阿拉伯数字。其他数字依照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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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中产值、收入类的对比数字，均按1980年不变价格折算。

八、记述中涉及的历史地名、人名、组织机构名等，使用当时名称，必要时

括注今名或别名。人名一般不加头衔、称谓。今地名以县地名委员会公布者为

准。组织机构、会议、时间等类名词较长者，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出现时一般

用简称或缩称，如“中国共产党汶上县委员会”，缩称“中共汶上县委”或简称“县

委”；“新中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汶上县1948年解放前

(后广，简称“解放前(后广。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旧有史书志书，国家和省，市、县档案馆、图书

馆、县统计局、县有关单位及有关人员回忆材料，并经严格鉴别考证。其中各项

统计数据以统计局资料为准，统计局未有的，以专业部门数据为准。使用时一般

不注出处。必要或必须注释的，一般采用括注，注文较长者，采用页末注。

十、为便于阅读，本志所收、所引旧资料、旧志文等均予加注现代标点；对

其中的繁体、异体字，均改为国家正式公布的简化字。

1-●--___I-I__J●_●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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