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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泅水县志》(1989～

2003)版即将付梓刊行．这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中

的又一丰硕成果．可喜可贺。该志书是继1991年

版《泅水县志》之后泅水县第二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记述了从1989年至2003年泗水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变化，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了15年来全县人民在

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

巨大成就．是一部体例完备文约事丰的地情志书．

是一个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资料宝库。

泗水县是孔孟之乡．先贤仲子的故里，曾是孔子的诞生地。泗水因泗河发源于境内而得名．素

有”海岱名川“之美誉。泗水山川秀丽．景多袈美。境内东有泉林，名泉荟萃，因泉多如林而扬名

天下．孔子游学至此曾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帝相将王亦多次来此游览．驻跸．西有龙门．

凤仙诸山．著名诗人李白登临龙门山 一览洒水美景后写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的著名诗

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泗水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发扬“苦干不苦熬，

奋力争上游。的泗水精神．努力探寻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1996年2月，泗水县摆脱了贫困．

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崭新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泗水县委．县政府确立了

”工业强县．果牧大县、生态名县”的发展定啦，提出了”工作到项目．全党抓落实”工作口号全

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实现新的跨越。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也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全

县三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

今．惠及后世的基础工程。《泗水县志》{1989～2003)版既严格按照志书体例编纂，又具有鲜明的

自身特色。其一，突出改革开放的主旋律．浓墨重彩加以彰明：其二．突出泗水地方特色有力地

展现了泗水特有的人情风貌．其三．突出强ij的时代气息．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在记述方式和内

容上均有创新．其四．秉笔直书，尊重历史不唯上只唯实。“修志为用．编修史志的目的是



资政．存史．教化．从为现实服务的角度讲其资

政作用应是首位的．关键就是如何推动地方事业的

发展。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读志用志．扣准

摸清县情深八研究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总

结经验．汲取教训『，自觉遵循客观规律提高科学

决策水平和驾驭全局能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更快

更好地发展。

《泗水县志》(1989～2003)版是一部宏大的

群体著述．它凝聚着广大修志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

心血汗水 我们谨代表本届县委县政府向各级编

写人员及给予大力支持协助的同志们深致谢忱．

是为序，

中共泗水县委书记

泗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泅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泗水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钐谬

i硝

二00六年八月

县长董立新

匀爹≮毒



泗水县志

凡 例

一、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了泗水县改革开放后的巨大成就与社会发展状况，力求科学性、思想性的统

一。

二、断限原则上自1989年，下限断于2003年，必要时适当上溯或者下延。

三、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的形式，以志为主。本着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

特色、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力求全面反映县情。全志共设专志24卷，另设概貌、前志简

述、大事记、附录、索引等。各专志采用卷、章、节、目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

体；人物、附录采用条目体。

四、志书为续编，对某些时段内变化不大的事物从简记述、适当归类处理，或不再设

专卷记述。对前志缺漏在附录中或有关卷章补充和修改。

五、有关数据以县统计局编制的统计年鉴为准，未列人国家统计范围的数据均来自

各有关单位及乡镇文档。

六、姓名、机构、单位、职务均沿用历史习惯称呼。机构、单位名称首次出现时采用全

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七、公历、世纪、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农历用汉字表示。

八、计量单位一般使用汉字，少数地方从行业习惯使用计量符号。长度、重量、体积

单位一律用公制；面积单位除耕地用市制亩做单位外均用公制。以人民币为货币计算单

位，一般为亿元、万元、元。

九、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人物为主，兼记对泗水县经济、社会发

展有重大影响的客籍人物。对前志应立传而遗漏的人物立传记述，记述按卒年先后为

序；地市级正职、军队正师级以上人士简介其经历；地市级或者省系统以上先进模范人物

载人人物表。

十、为方便检索，在卷末设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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