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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安丘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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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安丘县志》，精心编纂历经八载，现将出版问世。这是安丘县第一部社会

主义新县志，可谓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全县百万人民的共同愿望，

实为我县一件大事。其业之宏，其功之勋，其意之深，值得庆贺。值志书付梓之际，

编委会嘱我作序，使我感慨良多，作此短文，略抒胸臆。

安丘，襟潍带汶，宛二水以中分，望岱瞻沂，揽四方之形胜，美丽富饶，历史悠

久。数千年来，勤劳、朴实、勇敢、智慧的安丘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

丰硕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果。将此记述，惠于当代，泽及后世，为当政者的

重要职责。自明朝始，安丘历代官府曾六次主持修志，现存有各种版本。此外，还有

几部关于安丘历史的个人著述。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旧志内容多偏重于歌颂

皇恩、夸耀乡贤、装点名胜、旌表烈女，对经济、科技等方面则记述很少，还夹杂了

一些封建糟粕。1960年草草编成的县志稿，也因时间仓促和“左一的影响，内容不全

不实。但是，这些志书对安丘的历史、方域、山川、物产、灾害、政教、人物和乡土民

情，都有一定的记载，为后人了解安丘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兴衰，提供了许多有价值

的史料，仍不失为安丘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新编《安丘县志》，着重从1840年鸦片战争时写起，记述了140多年的历史。

这段历史，正是旧中国被帝国主义分割蚕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历史；正是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倒。三座大山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伟大胜

利的历史；正是全国人民为改造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而艰苦奋斗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期，安丘人民继承和

发扬先人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英勇斗争，前仆后继，为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付出

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40年来，安丘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

苦奋斗，建设家园，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对国

家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有责任把安丘的这段历史载入史册，留传后

世。这次修志，就是把那些历史的、现在的各种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加以整理、鉴

别、核实，编纂成综合记述安丘全貌的科学的资料书。这对于保存史料，鉴往知来，

对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安丘县志

新编《安丘县志》，不是旧志的续修，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借鉴旧志书精华的基础上，采用

新材料，利用新方法，把安丘的古今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安丘的概貌，诸如自然、

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等反映出来，是一部既突出时代特点，又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新志书。它采用小篇模式，前有概述、大事记，后有专志33篇和附录，

计百万字。对各个门类、各行各业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总览全志，纲举目张。

新编《安丘县志》，记述历史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溢美，不隐恶。记述成

绩时不回避工作中的失误，记述挫折时不一概而论，全盘否定，客观地写出了安丘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过程；不囿于旧志的框子，大量记述了经

济方面的内容，尤其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冲

破了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藩篱；记述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注重前后对比，显

示了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曲折道路；注意了安丘特色的记载，如对农业的黄烟生产，

工业中的酿酒业等，既写明了它的悠久历史，又写出了它的现状和地位。’ ．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我们身在安丘的干部和人民，一定要清

楚地认识安丘，深入地研究安丘，从而更好地建设安丘。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新

编《安丘县志》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安丘的一部“百科全书一。它将为各级干部总结历

史经验，加快安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材料，为广大

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发扬爱国爱乡的思想情感，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进行共产

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它还保存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和资料，为研究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编写国史、地方史和省市志书提供基础资料，因此人备案

头一卷，随时检阅，察古知今，当获益匪浅。

新编《安丘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是众手修志、众口评志、众目审志和

各方面通力协作的结果。特别是县史志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默默耕耘八个春秋，终于完成了这件上继祖宗、下惠子孙的千秋大业。值此，我对

县史志办公室全体同志及县史志全体采编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向曾在安

丘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向在县志编纂过程中给予极大关怀和指导的省、市史

志办公室的领导和同志及有关专家、学者，向为《安丘县志》编纂做出贡献的广大

干部、群众，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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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安丘县志》在中共安丘县委、安丘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经过省、

市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悉心指导，县史志办公室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屡易其稿，终于

编纂成书，实为我县一大喜事，志喜志贺。

安丘，地处鲁中山区东北边缘低山丘陵延伸地带，三河毓秀，五山钟灵，资

源丰富，是祖国锦绣河山的一块宝地。然而，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地不能尽其

利，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广大人民更是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漫长岁月里，安丘人为争自由，求幸福，与统治者斗，与

大自然斗，创造了熠熠生辉的历史文明，铸炼了不屈不挠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近

代史上，安丘人民发扬优良传统，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英勇奋战，沉重地打

击了殖民统治和封建压迫。20世纪20年代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安丘人民的

优秀儿女，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前仆后继，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英雄业绩可歌可泣。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

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安丘人民跟着共产党，英勇抗战，百折不挠，为国雪

耻，为国捐躯，为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贡

献，创建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安丘人民又投入

了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同国民党军队和封建主义势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

争，参军参战，拥军支前，斗地主，分田地，进行土地改革，终于夺取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开始了安丘历史的新纪元。新

中国建立之后，安丘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战天斗地，为家乡铲除贫困，给山河增添

锦绣，使古老破旧的安丘日益欣欣向荣。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

上下同心同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努力发

展商品经济，全县各项社会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健康轨道．农业连年丰收，工业

迅速发展，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日益振兴，人民生活步步提高，新的道德

风尚正在形成，一代新人茁壮成长，安丘大地开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新局面。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在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太平盛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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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传统，编修安丘的新志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新编《安丘县志》着重记述了中国近代以来140多年中安丘政治、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的伟大变革和光辉业绩，记述了人文、地理、自然等诸方面的新风貌。这

一历史的展现，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资料，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可

谓上慰先人，有利当代，泽及后世。这次修志，不仅记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辉

煌成就和丰富经验，而且如实记述了工作中的挫折和失误，可使人引出教训，分

清曲直，是一面历史镜子；不仅记述了安丘的优势和长处，而且也记述了安丘的

不足，可使人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建设家园，起到记一方之历史，激千秋之爱

憎的作用。
’

值此新编《安丘县志》出版之际，向为《安丘县志》的编纂和出版付出了心

血的领导、专家和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l愿与全县人民一道，借鉴

历史经验，沿着党所指引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用我们的实践谱写出更加光辉灿

烂的历史新篇章。 ．．

’

安丘县县长．李宗步

’19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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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为宗旨，以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以经济建设为记载重点，同时突出政治部类记述，但不设政治运动专篇，内容散见

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

三、上限1840年，部分内容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1985年。其中大事记、党政篇延

至1987年。

四、综合运用记、志、传、囹、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穿插于章、节、目之中。

文字表述用语体文、记述体，高观点于史实记述之中。

五、地名以县地名委员会公布的为准。古地名沿用当时称谓，加注今地名．名称第一次

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用简称，各个时期的政治机构、官佐姓名，均用当时历史习惯称

谓，不另加政治定语。人物直书其名，必要时用职务称号。

六、采用公元纪年，时间书以全数，清代以前中国纪年放在括号内，民国以后一般不加

注。公元前写前多少年，公元后直书其年。世纪、年代、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1911

年以前为农历，月，日书汉字，1911年以后为阳历，月、日书阿拉伯数码。

七、数字。习惯用语中的数字、词汇和成语中的数字，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以及数字

专门名称，一般用汉字表示。统计性数字和表格用阿拉伯数字，万以上数字有的修约保留两

位小数。度量衡单位使用标准的公制或市制，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名称原文照录，生僻

的加以换算或注释。采用的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系由业务

主管部门提供。

八、解放前、后的时间界限，系指(老)安丘(丘南)县1943年，淮安(潍安)县1945

年，(新)安丘县1948年解放的时问。1948年4月为全县境解放时问。

九、县城至各地距离，均指直线距离。

十、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著名革命烈士、各界知名人士为主，也收入

个别反面人物I以本县籍为主，也载有少数在安丘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士。大体分类，’按卒

年顺序排列。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予县直部门专业志、乡镇志、安丘旧方志和省、市、县档案馆，

图书馆、博物馆的文献资料，以及调查采访的口碑资料，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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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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