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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泉地处华夏中原，历史悠久。秦置县，明初废，到民国23年(1934年)复

置．中断建置567年。临泉建县以来．曾两次修志。民国25年在任县长刘焕东

主持编修《临泉县志略》，仅万言，已立于志林。只因建县不久．资料贫乏，叙事

过简．可供借鉴之处甚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早在29世纪50年代，毛泽

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编修新方志。1958年，在任

县长傅勇主持编修新县志，历时一年，撰成约40万字的《l晦泉县志》初稿。由于 ，，

受当时“左’’的影响．部分资料有欠翔实，又加正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未及审 ‘、。‘

修付梓，实为_大憾事。 r。‘

进入20世纪80年代，盛世修志，蔚成新局。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

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千秋大业，责无旁贷。1982年

县志编纂工作着手发动。1983年我奉调主持县政府工作，急欲洞悉县情，制定

决策，发展经济，建设临泉。但是，临泉幅员辽阔，广袤百里，意欲步履实勘，实

非一日之功。随翻阅1959年的《临泉县志》初稿，颇有所获，深受启迪，倍感修

志之重要。当时，临泉修志正处广征资料阶段，职务所系，未曾懈怠。遂强化领

导，深入发动，加强力量，开展编纂。’几年来，县志办公室及各专业志的编写人

员。不畏严寒酷暑，奔赴省内外，走访许多革命前辈和知情者。查阅大量图书和 。

档案史料，经过辛勤耕耘，几搭框架，数易其稿．终于1990年春，功到志成。这
’

是临泉文化建设的一个新成就。

《临泉县志》首冠概述、大事记，尾殿附录，中设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

化、社会、人物七个门类。记述了临泉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临泉人

民历来勤劳朴实和习尚农耕的社会风貌，突出了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形成

“小片苏区"这一历史特点，重点记载了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

的巨大成就。《临泉县志》内容丰富，门类齐全。史料翔实，语言通俗，尽管还有
‘

不足之处，仍不失为一方之全史，一代之信史，是临泉县首部较为完备之志，是

临泉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将为了解县情、提供信息、开发经济、促进四

个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后代，发挥重要作用。
’

《临泉县志》问世，是全县140多万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全体修志 ·

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是各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的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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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此谨向从事和关心、支持临泉修志事业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敦请我

县广大干部、群众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史为鉴，锐意改革，开拓前进．
为振兴I冶泉做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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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中共临泉县委书记 陈业夫

．，，。。 1990年9茂／“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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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泉，位于淮北平原，气候温和，宜于农桑。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

里劳动、生息、繁衍。春秋曾立国，后设郡置州、县。历经沧桑，创造出历史的文

明。但长期以来，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

人民含辛茹苦。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经济翻了身。

生产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形势发展，一日千里。1985年，临泉县工农业生产创造出历史

最好水平．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和提高。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修志这一中国的优良

传统．．绵延千百年，相沿不衰。实践证明，地方志在社会发展中确实起着“资政、

存史、教化卯的作用。但是．临泉建县以来，尚无一部完整的志书问世。对于一个

超百万人口的大县来说．并非不是一件憾事。古为鉴，知兴替1人为鉴，明得失。

借鉴历史，决策信’息，深化改革，发展经济．乃当务之急。了解县情，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亦施政之要端。因此，新修临泉县志就更显得重要而意义深远。我受

任县政府工作，正值县志编纂工作紧张之际，倾听汇报。察看进度，更觉任务艰

巨，责任重大。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倡导下，中共临泉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决定开

展地方志编纂工作。在县委领导，政府主持，县人大、县政协和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下，经过深入发动，建立机构。搜集资料，厘定篇目，始告编竣。县志编纂，坚

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重点记述建国后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也如实地记述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鉴往知今，荫

及后人．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在工作当中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广征博采·

不因循泥古．参史之错，补史之缺，为县志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临泉县志》的问世，是临泉文化建设上的一大成就，值得庆贺。桑梓之情，

自不待言，甚觉欣慰。如果《临泉县志》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振兴临泉，进行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作用的话，那就不辜负人民的重托了．

‘临泉县志》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全书以事立类，共编44章，209节，

86万言。它的编纂成功，是各方面通力协作的结果，功在大家。值此付梓之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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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劳动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l
●

临泉县人民政府县长庄东飙

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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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任临泉县长之际，恰逢《临泉县志》即将出版。喜庆之情，溢于心田。公

务之暇，翻阅县志。本县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风土、民俗历历在

日。古今数千年，历史演进，风云迭起，沧桑变化，犹如一幅幅历史画面尽收眼

底。这委实是对县情的一次全面通览。掩卷深思，感想良多。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县志所载浩瀚的

资料，对这一观点是极好的有力证明。正是临泉人民以不懈的生产实践和阶级

斗争，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动了临泉历史的发展。临泉人民始终是

临泉历史的主体。过去革命战争，人民是胜利之本。现在搞改革，搞建设，人民

依然是成功的靠山。古人云：民如水而官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旧社会，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人民，人民怒而推翻之；在新

中国，人民是主人，政府由人民立，为人民服务，深得人民爱戴。县志所体现的

这一真理，我们应当铭记在心，永志不忘，时刻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当好人民的公仆。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临泉县

志》鲜明体现的一个观点。通过阅读县志，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临泉人民的抉择。从张蕴华领导长官

店暴动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临泉，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临泉和全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临泉人民的翻身解放；没

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临泉人民的幸福和光明。诚如县志记述的，我们党在领导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大跃进"的失误，遭受过“文

化大革命"的挫折。但是，失误和挫折毕竟是暂时的，毕竟是由我们党自身加以

纠正的。在经历失误和挫折之后，我们前进的步伐更稳健了，取得的成就更辉

煌了，人民更拥护共产党领导了，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从《临泉县志》用大量的篇幅着意记述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县改革

开放及其带来的蓬勃迅猛发展的珍贵资料，又可以得出一个观点：临泉要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大胆改革，扩大开放，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反之，不搞

改革开放，贻误时机，就没有希望。

明《正德颍州志》序云：“凡士君子著作纂述，盖必其可以培植人心，维持教

化，而关世道之轻重。"我既居县长之位，当以县志资政，不负临泉人民的厚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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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望。

新编《临泉县志》是本县社会主义时代的第一部志书，亦是临泉历史上较

完备的一部县志。一部志书，传之千秋。望我县广大干部群众以志为鉴，在经济
建设中再接再厉，锐意改革，为建设临泉做出贡献。

一部志书·尽管编者不乏求好之志．但我看难免有疏漏和失误之处。诚恳
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以便再版修订。

6

临泉县人民政府县长 陆有朝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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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进行客

观记述。

二、本志首冠概述、大事记，尾殿附录，中设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社会、人物7编。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系统地记述本县自然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坚持“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原则，各编设章、节、目3个层次。编

不冠序号，目在必要时增设子目。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分章节。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考体裁，用语体文记述。

五、本志贯彻“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立足当代，重点记述建国以来

的各项建设成就。

六、本县无完整的旧志，首修第一部社会主义方志，上限不予绝对限制·各

专业志因事而异．适当上溯，下限断至1985年。

七、本志大事记，记述从民国23年(1934年)到1985年在本县发生的大

事要事。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以编年体为主，以揭示事物的

发生、发展和因果关系。

八、本志人物编，设人物传和烈士名录。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以

当代为主．以劳动人民为主，以本籍为主，结合客籍、旅外华侨在本县有重大

业绩者。也收入个别劣迹昭著的反面人物。对确有重要事迹的生人，采取以事

系人在有关章、节记述。

九、本志1948年以前用历史纪年，1949年以后用公元纪年。历史纪年在

每节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同一年号不再括注。历史纪年、农历时

间和数字用法．均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1986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本志所称“建县后"，系指民国23年(1934年)9月建临泉县之后；所称

“解放后"．系指民国36年10月9日本县解放之后；所称“建国后”，系指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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