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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着于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记述温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县志之上限，历史大事溯至夏代，各社会领域一般追溯到该事物有文字资料

可考之时，下限至一九八五年．按照。立足当代，通合古今”的原则，详今略古．重点

记述。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

的状况． 。 ．，．

三，本志以大编体例编纂．志首列序占．凡例．正文依次为概述．大事记．地理

编．政治编．军事编，经济编．教科文编．社会编．人物编和附录．编下设章．节．

目，目以汉字一．二．三⋯⋯为序，少数目下有细微层次时，以子目(一)(二)

(三)⋯⋯为序作补充． 。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表等体裁．以文为主．附以表．图和照片．置

于志首或散子有关编目之中． 。

r 五．政治编中有关章节的顺序排列，采用先人民政权后旧政权的原则．日伪政权则

附记之． ． i

六．人物编所记人物．以本籍人为主．间列对本地有重要影响的外籍人；以现代人

为主．间列少许著名古人．传．介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传，介排列以卒时

为序． t

+

、七．所录数据，除个别特别注明外，基本采用县统计局数字和档案资料．建国前部

分数字来源于1日志．史籍和调查考证．， ! t

八．本志所用地理名称．政府官佐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惯称和写法．古地名有

变化者，后加注今地名． ． ：，1j

九．历史纪年，按历史朝代，年号记述．用汉文数字书写．后用( )阿拉伯数

码注公元纪年l公元前纪年．加。前”字．民国开始通用公历，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

码书写．必须记述夏历时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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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党员代表会议和党员代表大会⋯⋯⋯⋯⋯⋯⋯⋯⋯⋯⋯

在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

务工作⋯⋯⋯⋯⋯⋯⋯⋯⋯⋯⋯⋯⋯⋯⋯⋯⋯⋯⋯⋯⋯⋯

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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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黄河北岸，地理位置在东经112‘517至113’137，北纬34。527

至35。02，之间。北界沁河与博爱为邻，南隔黄河与巩县．荥阳县相望，东连武陟县，

西邻孟县，西北与沁阳县接壤。东西长31公里，南北宽24公里，总面积482．37平方公

里。

交通以公路为主，有获(嘉)洛(阳)公路东西向横贯县境，向东可直通郑州．新

乡，向西可直达洛阳。温沁，温武公路可分别经沁阳．武陟通焦作．另有自济源经沁阳

到温县为终点站的地方小铁路。

全县境内行政区划分12个乡1个镇，有自然村279个，设249个村民委员会。．共有居

民69673户，327077人，包括汉，回，蒙．藏．彝．壮，满、傈傈8个民族，其中汉族

人口占99．9％。

温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侯，早年多，涝年少，夏秋热，冬春寒冷干燥。年平

均气温1 4．3℃。·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7．4℃．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一0．1℃。年平

均降水量552．4毫米，多集中于夏秋季，尤以7月和8月最多。平均年无霜期为214天，

年日照时数为2512小时。

境内地势平坦，属黄．沁河冲积平原。全境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度在116．1米

一102．3米间。地貌呈鱼脊形，南部为黄河滩区，中间是清风岭区，西、北部为内涝
河洼区。

河流除黄河，沁河外，还有南部的新、老蟒河，西界的猪龙河。包括内涝河道，总

水域面积35平方公里。 ．

全县有耕地40．3万佘亩，其中水浇地面积占98％，年复种指数达156％，另有黄河

滩非耕地14．5万余亩。粮食作物基本上是一年两熟，主要品种有小麦，玉米等，油料作

物主要有花生．芝麻、油菜，经济作物有棉花、四大怀药(山药、地黄．牛膝．菊花)

及西瓜等。怀药中以山药、地黄为温县特产，质地优良纯正，誉满中外。’

温县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聚居区之一，气侯宜人，土地平坦肥沃，适宜农耕。夏时巳

称温国。商．周两代为畿辅腹地，春秋时期(前635年)晋国在此建县。战国至秦汉，

温城(古遗址在今上苑，城外一带)已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之一。唐以后’，

逐步衰落，渐成为僻邑小县。但其地处中原腹地，且据有黄河津渡，历代战乱，皆遭劫

难，人口迁徙频繁。东汉末至隋初，曾是多民族杂居地区。

由于温县的历史悠久，历代名人很多。如春秋时的文贤卜商，三国时的司马懿，晋

朝的开国帝王司马炎，以及名著历史艺苑的北朱画家郭熙等．明末清初时陈家沟人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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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曰年新中国成立后，温县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工农业

生产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富裕． 7，

建国后至1957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阶段。通过土改地革，实

现了耕者有其田，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纯洁了革命队伍，稳

定了社会秩序．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

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全县人民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

业生产，在全县开展以治河排涝和打井灌溉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使农业生产得到高

速度发展．1949年末j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140l万元(按今人民币计算)，几乎全部为

农业产值。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820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3．9呖， 全县粮食总产由

1949年的7642万斤增加到1957年的1．04亿斤， 役畜由1949年的9984头增加到1957年的

1．38万头．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中小学在校学生由1949年的7386人增加到l 957年的2．7

万人，数万名成年人经过各种扫盲教育，摘去了文盲的帽子．

．1958年至1961年，温县在。大跃进”形势下，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全民大办

钢铁，全民食堂。为急于求得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7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形成生活物资

贫乏的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粮食总产仅5212万斤，但温县集体工业却从无到有开始发

展起来． ·

1962年至1966年是温县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时期，，由于纠正了。大跃进”时的一

些主要错误，工农业生产都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j各项工作走向正规．1966年．全县

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794万元。比1957年增长53叻，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
’

到14．1％，粮食总产达1．3亿斤，．农业机械化开始起步， 农业机械动力由1961年的2105

马力，发展到1966年的8187马力，并掀起了农村办电高潮．

． 1967年到1979年，温县的社会生产和工作，经受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冲击和破

坏．但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没有放松对发展生产的努力。在抵制。四人帮”制造混乱，并乘

其混乱造成城市工业生产停滞的间隙，迅速发展了地方。五小”工业．’农业学大寨”

运动促进了全县的农田基本建设．虽因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对社会生产的全面发

’展有所抑制．而温县却通过推广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技术，获得粮食产量的高速度增

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截止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64亿元，比1966年增长

4．8倍．其中：
●

袈业：粮食总产达到3．4亿斤，是1966年的2．5倍；小麦全县平均亩产一度成为全国

最高的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l 7．3万马力，是1966年的21倍；．农田机井发展到6千余

眼，是1966年的4．83倍，并大部分实现农田灌溉地下管道化；农村年用电量达到2594万

度；农田化肥年施用量达到9477万斤，亩均200余斤。

工业；由于城市工厂的停工停产，县，公社， 大队兴办的小型工业(当时统称为

．心
—o’

b奢n^0％{Vf-



。五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县内有了机械制造．建材、化肥．化工．橡胶．塑料、

造纸，印刷，纺织．粮油加工等许多行业．县．社，队工业总产值达到8739万元．是1966

年的22．3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3．6叻，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6895元．

教育：实行中．小学下放到社．队自办，学校数目急剧增加，学龄儿童皆可入学．

计中学由1965年的7所增加到135所， 在校学生由2355人增加到-2．54万人j小学由1966

年的20l所增加到21 2所，在校学生由3．7万人增加到4．9万人。学校的急剧增加，且又把

一批外县教师调回原籍，教师队伍不能适应教学需要．使一些学校的教育质量达不到应

有标准。 ‘．

“

医疗卫生：全县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经过举办多期学习班，医疗卫生人员迅速

增加． 医疗卫生机构由l 966年的62个增加到294个， 病床由l 966年的14张增加到439

张。各种医疗卫生人员由1966年的328人增加到1355人。。 ．．一

人民生活：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提高较快．1979年农民集体收入分配

为108．64元，比1966年增长1．8倍， 生活资料商品零售总额由1966年的48§万元1上升到

3399万元：，增加了近7倍． ： ．．

‘。
·

。

80年代以来，工作重点转上经济建设，温县同全国形势一样，步入经济体制改革和

开放，搞活的新时期。各项工作开始改革．整顿，工业．商业．建筑业都有了较快发

展，尤其是私营商业和集体、私人工业的迅速发展，活跃了市场经济。l 980年，。全县工

农业总产值达到1．82亿元，l 981年为1．9亿元(按l 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l 982年

为1．98亿元， 1 983年为2．2亿元．在新乡地区14个县中，温县按面积为第12位，’按人口

为第1l位，工农业总产值为全地区第6位．工业中的橡胶轮胎制造为全地区独家，机制

纸和塑料制品产量均居全地区首位：农业中粮食产量和生猪饲养量，自70年代以来，二

直居全地区领先地位．社会商品零售额居全地区第4位．．
。一 ‘’’。

1 983年以后，温县以社，队工副业为突破口，I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国民经济继续有

较快的发展．但在搞活经济过程中， “拜金主义”倾向：行贿舞弊和投机钻营行为有所

滋长，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也初见端倪。为此．从l 983年秋开始，党和政府开展’了

。打击社会和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工作，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不断深化改革．到1985年

底全县社会总产值为4．35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54亿元，比1979年增长1．16倍，在

焦作市属7县中居第四位．工业发展尤快．工业总产值达到2．4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

的70．1％．比1979年增长185呖。但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人均7544元，比1979年

只提高8．5呖．各工业门类中，以建筑业发展最快，产值达到303l万元，比1979年增长

2．7倍．农业总产值为I．06亿元，粮食总产2．49亿斤。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l亿元，比

l 979年增长了46％． ．
一 ：。’一

教育方面，从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学校教育迅速走上正规。经过调整，全县有中学

869所，在校学生2．55万人。其中：高中7所，在校学生35t9人。小学167所，在校学生

3．6万余人。1985年高考录取人数为375名，。居全地区之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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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温县经历了一个由肼年来封建帝王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
的私有制度的旧社会，转变为以全民．集体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当家做主入的新社会这

个巨变过程．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以及道德观念都有深刻的变化，拥有1．．06万名党员的

中共温县党组织，是全县30余万人民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共产主义奋

斗的理想，成为深入人心的坚强信念．

农业生产从靠人畜力劳动，经验种田的小农经济，前进到主要生产环节实行机械操

作和运用现代农业技术的科学种田。农田机井和地下管道建设的机械化灌溉，是温县人

民创造的奇迹．

现代化工业生产，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基本上改变了温县的农业县面貌．农产品加

工工业和造纸工业有雄厚的发展基础，机械制造以及化学制品工业也渐形成生产系列．

并创造了一些省优．部优产品．如黄庄煤矿设备厂的MZ一12型煤电钻．杨垒煤机厂的

ZC型液压操纵阀，县电器厂的BWF系列并联电容器．县农场的。古温液”和。古温大

曲”酒．大黄庄的。金塔山汾酒”等．此外。林肇起重机厂的手动葫芦，招贤建材厂的

振动器和县淀粉厂的淀粉，远销国外．马庄造纸机厂的造纸机一直畅销不衰。是全省第

一家定点生产厂．马庄村和南张羌村的村办工业产值，1985年分别达到1202万元和l009

万元．曾在50年代涌现出全国劳模张图书的马庄村，现在已是集体致富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典型．

温县的传统武术陈氏太极拳，在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热潮中，得到广泛传播并走向

世界．其发源地陈家沟村，吸引着国内外武术界人士的频繁来访．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社会活动，生产经营和民用居住等各方面的基

本建设事业，出现了持续高涨的局面。县城竖起一幢幢高楼，乡镇村落新楼秀舍观瞻日

新．不少农户拥有缝纫机以及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改变着人民生活劳务的格局．电影普

及，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亮于相当一部分农舍，扩展了人们对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

解．全县人民现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振兴温县经济．致力社会进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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