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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 (1982年3月)

主任王元明 ·“

副主任 岳留聚 阎保太 丁维新史懋功 马明五卫增祥侯永亮 赵克勋

李中祥王水平

第二届 (1984年11月) ，

主任王龙恩

副主任王发智刘天保 丁维新马明五戴遂业王文章

第三届 (1987年3月)
主任张海钦

副主任霍秀珍(女) 刘天保 丁维新戴遂业王文章

第四届 (1990年5月)

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王福成

霍秀珍(女) 朱桂英(女) 鲁维选高永敬丁维新戴遂业

王文章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水平平华杰冯西乾刘文学林铁林赵军友赵国增高土岭

高万卿高尚宽 高尚廉高铁安高智民 贾来法 贾全臣 贾言丰

阎 克

新郑县地方史志总编辑室

主任马明五(1982年3月任，

王文章(1984年lO月任)

副主任刘丙申(1982年3月任，

刘文学(1982年5月任)

编辑人员

1984年8月离)

1987年8月离)

总编辑刘文学(兼)(1982年5月任)

副总编辑 赵伟浩(1987年3月任，1988年8月离)

牛拴柱(1987年3月任，1988年6月离)

孙震(1987年3月任，1988年6月离)

编 辑戴振离(1984年11月任)

吕仁亭(1986年4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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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

档案资料

打 字

特邀摄影

侯松平(女)(1987年6月任)

杨树荃(1984年3月任)

周宏超(1989年7月任)

王乃卓(1987年3月任，1988年3月离)

荆金聚(1987年3月任，．1988年3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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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亭(1985年8月任)

许聪敏(1985年4胄任，1988年6月离)

陈银珍(女)(1985年元月任)

高 珍(女)(1985年2月任，1989年元月离)

吉平<女)，(1989年11月任)

刘宏民(新郑县国营美达照像馆摄影师)

顾

刘晏普赵国璋

问

周铮司绍唏

审 稿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邵文杰于平天徐琳

郑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张乎李克义张蔚兰(女)

新郑县人民政府

王福成 戴来正霍秀珍(女) 郭德兴李鸿勋程有良朱桂英(女)

朱希孟

审定，批准出版单位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封面题字

版式设计

地图编绘

校 对

郑州市人民政府

黄剑波

李智杨建民

李智

田慧君(女)

阎靖西高国义

薛士钊 黄剑波 王文章刘文学 戴振离 吕仁亭侯松乎(女) 杨树荃

周宏超 吉平(女) 陈银珍(女)李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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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新郑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久。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先民们

已在这里定居，从事原始农业、家畜饲养和手工业生产活动。据史书记载，

5000年前，少典族居此。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在此诞生，率领有熊氏部落统

一中原。中华古代文明由此肇始。之后，祝融氏在这里为火正。春秋，战国

时期，郑国、韩国先后在此建都，长达539年之久。秦始建县，相沿至今。

数千年来，新郑人民在此生息繁衍，艰苦创业，创造物质财富和历史文化。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新郑发展极为缓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夕，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

郑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又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经过40多年的努力，

特别是经过’实行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奋斗，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新郑，

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初步繁荣发达的新郑。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今社

会的巨大变革，应当载入史册，使之成为社会的宝贵财富，代代相传，服

务现在，益于后世。新郑修志始于明代。清代顺治，康熙，乾隆年间，曾

三次修志。虽其观点陈旧，资料缺误，陈陈相因，但毕竟保存了大量的历

史资料，仍不失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民国年间，设立专门机构，修志十年，

终未成书。新郑断志达200余年之久。当今，正逢盛世，百业俱兴，政通人

和，完成修志大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新郑县志》是新郑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县情书。它记述的内容，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

状，横涉百科，纵贯古今。特别是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

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记述尤为详备。

这部志书，不仅能够帮助各级领导了解县情，弄清历史，认识现状，掌握

规律，为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而且也是弘扬民

族优秀文化，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这次修志，自1982年初开始，是在中共新郑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



下进行的。前任县长王元明、王龙恩、张海钦及其他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基

础工作。在编写过程中，省、市地方志部门和一些专家、教授给予了有力

的指导；在新郑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提供了丰富资料和宝贵意见；县直各

部门积极配合，通力合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编纂《新郑县志》的同志，

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精心耕耘，终成硕果。因此，这部志书可以说是

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谨代表本届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全县人民向为这部志

书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切望在新郑工作的各级干部、科

技人员和各条战线上的同志，充分利用这个“信息库”，进一步熟悉和掌

握县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

更大贡献。

雾蠹麓曼量嚣矗葚王福成新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990年12月



序

我刚到县政府担任领导工作，看了即将出版发行的新编《新郑县志))，

非常高兴。这是新郑县最大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

我来新郑工作已经七八年了。新郑是个好地方。她位于中原腹地，居

郑、汴、洛、宛之间，南面、西面和西北面，有陉山、具茨山、泰山和梅

山环屏，中部和东部是平原沃土。这里河流纵横，资源丰富，粮丰林茂，

交通便利，为我国南北通衢。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郑人民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新郑县真正的大发展，还是

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

近些年来，中共新郑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面对改革开放大潮，带领全

县人民冲破小农经济意识的藩篱和“左"的思想束缚，抓住机遇，推出了

一系列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调动了全县人民高度的积极性和

创造精神，使新郑县主要国民经济指标，都呈现高速增长的势态，有些经

济指标年增长已超过40％以上，把一个典型的封闭式的农业县发展成为开

放型的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综合发展的县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

新郑县有悠久的历史，古代文化资源十分丰富。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

时期，先民们已在这里定居，从事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的生产

活动。5000年前，少典族居此。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诞生于轩辕丘(今新

郑县城北关)，并都有熊(今新郑县)，统一中原，肇造中华古代文明。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相继在此建都达539年之久。名人子产、邓析、

韩非、郑国、白居易、杨朴、李诫、许衡、高拱等皆出自新郑。新郑文物

古迹星罗棋布，国务院首批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韩故城至今巍

然屹立。馆藏文物居中原诸县之首。新郑经济要高速度发展，除了充分利

用其丰富的物质资源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外，还应充分利用其丰富的古文

化资源，将新郑建设成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朝拜圣地。这样新郑的改革开

放就会如虎添翼。

《新郑县志》以翔实的史料，简约的文笔，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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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二，本志书采用篇、章、节、目结构，除概述、附录外，共设27篇(包括续篇)。

三，志书坚持科学分类和现代社会分工原则，基本采用以类相从，按类编写

的方法进行编写。为保持事物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完整性，只在《中国共产党新

郑地方组织》一章采用先分期后分类的方法编写。

四、本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表述，以志为主体，图，

表随文。

五，上限自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约8000年)．，下限一般至1986年。为反映

改革及其成果，于附录后以《续篇》记述1987年至1990年各项事业发展情况。

六、志书之首设概述，以概全貌，彰往昭来。一些重点篇前，设无题小序，

以为内容提要。

七，志书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朝代、帝号，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均

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

八，志书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本籍出生人物为主。长期在新郑工作和生活

的客籍人，有突出贡献或影响较大者，也予以记述。人物以传记，简介、名录三

种形式表述。

九，附录，收录重要历史文献和诗文等。

十，本志书所用数字，一般采用《新郑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部分采用有

关部门数字。

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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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周谷城题

旁．。嵌新酸舀汾题序游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学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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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矾 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屈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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