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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 义的需要。经过修志工作者的艰辛工作，本县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志书终于编
“，．． 成问世，可喜可贺，我感到十分欣慰。

新县位于河南省南部，地处大别山腹地。这里峰峦迭嶂，河溪纵横，气候
m． 温和，山明水秀，物产资源丰富。新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这里曾

t1． 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苏区首府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摇蓝和发祥地之

；’ 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新县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数万名英雄儿女献
。．+? 1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全国解放后，+新县人民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和

i， 革命斗争精神，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可爱的家园，经历了许多曲折，战胜了许

多困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i 以后，新县人民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对老区的政策，加快了脱贫致富的经

济建设的步伐，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的局面。《新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

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历
：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了新县自然、‘历史、政治、经济、

～． 文化，社会、人物等各方面的情况，突出反映了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和建国30
i 多年来的变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既可存史，又可供各级党政干部借鉴，
。‘ 为深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振兴新县经济，实现经
·‘ 济腾飞提供资料服务。《新县志》的编纂出版，是新县文化建设的一项巨大成

： 就。
”

新县修志工作始于1 982年初。从开始修志到现在，县委换了两届，政府
也换了两届，各届县委和政府都重视和关心修志工作，都把修志工作列入议事

i
i

日程，当做一件大事来抓。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也都重视和支持修志工
√’ 作。《新县志》出版后，各级领导仍应重视和关心史志资料的搜集整理，注意发
∥． 挥地方志的综合信息库作用，把各项工作做好，为全县人民服务。
i l 衷心希望我县史志工作者，继续努力，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今后的工

}j 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新县委员会书记吴基铭

1 98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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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县，是著名的老苏区。新县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我为能到新县工作感到荣幸，也为能参与编修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而
感到自豪。现在，当经过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努力，志成付梓之
际，我遵县志编纂委员会嘱咐，欣然为志书作序。

编修新地方志，是一项既有深远历史意义，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基本文

化建设工程，是服务现实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从我国的历史经验看，．修志向

来是由政府部门主持进行。今天我们的修志工作虽然与封建时代、半封建半殖
民地时代根本不同，也依然错鉴了政府主持修志的做法。这不仅仅是因为修志
工程浩繁，涉及面广，只有各级政府主持，修志机构才具有行政上的权威性，
才能有力地推动工作，组织人力协作；最重要的是因为志书能够。经世致用”。
能够提供全面系统、翔实可靠，组织有序的科学资料，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国有国情，省有省情，县有县情。我们国家幅员辽

阔，各地的地理、经济、资源等条件不一样，各县的县情也不相同，政府工作
千头万绪，但中心是抓经济建设。要振兴新县，建设好新县，既要照顾全局，

又必须从自己的县情出发，只有深刻了解县情，认识现状，弄清历史脉络，才

能制定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进行决策。开展修志工作，是对当地历史和

现状的一次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可以汇集大量有关当地自然、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县情资料，满足社会各方面的资料需求。对于发挥当地经
济优势，开发新的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
说，编修新地方志，是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
要，是伟大的时代使然。这是我和编纂委员会诸同志的共同认识。

地方志是地方之记，事涉百科，作为资政辅治，教育、存史的地方志书，

应当是高质量、高水平的科学文献，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编修新方志是一
项新工作，前人的修志经验固然可资借鉴，但要编写好能适应社会主义时代要
求的新型地方志，使之成为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在社会生活中
发挥积极作用并取得效益，确非易事。不但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编写方法，

需要完美精当的体例结构，需要占有丰富翔实的可靠资料，亦需要。荜路蓝缕，
以启山林”的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旰食霄衣、奋战不息的刻苦精神，还需要领导

部门的支持，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和上级业务部门及专家，学者的指

导。一部志书的出版问世，是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的结晶，是志书编者们心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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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县志

汗水的结晶。我曾主修过《淮滨县志》，深知修志的艰辛和甘苦。领导就是服

务，作为主持修志工作的政府领导部门和负责人，对修志工作要重视，要支

持，要舍得拿人，舍得拿钱，舍得拿时间，帮助解决修志过程中的重大疑难问

题。但领导重视毕竟只是一个方面，领导不可能包办代替，也不可能事事躬

亲；具体工作都要靠编写人员来做，来完成。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编写人员没

有辜负‘县委．政府和全县人民的重托，经过六载的辛勤耕耘，精心著述。四易

其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特别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处理解放以后的史料，终于编成了新县建县以来的第一部县志，并且基本上达

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立足当代、贯穿古今、体现时代风貌和

地方特色的要求，我对县志编写人员的工作精神至为钦佩，同时对上级业务部

门和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指导，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

新县大地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振兴新县，建设好新县，是党和国家的殷切

希望，也是每一个新县人和在新县工作的同志的神圣职责和义务。无庸讳言，

建国后，新县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

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新县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和落后，要彻底改变面貌，还

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因而，我衷心希望《新县志》的出版，能进一步激发全县

人民了解家乡、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革命热情，从过去的胜利与

曲折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发扬革命传统，大力发展经济，尽快脱贫致富，

把新县建设得更加美好，以告慰革命先烈和早年投身革命，一直对家乡人民和

家乡建设殷殷于怀的老红军、老八路、老首长们。我愿和全县人民一起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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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人民政府县长徐富贵
1 988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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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是一部力求创新的社会主义志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和反映本县的自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

方面的情况，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采用述、记、传、图、表、录体裁，编，章，节，目结构，按事物的性质

(并注意突出本地的特点)分编，设大事记、地理、革命斗争记略、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社会、人物、乡镇简介，附录等1l编，另在志首部分置概述，以总摄全

书，起提纲挈领之作用。 ．

三，本志记事一般从民国初年起，下限断于1985年底，部分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至1988年，以求反映历史全貌和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四，本志在叙事状物时，立足当代，详近略远，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诞生日分建国前后，以1948年10月7日新县全境解放分解放前后，准确反映不

同时期不同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 ·

五、本志不单设政治运动专编，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散记于

《，大事记》，政治运动对经济，文化等建设方面的影响，记入有关编章．

六、反映本县特色和时代风貌，本志《大事记》建国前部分，以较大篇幅记述革命

斗争方面的大事概要，并设《革命斗争记略》专编(30记述方便，该编采用编下直接设

目的形式，以目为记述实体)。集中记述1919--1949年境内新民主义革命斗争的情

况，突出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七，本志《军事》编单设。人民军队”专章，记述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在境

内组建(或以本地工农子弟为主组建)，在境内长期战斗、生活的主力红军、抗日武装

及其指挥机关。

八，本志《人物》编分传略、简介、表三部分。入志人物主要为本籍人物(包括个

别住居在本县的人物)。传略和简介一，为已故的著名革命烈士、地师级以上党政军领

导干部和其他方面知名人物；简介二，为健在人物，均是已退居二线或完全离休的地师

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其他方面知名人物。表分六种。限于篇幅加上新县人民政府原

编有《新县革命烈士英名录》，故本县籍一万余名烈士不再载人《人物》。本志传人传

物坚持以正面为主，对一些未人《人物》，又确有贡献的人物，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

节。
‘

“

九、本志力避重复和交叉。在处理各编内容归属上，事以类从，集中设置，各专编

——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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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志

记专业，不记非专业。对于几个专编都需记述的事项，则各取不同角度和不同着笔点，

有详有略。 。

‘十、本志《附录》编，收录光山、麻城、红安三县历史沿革和其他一些有参考价值

和保存价值的文献材料。为补足正文，将一些材料附录于有关章、节之末。志中有些内

容需要说明的，一般在行文中加括号标明或在文后加注。

十一，本志所记机构名称，第一次用全称，而后采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共新

县委员会”简称。县委”，。新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等。

十二、本志采用语体文，书面语、规范化的简体汉字及标点符号。数字，执行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有关规定，行文力求简明、朴实、流畅，可读性好。

十三、全志材料，主要录自县档案资料，县直各部门及各乡，镇编写的志稿或史

料，以及一些正式出版或非正式出版的历史文献资料。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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