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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新修县志的稿本放在我们面前，皇皇百万余言，设述、记、志、传、

录五体，凡44篇一百多万字，对卢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各项事业的发

展，均加以翔实的记载，可谓了解卢氏的百科全书。这对于存史资治，服务

当代，昭示后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每个县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和自

己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这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从事建设，了解县情

必须具备的知识。所以，一个县不可以无志，一个县不可以轻视修志，一个

县的干部不可以不读县志，尤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是如此。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县的修志工作者为我县人民完成了一部巨著，成就了一

件伟业，建成了一个系统的历史文化工程，我们应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在卢氏这块36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民过多地经受了历史的灾难。

明清所修县志斑剥的断简残页和我W新修县志的大事记，已经录下了几千年

来卢氏人民幽咽的血泪之声。兵、荒、水、雹、震、蝗、瘟等，各种灾难应

有尽有，随着年代的重复而重复，年年月月没有穷尽，这真是一部灾难史、

血泪史!然而，人民是不屈的，他们没有停息过自己的反抗和斗争一由苦
熬而反抗斗争，而造反起义，他们破官府，杀酷吏，驱官兵，除民害，显示

了历史主角的威武与丰采，因而，卢氏的历史又可说是一部反抗史、斗争史!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上人民的斗争也可以取得短暂的一时一事的胜

利，却最终不能终结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只是到了现代，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才给我们祖国的历史，同样也给我们县的历史带来了新曙光。这部

社会主义新型的<卢氏县志》，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

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之下的卢氏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足迹，讴歌了我县各条战线上的建设者和

创业者，让他们的业绩永存史册，光鉴后人。因而，这部新修县志又可以说

是卢氏人民的创业史o ．

’ 当然，新志也反映了我县的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建国后所走过的曲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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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志

路，如“左”倾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些作为历史，作为足以警 ．．1

戒后世的教材，自有它存入史册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其它如山川河谷、自然 一

资源、地理环境、建置沿革、人物事件等，新志也力求详尽周备，努力减少

今人和后人读志时的遗憾，概而言之，这部新修的县志可以象一部辞典和教

科书那样置于案侧，常翻常新，总会不断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读罢全稿，掩卷凝思：我们今天卢氏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应该给我

们的后人留下些什么呢?将来续修的县志将怎样评价和记载我们呢?历史已

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解决温饱，脱贫致富，这应当写在我们卢氏 、h

共产党人的战旗上。我们各条战线上的同志，都应当高举这面战旗，为完成
’

这项艰巨的任务而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一场圣战，为勤劳、勇敢、智慧的

卢氏人民在经济上真正翻身的一战，让将来的史册记上这一页吧，我们今天 I

的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群众，将无愧于我们的先人和后人!

元代之前卢氏是否有志已不可考，明、清至民国期间虽几经编修，但有

的已经佚失，残存者其内容和形式均已陈旧，编修一部社会主义新型县志势

在必行：我县修志工作者含辛茹苦，呕·靖沥血，披阅六载，数易其稿，终于

完成了这部新志。值此付梓之际，为了表鲞对这一文化盛举的祝贺，我们写 ，

下这篇短文，权作为序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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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乡卢氏是一片神奇的山川和古老的土地。它位于河南省西部边

陲，处豫陕两省八县结合部，居黄河、长江分水岭南北两麓，跨崤山、熊耳、

伏牛三山，总面积3600余平方公里，境内大小山头4037座，素有“八山一水

一分田”之称，最高点玉皇尖海拔2057．9米，堪称河南省的西部屋脊。人口

34万余，自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建县迄今，已逾2100载，人间沧

桑，古县悠悠，民风古朴刚勇，代有人才。尤其山青水秀，奇峰刺天，更添

几多雄奇。特产颇多，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很大。洛河横贯，一衣带水，使

卢氏山川成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洛河断块盆地为一巨大的古生

物化石宝库，古文化遗址遍及全县，处处胜迹，证明着丰厚的文化渊源。．在

近、现代革命史上，卢氏人民以自己追求真理自由，反抗强暴的不屈精神，

留下了足以光照后世的历史篇章。

新中国成立40年来，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卢氏人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经济建设虽几经挫折，但时至今

日，国民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水电、交通、

邮电和城乡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方兴

未艾，数百里山川勃勃生机，古县一派新颜。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盛世修志”，势所必然。为全面

记载卢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革命斗争史、丰富的资源优势，

尤其是将建国四十年来卢氏人民改天换地的光辉业绩载人青史，系统总结正

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服务当代，流传后世，昭示来者，我县于1983年成

立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县志总编辑室为专门机构，开始了全面编纂新一代

地方志的工作。至1987年，已编写出部门志53部，乡镇志4部，<卢氏县概

况>和<卢氏县土特产集>各l部，共计980余万字，自1985年始，正式进

入编写社会主义新型的<卢氏县志>o在省、市修志部门的指导下，在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修志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于1987年完成120万言

的县志初稿，经专家评审，反复修改斟酌，现已定稿付梓。本书共设述、记、

志、传、录五体，其中志体凡44篇200章479节，计百余万言，全面记述了

卢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可称之为卢氏地方百科全书，期能起到存史

资治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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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志

社会主义新型县志的编纂是一项系统的历史文化工程，任务艰巨，工程

浩繁。<卢氏县志>系众手而成，为提供资料者何止百千!一条一缕，采撷汇

集，终成大观，历经六载，五易篇目，四修其稿，其中的艰辛与欣悦有不可

为外人道者。它的出版将是卢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件大事，填补了百

余年来卢氏地方文化事业的一项空白。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面对如此浩繁的

历史资料和这样一部巨大的历史文献，大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概，虽然

资料务求可靠，文字务求准确，但其中的错谬之处定然不在少数，祈盼广大

读者一一明教。我们深信，勇敢、勤劳、智慧的卢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自己不懈的奋斗和辉煌的业绩，必将在未来的史册上

写下更为光辉的篇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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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记载事物力求准

确、客观、翔实无误，达到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自所载事物的发端，下迄1987年，个别内容略有延伸，

力求反映历史全貌。

三、本志采用志、传、记、述、图、表、录体裁，以篇、章、节、目为

主要结构，以事业分篇，横排竖写，立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

体，专志下设地理、农业、林业、畜牧等44篇，其中为全面反映全县面貌，

特设“乡镇”篇，对现行各乡镇作简要而全面的记述。

四、本志以文为主，力求图文并茂，辅以各类图表、照片。对各篇内容

的归属，采取事以类从一，集中设置；为反映本县特色，在工、农、商业中撷

取土特名产，列为专篇，以使显豁。

五、鉴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及各时期中心工作对

各项事业的影响十分重大，特设《：建国后各时期党的中心工作》专篇，将此

类资料合记一处，同时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章中，以资印证。

六、本志的立传人物，坚持以正面为主、近现代为主、本籍为主和“生

不立传”的原则，对个别影响较大的外籍人物，加以简介或系人于事。

七、全志材料分别来自历代地方文献、档案资料、县直各部门和少数乡

镇的志稿及l：r碑、座谈资料等。

八、本志建国后的各类数据，一律以统计数字为准；除特别注明者外，

均为1987年底的年度数字。

九、本志所记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而后采用约定俗成的简称，

如“中共卢氏县委员会”简称“县委”，“卢氏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

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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