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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继承中华民族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首部《草庙子镇志》即将出版问世，

这是全镇人民的一件大事，值得祝贺，欣然作序。

千百年来，勤劳、智慧和具有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草庙子镇人民，为开

发、建设与捍卫这方热土，付出了英勇卓绝的努力，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草庙子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这方热土焕发了新的勃勃

生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草庙子人民解放思想，大胆开拓，顽强拼

搏，重绘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丽蓝图。这部镇志，贯古串

今，明古详今，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草庙子镇自然与社会的

发展历史及现状，实事求是地再现了草庙子镇人民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与丰

功伟绩，充分体现了时代风采与地方特色。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村党支

部、村委会、镇直各企业、各部门，上级驻镇各单位的热情支持与通力合作。

参编人员广征博采，精心策划，认真撰写，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倾注了大量心

血。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和帮助草庙

子镇三个文明建设的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希望全镇人民，特别是领导

干部，珍视《草庙子镇志》这部文献资料，充分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之功

能，并把它作为宣传镇情的窗口，对外联络的工具、招商引资的桥梁。以“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团结一心，与时俱进，为建设和谐社会，为早El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继续努力，再创辉煌!

党委书记：

2005年12月



凡 例

一、《草庙子镇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

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起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朝政府在正棋山开办金

矿起，下止2000年，个别内容适当上溯下延，并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详记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实。

三、体裁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现形式，以志为主。述以总括全

书，记以综记大事，志以记述各项事业，传以收载人物，图表随文穿插，录以辑

存烈士英名、回忆及名人轶事等。

四、篇目分编、章、节三层结构，部分内容设目。全志内容为建置、人口、

自然环境、农业、工交邮电、财贸、镇村建设、党政群团、军事、文化艺术、教育、

卫生体育、风俗习惯、人物等14编、62章、212节，计625千字。各编按类分

章，横列各项，纵述始末，排列节次每项皆按断限时间，从古至今，自始至终，

依时间顺序写明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五、人物编分为人物传、烈士名录和在世人物。收录自清代至2003年草

庙子境内的人物。包括有影响的过世人物、烈士、部队营级以上、地方科级以

上的军政领导、科教文卫、镇政府领导、先进、模范、社会闻人和其他人物。

六、新中国成立前纪年采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凡农历月日概用

中文数字，凡公历月日概用阿拉伯数字。

七、数字运用：在编、章、节中用中文数字，其他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正文

叙述根据实际情况，以节省文字的原则，灵活运用。

称谓书写：行政单位的名称，第一次出现以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全称，以后

出现用规范的简称书写。

八、资料来源：摘录其他志书、档案、图书、报刊等。采用走访、信访、社会

调查等形式，由镇辖境内各部门、各单位提供资料。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

布的为准、兼取各业务部门及专题调查数字。文中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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