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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编写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就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之说，因此编史修志历代不衰。

县志是记述一个县综合概况的地方志书，举凡一个县的政治、经济、自然、地

理、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天灾人祸、名胜古迹，皆包括在内，因此被誉为“一

方之全史”或“地方百科全书”。编写一部观点正确，内容翔实，事实确凿，体例完

备的新县志，不仅能保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还能为四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

的依据。

在旧中国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地主的盘剥，官府的压榨，自然灾害的侵袭，土

匪官军的滋扰，我县人民和全国广大劳动人民一样，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中

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特别是1978年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临颍

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将建国以来，特别是工农业建

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出现的先进人物载人史册，写出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是两

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

临颍县修志，据文字记载始于明朝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至民国5年

(公元1916年)共修志九次，这些志书虽大部散佚，仍为我们了解临颍的历史，为

这次修志保存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此次修志始于1982年7月，从搜集资料到编纂成书，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努力作到求实存真，秉笔直书，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切实反映客观规律，使之能为所有关心临颍的各界人士全面地、系统地了解临颍提

供可靠的依据，为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提供良好的乡土教材。使县志真

正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作用。

编纂新县志工程浩繁，任务艰巨，为顺利完成县志的编纂任务，中共临颍县

委、县人民政府曾多次行文，要求各单位予以支持。现在新编《临颍县志》，在

．?q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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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编纂委员会的指导和专家学者的帮助下，经多次评审，反复修改，数易其

稿，终于成书，值此正式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临颍县委、县人民政府向所有为

《临颍县志》的编纂给予关心，提供帮助，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

致以崇高的敬意!

遵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嘱托，写此短文，权作为序。

县长 王国桦

1996年8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

运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使志书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结

合，起到继承历史，服务现实，有益后代的作用。

二、本书记事上起公元前加J年，下止，鲴5年。

三，本书取编、章、节、目结构，首列概述、大事记，下设地理、党政、

群团、军事、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经济管理、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体育、社会风情、人口、人物、附录，共J5编8J章292节。

四、记述以科学分类为主，兼及社会分工。

五，本书采用记、传、志、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附于有关章

节。
。

六、人物传以本县籍已故正面人物为主，事迹突出，影响较大的在世人物

列简介。

七、本籍县团级以上干部，获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人员，省以上命名的

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收入人物表。古代著名人物除事迹有新发现者外，列表

附入。

八、地名、官职名称依当地习惯称呼，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古地名括

注今地名。

九，数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十、本书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史书、旧志、省、地，县历史档案、报刊资料

以及各部门志稿，不再注明出处。

十一、本志截稿较早，为弥补不足，特将1986年--1994年之《大事记

要》和J鲴7年、1990年、1993年、1995年之《政府工作报告》的部分内容及

县四大班子领导任职表载入附录，以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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