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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世纪后期编辑出版新中国第一届《南召县志》

后．第二届《南召县志》(1 986～2 0 02)又已编纂告竣，即

将付梓印行，这是我县又一部大型文化宝典，可喜可

贺!

南召县历史悠久．地灵人杰，资源丰富，物华天宝，

有着古老的灿烂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约五六十万

年前的中更新世，“南召猿人”破洪荒立足中原，在这

里胼手胝足，繁衍生息．是今天中原人类的共同祖先．

春秋时期楚国“军路蓝缕，以启山林”，实现7“楚矗

周衰，控霸南土”．所修筑的楚长城被后世称为“长城

之父”，楚庄王据此饮马黄河．“砚兵周疆，问鼎轻重”．

“问鼎中原”已成为历久不衰．脍炙人口的著名历史典故。这些都是先民们艰苦

创业、强国富民历史见证：明、清两季．在李自成起叉大军和张宗禹所率太平

天国西捻军转战南召期问，南召人民积极投入7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斗争。抗

日战争时期，中共南召地方组织领导7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运动，连敌对势力

都惊呼南召成7“小陕北”，李青店成T“小延安”，现代中学成T“小抗大”：

这些又是南召引以由骄傲的革命史绩。

新中国成立后，南召人民在中共南召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设家园，最得7社会主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实

现7山9巨变：第=届县志所涵容的l 7年，正是南召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的1 7年。县委、县政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指引下，从南召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统搅全县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依

靠和带向全县人民，解放思想，放开搞活，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国民经济持

续增长．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广大干部精神状态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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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世纪新时期南召经济社会发展驶向·陕车道．进八

黄金时期，呈现出空前繁荣态势，而此时第二届《南召

县志》六度寒暑，五易其稿，即将面世，恰恰印证7“蛊

世修志”一说。修志历代承袭．相沿不替．是利国利民

之举。作为现任政府县长，有幸主持这届县志鳊委工

作，深感这是一件发扬优良传统、借鉴历史经验，泽被

当今、惠及后世的重要事情，

本届县志与第一届县志的下限时间相衔接．重点记
述了1 g 8 6～2 o 02年间的史事。这1 7年，是南召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过度，实现凤凰涅柴．破茧化蝶艰

苦蜕变的1 7年。县委、县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沐

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激荡着现代化建设的春潮．以经济建设为中_，把发展作为

第一要务，用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艰苦刨业．开拓进取，强力实

施科教兴召、开放带动和可持续发辰战略，使南昌发生r前所未有的变化，综合

经济实力在全省前移2 8个位次，摆脱T全省“2 o弱”的落后境地。这1 7年．是

产业结构得以优化调整、一=三产齐头并进的1 7年．．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

孕育出林、蚕、牧，茵、毯、渔六大支柱产业；枳极探索出“三村”建设整村稚

进的扶贫开发有益途径．在全省独树一帜．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期超前

实践者；强力实施工业立县战略．9镇企业飞速发展，民营经济异军突起，项目

建设突飞猛进，催生出汽配铸造，矿产建材、电力、程副产品加工四大主导产

业，工业成为县域经济构成的第一板块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启动和推进“旅游带动”战略，拉开7旅游开发的帷幕．城镇、公路等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城9面貌大为改观。传统和现代服务业得到加强和发

展，三次产业结构由一=三嬗变为_二一三，实现7经济结构的第一次战略性优



化。这1 7年，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彳口精神文明统筹推进、共同提高，社会事业

全面进步，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第二届《南召县志》记载的

时期，涵盖了“七五’’、“八五”、“九五”及“十五”前两年，正是顺利完成了三

个五年计划并创造了“十五’’前两年的高速发展势头，才有了南阳工业强县、中

原旅游名县、国家生态农业县的科学定位，成为南召综合实力提升幅度最大、经

济社会发展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明显、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1 7年。南召

先后成为中国辛夷之乡、中国柞蚕之乡、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全国首家有机农

业生产基地县、全省首批对外开放县、全省渔业生产基地县、全省发展“1 0快’’

县。这些业绩尽收于这部志书之中，新县志成了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

读史可知古鉴今，彰往昭来。志书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

南召历来就有修志，读志、用志的优良传统。清代顺治年间南召县编修第一部县

志，至乾隆十一年(1 7 4 6年)陈之烦莅任南召知县，到任就发出“文献未备，不可

以为治”的感慨，把修志作为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组织编修第二部县志，流传

至今。1 9 9 5年出版的第一届新编《南召县志》，荣获全省修志成果一等奖，成为

南召的一张名片，也成为新到领导必存、必读的文化宝典。我竭诚希望本届县志

出版发行后，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充分重视，热心于读志、用志，使其成为各级领

导决策的依据，人民群众了解县情的窗口，科技人员专题研究的资料宝库，对外

宣传南召的文化传媒。我深信，这部新县志问世后，必将进一步激发南召人民热

爱家乡、建设家乡，敢为人先、创争一流的豪情壮志，为建设富强、美好、和谐

的新南召做出新贡献。谨此为序。 ．

南召县人民政府县长 赵景然

二0 O六年十一月

■●■■飘滋鹜辫





九、志中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主，统计局没有的数字由有关单位
提供。

十、本志所用资料，以各单位、各部门供稿和各级档案馆、图书馆资料为主，

兼用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均经过考证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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