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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 南 县 地 图





西北聂长的公路大桥

——渭南渭河大桥

渭南街道路灯

渭南解放电影院

赤水桥上桥

罄篱



黧薷需

渭南电视转播塔 渭南铁路桥梁处的饲锥壳水塔

渭北平原小麦大面积丰牧



渭南传统出口商品——草帽辫

濡南出口商品——辣榱干

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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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质名牌产品——渭南乐天牌水晶饼

聿义甜桃

渭南传统风味小吃——时辰包子

渭南传统名产——一串铃南瓜



阔名全田的大家謇

——秦川牛

闻名全国的大家畜

——关中驴

密林村●l聿义公社孝西大队第七生产



官底公社官底村酉侧的渠旁植树 官道公社大什村路旁植树

缸于县城南五公里的潜河水库

渭河南岸的丁字坝



《渭南县志》序

《渭南县志》将要作为建国以来金国地方志的首批成果和陕西

省的第一部县志出版，我感载十分兴奋。全国有两千多个县，陕西也

有近百个县， 《渭南县志》能名列前茅，这是全体渭赢人的骄傲和

光荣o 《渭南县志》稿我翻阅过，它结构严谨，资料翔实，观点正

确，文字流畅，将几千年来的自然、社会变化跃然纸上，是一部难

得的地方史书，也是一部成功的社会主义新型地方志。

渭南，是我的故乡，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特别是我的家乡下

吉镇，是古下妻15县的所在地，建县已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唐，

宋以来出了不少名人，如著名诗人自居易，唐朝宰相张仁愿、北宋

政治家寇准等，素有三贤故里之称。由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在我小时，家乡多数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

生活。1938年，我从苏联回国后，到故乡看望了一次，当时正值抗

日战争时期，人民生活尽管困苦，但抗战热情很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我在六十年代曾两次蕊家，人民生活虽不富足，但比解

放前好多了。近几年，经常来人说，渭南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楼房

遍地，街道宽广，市容清整，交通便利，多数人民丰衣足食，就连

下吉古镇也建了不少楼房，修了柏油马路，我少年读书的景贤书院

已成为高级中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的结果，是

敬乡人民奋发图强，艰营奋斗的结果。

编史修志，在于资治。将要出版的《渭南县志》，记载了新石

器以来渭南沧海桑田的变化过程，记载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

斗争始末，特剔是记载了建圈以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

面的建设情况，是认识渭南、建设渭南的珍贵资料。希望家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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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县志为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使渭南更加繁荣昌盛!

屈 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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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秦武公十年(前688)，境内北部就设立

下鄞县，自苻秦甘露二年(360)建置渭南县至今，已1，625年。渭南志始于

明嘉靖二十年(1541)·明清两代，八次修纂。自清光绪十八年(1892)后

中断了近百年的《渭南县志》·经三载编写，四易其稿，现在正式问世了厶

这是渭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壮举。

山河锦绣，人杰地灵·渭南东望名岳华山，西通古都长安，南依巍峨秦

岭，北接古邑重泉。诸溪蜿蜒，北湍归渭，渭水萦带，东流入黄，气候适

宜，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发达。素有“三秦要道，八省通衢刀之称。

历史上，人才辈出，文武兼备，先后出过七任宰相，八名大将，十二任尚

书。著名的政治家寇准，军事家张仁愿、大诗人自居易等，都出生或居住在

这块土地上。近代，渭南是陕西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方之一，也是

著名的渭华起义的中心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英雄儿女，前仆后

继，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建国后，渭南百业兴旺，日益

繁荣，已成为关中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全国林业，农业

科技的先进县之一，是陕西向国内外开放的一个新兴城市。

编史修志，旨在资治。历代许多“廉能之吏”， “干练之才"都曾来渭

治理。唐代宰相李绛、陆贽，刘从一，贾慷、李珏、崔郸等，曾在这里作过县

尉，著名诗人刘禹锡，李商隐．．贾岛、王建、郎士元、赵嘏等，也都在渭南任

过职。通过修志，记述渭南自然与社会变迁，探索前人治理经验，观兴衰，

知得失，通古今，察未来，是认识渭南，治理渭南，’振兴渭南，利于当代，

荫及后世的一项极为有益的事业。1941年，毛泽东主席就号召全党“要从国

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

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次修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陈

元方，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吴钢等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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