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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济阳宫碑

惟汉再受命日：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济阳有

行过官，常封闭；帝将生，考以令舍下湿，开宫后殿居之。建平

元年十二月午夜，帝生时，有赤光，室中皆明；有卜者王长‘卜之。

长曰： “此善事，不可言。”岁有嘉禾，一茎九穗，长于凡禾，

因为尊讳(刘秀)。

王室中微，哀平践祚，奸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

成恶熟，天人致诛。帝乃龙见白水，渊跃昆滢(在叶县)，破前

队之众，殄二公之IJili；牧兵略地，经营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

始，义不即命，帝位阙焉。于是群公诸将，据河洛之文，协符瑞

之珍，佥日： “历数在帝，践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

未，即位于酃县之阳，五成之陌；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享国三

十有六年，方内义安，蛮夷率服，巡狩泰山，禅梁父，皇代之遐

迹，帝者之上仪，罔不毕举；道德余庆，延于无穷。先民有言：

乐乐其所自生而礼不忘其本，是以虞称妫i内，姬美周原，皇天乃

眷，神宫实始于此，厥迹邈哉!所谓神丽显融，越不可尚。小臣

河南尹巩玮先祖锟艾封侯，历世卿尹，受汉厚总；玮以商箕余烈，郡

举孝廉，为大官丞，来在济阳，愿见神宫，追惟桑梓褒述之义，

用敢作颂。

赫矣炎光，爰耀其辉；笃生圣皇，二汉之微。稽度乾德，诞

育灵姿；黄孽作慝，篡握天机。帝赫斯怒，爰整其师；应期潜见，

扶阳而飞。祸乱克定，群凶殄夷；匡复帝载，万国以绥。巡天

四岳，展义省方；登封降禅，升于中皇。爰此初基，天命孔彰；

子子孙孙，保之无疆!

《铎封图以明考城缘由)

蔡中郎邕撰文

汉桓帝延熹四年



序 言

我局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民政工作的经验教训，一对兰匕出历来民

政工作的改革得失，从而扬善承优，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对我

们开拓前进，造福后人，修志以资从政，这是益国利民，宏扬党

德、推进工作的大好事。遂商诸我局诸位领导，所见略同。爰将

撰修《兰考民政志》作为我局光荣职责。特聘请原县志办主任张

知新编纂。张主任受委托后，即拟定篇且和搜集资料提纲，与张

景武、魏振民等同志分头采访，查阅图书资料，积极工作，驾轻

就熟，仅八仑月，先完成县志中的民政部分，应期上交；然后编
纂本书概述、机构沿革、行政区划、政权建设、优抚安置、复退

军人安置、社会救济、移民支边、收容遣送、殡葬改革、婚姻登

记、社会风俗、事业费管用，大事记等十三章=十万言，反映了

兰考民政工作韵讶史褂现状。这是兰考县第一部民政工作系统史

料。它对民政事业的发展具有指导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中

“大事记”概述了兰考大地有史至今的民政与有关大事，几位专

家评审时说，它是研究兰考历史“难能可贵”的文献资料。

编纂此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力求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写有时代特点、民政特点、

地方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反映兰考民政事业的兴衰发展及兴

利除弊的经验教训。对兰考有关历史沿革进行了严肃考证，纠正

了沿袭讹传，记述了翻天覆地的现代有关史事，着重反映兰考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封、官三座大山，求得解放，进



而民政建设的曲折艰难历程；尤其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

十二大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明是非、辨正误所取得

的卓越成绩，详予记述。同时，还注意表现民政工作在兰考人民

“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开拓精神，宏扬焦裕禄精

神，使历史上有名的灾县，今天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这是党

领导兰考人民所取得的显著政绩。民政工作在党的光辉战斗历程

中，起到孑。“三个一部分”．的积极作用；又发挥了民政稳定机制

韵作用。民政事业涉及面广，民政志是县志、县史的缩影，我们

立足民政，，放眼全县，心怀祖国，编纂此志，庶使同志运全局于

方寸之间，以助工作猛进。但由于档案资料不全，领导水平和写

作能力有限，缺误难免，敬请指正。

编纂审印过程中，承蒙县、市、省厅、省志总编室、档案

局、图书馆、资料室等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还有从事民

政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真诚提供情况；原文化部副部长、电影局

长王阑西老同志关心家乡民政建设，题写书签；在此，一并致以
衷心地感谢!

民政局长 田良贵

19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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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兰考民政志》的出版，开我市县直机关修志工作的先河，

乃一大喜事，理当祝贺。 ．

这部志稿编成后，主编张知新同志送给我，要我审阅提修改

意见并为其作序，囿于对兰考特别是民政工作方面的情况知之甚

少，怕搞的不好反贻误了正事；但同时又考虑到自己是专业史志

工作者，为一部志稿提提意见，写上几句话，也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基于此种情况，、j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编史修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

继承历史，反跌现实，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兰考县民政局的领导

同志，高度重视，决意把全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收集整

理，编撰成志，以达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目的，实在是一项具

有开拓性质的工作，不失为尊重历史，远鉴后代之举。志书主编

张知新同志，既洞察兰考历史，又谙悉修志工作，一生笔耕墨

耘，虽年逾古稀：却勇敢的担当此任，其精神亦当为全县史志界

所效法。

民政工作渊远流长，涉及面非常广泛，历来是统治阶级施政

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安则天下定，民变则天下乱。我党所领导的

民政工作的宗旨，就其广义而言，就是启民、安民、抚民，为夺

取政权，巩固和建设政权服务。有鉴于此，如何撰写好一个县的

民政志确非易事。《兰考民政志》在撰写过程中，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紧扣

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民政事业作主线，并把它

延伸出去，纵溯历史，横陈民政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旁及有关事

物，在宏观上具有一定的高度。在具体编撰上，编者运用新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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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体例和篇目设i-t‘，注意了志书的科学性和资料的完整性，谋

篇布局较为合理，分类归属亦较为得体。总之，这部志内容丰

富，资料翔实，较好的记述了全县民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不失

为上乘之作。

兰考地处豫东大平原，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地瘠民贫，穷

得出名，长期以来民政工作的任务是极其繁重的；同时又由于出

了焦裕禄这样党的好干部，敢于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其先进事

迹也出了名；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环境造就人，人也

改造了环境。如今的兰考大地，旧貌换新颜，正向着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康庄大道阿涉前进。事实再次雄辩地揭示出’这样一‘条真

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借古而鉴今，但愿志书中记载的这些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

能为人们所效法，并不断发扬光大。修志者的良苦用心仅此而

已，岂有他哉!

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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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地方史志编委会 刘施宪

199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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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考民政局大f J

▲比政局会议窀



▲Et席视察纪．2t。

▲臻裕潆利l：纪念馆



▲民政服务楼：复退军人按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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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棘烈士孳

▲兰考县收脊世道站



▲解放兰封城——王庄烈士幕

▲缋懈放兰封城烈士扫墓留影



▲张君墓敬老院

▲张良坟



▲兰考B殡仪馆

▲殡仪馆追悼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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