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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西岳

马道纯

周宗强

张松安

郭延庆

裴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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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少卿

刘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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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修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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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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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书森

刘志杰

孙晓建

闰治安

(1 9 8 6"---'2 0 0 0)编纂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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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国锋

黄俊安杨海冰杨长记王来超许富超

黄麦旺李成法赵芳勋 张海良

李志勇 梅修权杨万利

韩志华

王克锋

王建斌

李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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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忐是i已求历史、传承

文明的重要载体。自从盘古

开天地一i皇压，ii7至-7』二今，泱

泱中华，五千年文明，都是以

史志记录下来的。孟津是一

个具有四千多年文明史的历

史文化名县，历史卜许多决

定I_{fIS命运fTj重A4r-f't：都发!卜在盂津，如八百诸侯会船、楚霸王绝河广二秦、

伯夷叔齐-扎i卫j谏等。盂津与洛阳相邻，历史}二部分地域数次进出洛阳，属京

畿重地。有6个都城在盂津境内，故有“18朝都会半孟津’’之说。这些史

实也都是以史j怎的形式流传至今的。改革开放以来，孟津人民在县委、县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没为中心，以加快发展为H标，解放思

想，实事求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促进全县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取

得r明显成就。时值全县』j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卜六届一中、四clI全会精

神、船1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A rid志》(1986～2000)即将付梓问

f|l=，这是我县地方史志：T：作的一件盛事。对这15年T作的成败得失进行客

观的记录和总结，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E』标，具

仃晕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盛H1：修志是我同的文化1譬统，彰硅盛¨上是修志l：作的曛要任务。县

志总编室为确保志_}S质黾，在编纂过程⋯1，勤奋努力，勇J二创新，反



地记述了孟津15年来各项事业的发展轨迹，重点反映了孟津人民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新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强

的地方特色，是一部了解孟津、宣传孟津、研究孟津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志书的出版，只是刚刚完成了“认识过去"，更重要的在于立足现在，

着眼未来。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县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

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局面，这正是立足县情，借鉴历史的结果。

因此，我衷心希望全县人民，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重视读志、用

志，以志为鉴，扬长避短，精诚团结，锐意进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构建和谐新孟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孟津县委书记 伽固
／ I

二O O六年三月



盛世修志，乃t{，华民族

优良传统。《孟津县志》

(1986～2000)出版发行，这

是全县人民社会生活c{1的

一件大喜事，也是县志总

编室的同志用心血和汗水

奉献给全县人民的1份丰

美的精神食粮，功在当代，惠及子孙。

孟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河洛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早在

5000多年前，就有先民住这里繁衍生息。伏羲氏Jl面A．t}，开启了人类

的文明。史书有河图之源，洛书之府之说，使孟津与古都洛阳共享盛

誉。八百诸侯会孟津，使孟津彪炳史乘，简册永著。建国后，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

奋斗，锐意进取，克难攻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孟津县志》(1 9 8 6～2 0 0 0)正是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全面真实地

记述了这一时期全县人民在建设盂津，发展孟滓伟大实践中的丰功伟绩和

时代风貌。全志设自然环境、经济建设、党政群团、文化教育、社会

生活、民风民俗、乡镇概览等篇章。结构严谨、体例完备、资料翔实，

文笔简洁，横陈卣科，纵述历程，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地情资料

书，无疑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该志的出版，必将

进‘步推动我县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步伐，为全嘶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



益的历史借鉴和精神动力。

在《孟津县志》(1986"-'-'2000)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县各部门的通力

配合，省、市史志部门领导和专家给予极大的关心帮助，县志总编室的同

志们更是不辞辛劳，勤奋笔耕，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在较短的时间内使

近百万字的资料成志付印。在此，我谨代表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向参与

编写、指导《孟津县志》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县志总编室的

同志们再接再厉，积资料于平时，备续志之所需，为推动孟津的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群趴腴胆“俨
二o 0六年三月



凡例

凡 例

一、《孟津县志》(1986-2000)，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方法，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1986--2000年间，孟津县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

史变革中的发展状况，展现孟津人民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

二、本志为《孟津县志》(1991年版)的续志。上限起于1986年，下限止

于2000年。为全面反映改革开放，部分内容适当上溯。

三、本志为章、节、目结构设置。大致依志首、环境资源、城乡建设、经

济建设、党政群团、科教文卫、社会生活、人物传录、乡镇概览、附录等类

别。分为36章158节523目o

四、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准确、简洁、朴实、流

畅o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六、志内文字、时间、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的运用，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语言文字法》、《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简化汉字表》、《标点符

号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河南省第

二届三级志书行文通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称谓、地名使用标准名称，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凡第一次在

志书中出现时用全称(括号夹注简称)，文内不署名的省、市、县分别为河南

省、洛阳市、孟津县。

八、本志人物设传记、简介、名表。坚持生不立传原则，重点收录副市

(师)级以上党政军界领导干部和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学者。以生年为

序排列。

九、本志文字资料以各供稿单位提供的资料为据，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

数据为准，统计资料没有显示的数据采用行业主管的数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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