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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第一部新编《阜南县志》在中共阜南县委、阜南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指导下，

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修志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现在终于出版

了。这是阜南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 ，

，

。
．．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纵观历史，地方志是一种“辅治之书”。历史

上就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法，认为地方志的作用在于为“天子

明日达聪之助，以扶大一统之治．”历史之经验值得借鉴，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修志工

作。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目的是为。四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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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南县志》是一部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成功的社会主义新县志。首

⋯～先，为“四化”建设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重视信息。没有信患，就没有事业的成功；应该看到，历史资料也是一种信息。县志

上记载的史料，在社会活动中就起作决策智囊的参谋作用。我们今天编纂新县志．把历史

资料搜集、整理、记载下来，不仅是为后代积累资料，也是为当前“四化”建设服务的．它有

助于我们的同志对自己工作地域内的基本情况的了解，工作起来就可以从实际出发．扬长

避短．发挥优势，兴利除弊．继往开来．． ， ，

共二，我们还可从县志记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引出经验教训，为我所用．阜南 。

县虽建县较晚，但历史悠久，阜南属内陆开发较早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先民已定居在此．

繁衍生忠。阜南人民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建国四

十多年来，阜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经验。

通过修志·我们可以认真总结经验，引出失误教训，分清事非曲直，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

富，也是一面历史镜子，它不仅给人们以智慧，而且也给人们以借鉴。

其三，县志是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

爱家乡的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阜南地处黄淮平原南缘，淮河中游北岸，境内资源丰

富，人杰地灵。县志彰其盛事，志其奇逮；记一方之历史．写千秋之爱憎．使人“去恶而趋善．

舍邪而就正”．从而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素质，鼓舞人们为家乡，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英勇拼搏。

其四，通过编修县志，还可以更好地团结阜南各界人士，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

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

值此新编《阜南县志》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阜南县委。向为《阜南县志》的编纂和出版

付出了心血的领导、专家和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

． ：
，

主盎怂赫鑫蓑刘学清
． ’1997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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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南县位于淮河中游北岸，面积1842平方公里，辖31个乡镇．748个行政村，

140万人，155．3万亩耕地。阜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夏、商时属豫州，周代属鹿上

县，汉魏属汝阴县，唐、宋归颍州，元代设颍水县，清后期为阜阳县所辖，解放后设立

阜南县。三国名将吕蒙、明末著明诗人刘体仁、解放军著名将领聂鹤亭皆生于此。境内

现存贺胜台、阮城、七星桥等文物遗址，出土文物国宝“龙虎尊”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

物馆。著名的淮河水利枢纽工程王家坝闸也位于阜南。全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降水

充沛，物产丰富。万沟红米芳香甘糯，为历代宫廷贡品；焦陂半夏自古闻名，被《本草

纲目》所收录；槐花蜂蜜甘爽怡人，会龙生姜色正质嫩，焦陂古井水质甘醇，所酿白酒

自宋至今盛名不衰。

建国四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阜南依托本地资源优势，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开拓进取，奋力拼搏，促进了全县两个文明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农业生产连年丰

收，是国家粮泊棉生产大县，黄牛生产基地；工业产值持续增长，发展态势良好，现已

组建了焦陂酿酒集团、绿原化工集团和生达粮油集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涌现出南扬
’

制革公司、飞达鞋厂、赵集海绵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商品市场遍布城乡，商贸流通繁荣

兴旺，三塔禽蛋市场、黄岗柳编市场、兔毛市场、黄砂市场享有盛名。财政收入连上新

台阶，基础建设步伐加快；扶贫工作成绩显著，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当然，也不能忽视阜南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财政形势依然严峻，工业企业资金短

缺，人均收入不高，综合经济实力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在前进中加以克服

和解决。

“九五”时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也是阜南实

施赶超目标的关键时期。当前我们面临着：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扶持，省委、

省政府继续重点扶持沿淮贫困地区的优惠政策．京九铁路的开通运营，阜阳大都市建设

的辐射等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我们要立足现实．抓住机遇，明确思路：坚持邓小平同志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以改革综览工作全局，以市场为导

向．以科技为先导．继续走“开发农业，县级工业，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四轮同时驱

动的路子。强化农业的首位意识，在实现农业产业化上突破；强攻城市经济·深化企业

改革，提高工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提高整体素质，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依托京九铁路

大动脉的优势，建设商贸大市场。促进商贸流畅；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

设，实施科教兴县战略，促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推动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

展。‘

正当全县人民充满信心j为实现“九五”计划努力奋斗之际，《阜南县志》问世

了。这是阜南140多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阜南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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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

法编纂而成的。全书详尽地记述了阜南县自建县到1985年(大事记延伸到1996年)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社会风情等各方面的史实，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阜南县

情。将为各级领导机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绘制建设蓝图提供依据；为各界人士了解阜

南、认识阜南、建设阜南提供资料；为教育子孙后代提供乡土教材。以史为鉴．继往开

来。《阜南县志》的出版，必将有力地促进阜南两个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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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世代相继进行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

统。早在周代，即设立专职史宫：左史记言，右史记亭，内史掌禄爵废置，外史掌邦国

之志。历代名贤治理地方，必先考阅地志图籍。宋代朱熹知南康军，下车伊始，首询地

志。由此可知，“下车问地志，入境借图经”，是了解地情的可靠途径。

今逢阜南县成立五十周年之际，阜南历史上第一部县志出版问世，这是阜南文化建

设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阜南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阜南县志》首列地图、彩照，分设概述、大事记、28章专志和附录四部分内

容，随文收入近200张表格。综览全书．以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社会生活各个剖面为

纬，纵观千载，横陈百科。系统而完整地记述了全县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教育、宗教、民俗等资料。不仅展示了阜南重要的历史事件、物产资源、

生态环境、城乡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凸现出当代概貌，着重反映阜南人民在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书中也如实记载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些曲折和失误。志书可谓内容丰富、观点正

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文风端正，全面而真实地记述了阜南县的历史和现状．

<阜南县志》的编纂，历经十多个寒暑。在历届县志编委会领导下．在省、市(原

地区)志办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下，经全县修志人员共同努力，多次调整编

目．反复磨砺志稿．终于得以竣工。在此．我谨向全县修志工作者和关心，帮助‘阜南

县志》编纂工作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认识历史是为了建设现在和开创未来。《阜南县志》的出

版，为人们了解阜南、认识阜南、研究阜南，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县情资料；为全县各级

干部进行决策、管理、服务，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生动的乡土教材；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以及各项事业的建设发

展，提供了密集的科学信息。

我相信，在新的历史潮流中，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速阜南县现代

化建设中．《阜南县志》一定能够发挥其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

· 4 ·

主慧燃箍蓑司学龙阜南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

199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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