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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郾城县志》即将出版，这是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盛事，是时代

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它将在当今和尔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i 宏伟事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

+：郾城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县，修志历史已有650年左右。从元至正年间第一

? 部《郾城县志》刊印，·至民国年间陈金台纂修的《郾城县记》出版，前后共纂

}t 修县志8部，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尚存明嘉靖、清乾隆和民

国时期县志3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地方志编纂工作。1958年

至1960年即组织人员编写县志，．后因行政区划调整和自然灾害严重，加之“文

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搜集部分资料，即被搁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拨乱反正，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编史修志的千秋大业被重新提上日程。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郾城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将其

成就整理编辑成书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重托，人民的愿望。同时，陈金台编

修的《郾城县记》，下限只到清末，距今断志已达80年。此外，历代旧志陈陈

相因，，重文人、名胜而轻经济，重官宦士绅而轻普通民众，褒扬封建伦理而贬

抑或诬蔑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因此，大有必要补其缺，删其繁，正其谬。基

。于这种认识，县委、县政府于1981年12月建立修志机构，着手拟定编纂方

} 案，’征集资料，举办修志骨干培训班，修志工作逐步展开，使郾城修志事业有

j， 了一个较好的开端。一

《 一“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郾城县志》，立足当

：、 代，详今明古，纵贯古今，横及百科，继承传统，力争创新。以辩证唯物主
一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辑存郾城历史上珍贵资料的同时，

； 以大量篇幅记述了郾城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火如荼的革命
． ‘斗争，翻天覆地的今昔巨变，可歌可泣的英模事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

： 造。大量的、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郾城人民

：， 的翻身解放；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郾城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没有改

’。，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就没有郾城目前的经济繁荣与发展。．全书时代特点突

矿+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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郾城县志
’

出，地方特色鲜明，是一部科学的、严谨的地方文献，具有存史和实用价值。

鉴古而知今，它的问世，可为本地各级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各行各业提

供历史信息，为学术和科研部门提供可靠史料，为宣教部门提供乡土教材，为

客居他乡的郾城籍人士打开了解家乡的窗口，有利于在改革开放中加强横向经

济联合及相互间的友好往来。。’

新编《郾城县志》，工程浩瀚。在编纂过程中，受到省史志编委会和市志

办公室领导的关怀和帮助∥并得到许多老同志及兄弟县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特别是县直各部门和各乡镇的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全体修志人员矢志匪

懈，迎难而进，勤奋笔耕，倾注心血，终成志书。值此《郾城县志》出版之

际，我们欣然命笔作序，并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全县83万人民表示祝

贺，向所有为编写《郾城县志》作出贡献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j+

。r。

，， ：：，
“

”|、．
一 ‘

j

_ ．
j ? ：，+

。4 ’5÷“ ：一
’4’

。，

’

1

{’

， 中共郾城县委书记 ；王金林一 甲兴郾碱县安啪l巴 4工签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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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部《郾城县志》，历经十载拟修，于今出

版问世了，恰值我来郾城工作，并参与此项工作，实为幸事。I，编修县志是一项

巨大的综合工程。县志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感谢全体编写人员的辛

勤耕耘，精心著述，为郾城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情。这是我们认识郾城，研究

．郾城，建设郾城，振兴郾城的良师益友，也是新编《郾城县志》的目的所在。’

新编《郾城县志》稿，我通观后，认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体例完

备。新编《郾城县志》采用述，记，．，传、图，表、录渚体。卷、章、节、目为

序。横概各类，纵述吏实，溯其源流，述其因果；内容丰富，!部类齐全；资料
翔实，文风端正；主次分明，大势突出，宏微统辖，以辩证唯物史观和求实精

神，．识古今是非，辫事物真伪，详今略古纪实，以经济为重点，展示今昔巨

变，突出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显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是标社会主义之新。新编《郾城县志》运用新观点、

新资料，新方法，纵记从远古到1987年全县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特别

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本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同国内外凶恶

的敌人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于1948年迎来全县解放。尔后，中共郾城县委

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联系本县实际，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经过剿匪反

1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本县出现了“路不
* 拾遗，夜不闭户”的大治局面。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县委及时地

组织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平反冤假错案；调整产业
‘， 结构；以乡镇企业为突破口发展商品经济等，从而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

济上欣欣向荣，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党的领导对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发

展的重大作用。三是重写经济部类的内容。历代旧志重文人而轻经济，社会主

义新方志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经济部类记述，为当前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确实

可靠的资料，新编《郾城县志》正是在这一点上写的很成功。志稿反映了经济

制度和体制改革，农业，林业、。畜牧业，农机具．水利．工业，交通、邮电、

乡镇企业，商业、财政、税务、金融、土特产、人民生活等，内容全面，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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郾城县志

周到。特别是为加强经济宏观记述，经济部类前设“经济综述”卷，后设“经济

行政管理”卷，经济部类的内容约占整个志书四分之一。其数据充分，表格整

齐，叙述史实有条不紊，反映了郾城的经济状况，方方面面照顾周全。

鉴古而知今。我深信，新编《郾城县恙》的出版，对于郾城的物质文瞬和

精神文明建设肯定是大有裨益的，并衷心希望这部志书在郾城县历史发展进程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f㈠ ’．j”，’。!’ ’-，一：一■．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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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崔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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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j：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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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i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力求写实传真；力求广征，

细考、精编、疏而不漏；，力求运用定量分析与列举典型事例相结合的方法，

突出地方性、时代性，从本质上反映历史的真实。，

二、本志结构采用。多卷多章”形式，全志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

序、凡例、目录和概述，为全志之总纲；第二部分大事记，纵述史实，为全

志之经；第三部分是各专业分志，横排门类，为全志之纬，本志之主体；第

四部分附录、补记、后记：为全志之尾。经纬交错，首尾贯通，显示了全书

结构的整体性。’卷之下根据需要设章，节，目。各卷不求平衡!根据客观实

际，多则多写，少则少写：’概述，大事记和附录等，不列卷的、序列。
i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及照片，图、表穿插其中，与文照应。

皇 四、本志纵贯今古，’横陈百科，详今明古，上限力求追溯到事物发端，
兰 下限断至1987年底。突出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巨大变化。’

螽 五、本志文体。大事记系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概述略有评点，
翁 其余均为记叙文体，述而不评。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力求文风严谨、朴实。
： ．“方言”加注国际音标。 l ，

缨 六、人物卷分传记、’简介、革命烈士名录和人物表四部分。人物传记按
蠹 卒年先后为序；人物简介以生年为序’9烈士名录以乡镇为单位，按牺牲时间

絮 ．为序；党政军人物表以参加工作时间为序；科技人物表以生年为序；先进人
： 物表以受奖时间为序。 ；

篓 ?七、本志纪年，中华民国以前数字以汉字书写，民国时期以阿拉伯字书

豸 写，且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历史地名用当时称谓，’括注今称。政区及机关
。

名称，均系当时称谓。 ，

!： 。八、?建国前”，“建国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界限。
霸‘ 九’、。本志数字使用，遵照1987年J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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郾城县志

，
．=置!皇呈!皇=鼍!!==詈!!兰皇皇詈===!搴II————

一
I!=阜墨詈皇皇皇鼍皇=暑皇鼍詈!!暑皇=暑喜墨皇詈詈=鼍==皇=

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用规定》，计量以国务院1984年2月

27日公布的《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 。

十，本志所用资料，辜要录自国家、省、地(市)、县档案，历代史

籍、县志、有关报刊和专著，以笈本县各部门、各乡镇所编写的文稿和有关

人士回忆的口碑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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