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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县自古以来是中原形胜之地，自然资源丰富，军事地位重

要，建县已两千多年。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哺育下，我们的祖先在

这里生息繁衍。但是，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都被军阀、官

僚、地主掠夺享用，南召人民一直过着贫困的日子。因‘而经济、文化都

很落后j t。’ 。’

南召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如火如荼。近代不少有志之士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寻求救国之道。三，

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南召建立地方组织，领导南召人民进行 ，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

．

1947年南召县获得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人民翻身作主 ～

人。新中国成立后，南召人民意气风发地进行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建
舅

设，经济、文化迅猛发展。南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过去在地 ．

下工作时的理想和追求统统实现了，成为活生生的实现。新编南召县、

志就是历史的见证。 一 ，”

南召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多年来梦魂萦绕的故乡。去年我怀着拳

拳之心眷眷之情回到阔别五十年的故乡，惊喜地看到故乡的巨变和

人民的新貌，沉痛地悼念为南召解放事业奋斗牺牲的先烈战友，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 ：
。．

我热爱我的故乡，我诚挚地希望和故乡人民一起为建设新南召
。

作出新贡献。下一世纪的新县志将记录南召人民的新业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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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2年4月15日，成立南召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展《南召

县志》的编纂工作，于1993年9月审议定稿，历经11个春秋，数易其

稿，终于付梓问世。这是南召县第一代社会主义新志书，是一部比较

全面地记述南召县自1840年至1985年之间，相距140多年自然、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真实性、科学性、资料性较强

的经世之作。它对于认识南召，宣传南召，振兴南召，发展南召，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南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南召县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县境内山青水

秀，资源丰富，林茂蚕丰，素称“林蚕之乡”。早在五六十万年以前的更

新世中期，“南召猿人’’破洪荒立足中原，群居于云阳西北之杏花山

下，繁衍生息，使南召成为中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云阳镇西北隅楚

王行宫，相传是春秋时楚国所建。杨树沟(今属小店乡)、拐角铺，太山

庙、铁炉垛(今属留山乡)、下村等地的采矿、冶铁遗址，相传均兴办于

汉、唐、宋7台炼业的鼎盛之时。明时李青店、白土岗等集镇缫丝织绸业

非常兴盛，呈现出“妇孺会络经，满城梭子声"的繁荣景象。清初修筑

的王老庄大渠，在南召的水利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清中叶，全县柞

丝产量占全省之半，素有“召半省”之称。南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封

建社会，至清末民初，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帝国主义

势力的入侵，南召也随着中国整个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全县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

压迫和经济剥削，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悲惨生活。．

南召县人民具有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自民

国29年(1930年)以来，先后创建中共南召地方组织曹店支部、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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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点燃了革命的烽火，领导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

的农民运动。“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烈火，燃遍了南召

城乡。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决裂，解放战争澎湃兴起，在中共南召

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陈(陈赓)、谢(谢富

治)兵团迅速解放南召全境，建立以李青店为腹心地区的豫陕鄂革命

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

解放后，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虽有前进与成绩、

曲折与失误，但在中共南召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

斗，勤俭建设，使南召山乡发生了巨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

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富国富民的道路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

发扬“三自”(发挥自已的优势，依靠自已的力量，走自已发展的道路)

精神和“四实”(iL实话、干实事、重实效、看实绩)作风，团结战斗，锐

意进取，开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全县各

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有实行多种形式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农、林、蚕、牧、副、渔的大农业，有贯彻改革开放以来所兴起的新型

工业，有异军突起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有多成份多层次多方位供民

需求的商业，有已打入国际市场且具有广阔前途的经贸业等等。全县

百业兴旺，生机勃勃，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古代劳

动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由前人通过编史修志写入青史。近、现代劳

动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辉煌成就，也作为

新志书的重点内容载入史册。

’南召地处山区，全县人民敦厚纯朴，勤劳勇敢，创造了古代的物

质财富和民族文化。但自清中叶至民国期间，由于腐朽社会制度的束

缚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造成经济、文化落后，编史修志成果微乎

其微。县境自秦时始置雉县迄今，已有两千多年文明史，而仅于清顺

治十五年(1658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两次修志，(民国年间

和50年代末，又两次修志均未出书)仅存乾隆十一年所修之版本。自

乾隆十一年修志至今，已中断240多年，在这期间社会变迁，时代更

替，经济兴衰，文化进步，变化巨大。1840年鸦片战争后，资产阶级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序

主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创建了光辉的业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以后，南召已进入解放以来最好的新时期，

“盛世修志”的条件已经具备，为编史修志开创了崭新而广阔的前景。

新编《南召县志》以记述南召县的近、现代史实为重点，以横陈百

科，纵述古今为基本内容，既全面记述历史与现状的概貌，又正确反

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体现强烈鲜明的时代精神，又显示独具一

格的地方特色，充分体现新志书“存史、资治、育人"的社会效益，使其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

新编《南召县志》是全县人民、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和各界人士通

力协作、众手成志的传世之作，是省、地史志编委领导同志、专家、教

授_、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正确指导与积极支持的成果，也是专业修志

工作者不为名利，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勤奋笔耕的结晶。在此借出书

之际，特向所有为《南召县志》的编纂工作做出贡献的领导和同志们，

致以衷心的感谢。4
。

王文元杨德明

一九九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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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南召县志》付梓问世，是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可喜可贺。，

南召县地处伏牛山南麓，南阳盆地北缘，山青水秀，林茂蚕丰，资

源丰富，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地灵人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

们，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用勤劳的双手开发了万古洪荒，创造了灿烂

的社会文明。
’’

当历史的车轮推进至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创立，革命

的火炬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南召人民的优秀儿女，积极投身火热

的革命斗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建

立了不朽的功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南召人民在中共

南召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

伟大胜利。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指引下，南召县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政治‘

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开辟了南召历史上的最好

时期o ．

为将光辉的历史进程和伟大的改革实践载入史册，县委、县政府

于1982年4月作出编纂《南召县志》的决定，成立南召县史志编纂委

员会，组建办公室和总编室，几经寒暑，广征博采，数易其稿，首铸新

篇。

新编《南召县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南召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了当今

南召的经济、政治、文化及风土民情的发展变化，具有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色，是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语言流畅的新志书。



它的出版与发行，将对全县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今南召人民正以全新的精神风貌，改革开放，务实开拓，强力

开发，加速发展，为建设富强、文明、现代化的新南召而努力奋斗。

欣逢《南召县志》出版之际，受县史志编委嘱托，撰文作序，贺其
贡献。

。

贾崇兰 翟保彬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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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召县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提供县情基础资料；以

． 对人民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宗旨，坚持

去粗取精，求实存真，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时间断限，上限一般定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理清渊

源，多数事物上溯至发端；下限迄于1985年。
’

三、略古详今，立足当代，以记述全县近现代和当代史事为重点，

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充分反映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概

貌，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特点，以及生产力的演变与发展，

并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四、分设概述、大事记、专业卷、人物、附录五个部分。概述：简要

记述全县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与各业概貌以及发展的总趋势。大事 ·

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为辅，重点记述1840"--"1985年县内发生

的大事。专业卷：按当今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设卷，并按专业结构分

工设章立节，以时为序记述各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及发展趋向。人

物：采用传记和名表两种形式，分类记述有贡献和有影响的人物，设

i 英名录以彰先烈，列表以存名人。附录：以辑存重要文献为主，兼顾其

： 它方面。
．

： 五、体裁为述、记、志、传、图、表以及附录诸体综合并用；结构

． 是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章法是寓褒贬于事实的记述之中，重在记述，

I 述而不俄
-． 六、使用第三人称，并运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
¨ 七、历史纪年，1949年9月30日以前，按朝代、年号、年份，随文

加注公历；1949年10月1日以后，一律以公历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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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记述各个时期的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名称，古地

名随文加注今名。

九、记述组织机构、会议、文件、著作等名称，一般用全称，名称过

长又多次出现者，第一次出现时加注简称。

十、所用数字，统一按国家出版局等七个单位1987年1月1日

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标准。

十一、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 984年2月27日颁布

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计量单位在行

文中用汉字书写，图表中用规范化的符号表示。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

单位一般照实记载，尽可能加注今值或今名。

十二、录用数据，一般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凡编者重新调查

核实的数据，均加注说明。

十三、鉴于解放前后南召县城有变动，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复

置县至1 949年11月17日，文中出现的县城指南召城(4-云阳镇)；

1949年11月17日后，文中出现的县城指李青店(4-城关镇)。

十四、“解放后”，指1947年11月4日南召县解放至1 949年9月

30日；“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

。

黪饬期盈■■■●一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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