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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序(言)、特载记(大事记)，编、章、节依次排列，节

下视其内容分一、二、三等细目，或用自然段分写。

二、本j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三

突出”(即突出当代事例，突出本地特点，突出经济基础)的原则，

按照人类及社会发展的时序，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军

事，文化的顺序编排。

三、本志时限，上限原则上超于1856年(清成丰6年)，下限

止于1992年底，必须追溯者不在此限：

四、按照“详今略古”和着眼于本地特点的原则，在内容上对

现代资料和带有地方特点的资料搜集，记述较多。重点记载解

放后(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内容，特别

是建镇后的黑龙集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科技、

交通邮电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要围绕历史这一主线，

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也不忽略本镇涉外背景资料和

远古资料的必要记载，如清末到民国年间的记载和叙述。

五、年代记时，清末各代均按历史习惯记年，以汉字标示加

注“公元”；民国年号和公元年号互用。数据方面，包括表列数

字，统用阿拉伯字。行文中，“解放前后”，“新中国建立前后”(即

“建国前后”)并用。

六、机构名称无论如何变更易名，均按时称，人物籍贯详填

自然村。

七、内容按事物性质分类，不受行政设置限制。如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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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村、组、户经济)，内容颇多，归属工业部分划归]：业部分，其

属林业，多种经营，畜牧业则各按其划分。

八、凡属附录文字，图表等，均加“附”字。

九、各种图表的安排，对整志全局有影响的放在卷首，与内

容有紧密联系的数表则直接附于章节内。

十、本志书的《火事记》以编年体为主，按年、月、|1顺序排

列，适当插以纪事本末体，收录解放前后，尤其是建镇后，自然、

经济、社会、人文方面的大事、新事和要事。

十一、本志文体以记叙为主，部分章、节段落杂有说明文。

十二、本志书如引用文字均加引号，引用非原句则嗣冒号。

～卜三、本志的资料来源，以地方资料为主。1、有直接关系的

现代资料；2、有一定联系的近代资料；3、涉及镇外的背景资料；

4、可考证的远古资料；5、可查阆的档案资料；6、传说中的口述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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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良传统，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曾多次倡导修

志著书。

为了对当代和后世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爱镇教育，为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根据县政府办公室关于编纂地

方志工作的指示精神，黑龙集镇于1993年4月成立了党委书记

为主任委员，镇长为副主任委员，有关“四大家”领导成员组成的

《黑龙集镇志》编纂委员会，并抽调有关同志，成立了以党政办公

室主任为主编的镇志编纂专班，把我镇从清末到1992年间百余

年的革命斗争，特别是解放后，建镇以来的巨大成就，搜集整理，

笔之于书。

黑龙集之悠久历史早已载入史册。《辞海》记载：“汉置朝阳

城为朝阳县，以其地为治，南朝宋废。”据《襄阳县志》记载：清光

绪年间，黑龙集为襄阳县北乡第28方；民国9年，为襄阳县第

13区，民国25年，为襄阳县第3区区辖镇(即黑龙集镇)，民国

30年，正式实行“新县制”后，黑龙集为北屏乡。】947年冬，黑龙

集解放，为桐柏军区谷城县爱国民主政府第2区；1948年夏划

还襄阳县，为县属第2区；建国后，1951年为石桥区管辖；1987

年9月为襄阳县县辖镇。

这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可谓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其南与本县的黄

集、石桥两镇交界；东与河南省邓州市构林镇接壤；北与河南省

3



邓州市都司乡相连；西与老河口市薛集镇毗邻。素有“一脚踏三

县(市)”之称，历为鄂豫边界重要的物资集散之地。

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在千百年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黑龙

集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世代奋斗，繁衍生患，反抗阶级压迫，战胜

天灾人祸，发展科学文化，不断地向着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征程中，特别是近代，现代各个不同的革命时

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中，黑龙集人民贡献出了自己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无数

革命志士和数以百计的革命先烈及共产党员，为了人民的翻身

解放，浴血奋斗，勇于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黑龙集人民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开拓进取，勇于创新，

经历了峥嵘岁月，经受了浩劫动乱的考验，经过了艰辛的探索，

开创了改革的前程，使黑龙集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动人事迹，写下了新

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确立了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指导方针，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黑龙集人民

开辟了新天地，为黑龙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展现了光辉灿

烂的前景。

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我们组织编写《黑

龙集镇志》，其意义则不言而喻。志书就是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

资料和档案资料，广泛的访问、座谈、调查核实，组织镇委、政府

机关、办事处，村委会及镇直单位编写发展史，搜集了大量的资

料，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去粗取

精，按照时间顺序和事物的发展过程，分门别类。全志书分凡

(例)、载(特载)、记(大事记)、共10编、49章、129节、约2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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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这部以经济为重点，包括全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

文化、天文、地理等重要史实的《黑龙集镇志》正是记述近、现代

百余年来波澜壮阔的历程。

本志书是我镇的第一部全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朵新花。它将是人们进一步认识黑龙集，热爱黑龙集，建设黑

龙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对继承前人，激励今人，

启迪后人，是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欣然送昨天，今朝更好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

时期，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新的征程中，勤劳勇敢的

黑龙集人民将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努力，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一

定会写出更新更美的文字，描绘出最新最美的画图。人民将会

更加富庶美好，社会将更加文明进步，经济将会更加繁荣富强。

是为序。

中共黑龙集镇委书记 赵志洪

199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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