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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获嘉修志始于明末，

至民国2彳年，前后共六次纂修。新中国成立后，曾于1959年编纂

出一部《获嘉县志》(草稿)，惜未能刊印成书。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各条战线取得

了巨大成就。值此直世，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

一部体例完备，贯通古今，内容翔实，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新县志，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各级领导的关怀

下，在全县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修志人员的八年耕耘，《获嘉县

志》终于编纂成书，这的确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新编《获嘉县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足当代，详今略

古，重点突出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变化、新气

象；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获嘉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为我县各级领导干

部和有关部门指导工作提供依据，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更好地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借鉴，为向广大群众进行热

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同时，也为

子孙后代积累保存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从收集资杆到编纂成书，工程浩繁，任

务艰巨，全体修志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值此书成之际，我谨代

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向所有为《获嘉县志》的编纂做出贡

献者致以热诚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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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获嘉县志》的出版，欣逢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七个五年

计划即将胜利完成，第八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之际。我们仅以这部

志书作为。七五刀期间的一项成果，奉献给读者。

获嘉县地处豫北平原，物产丰富、交通畅达、河渠纵横、民风

淳朴，历乃兵家必争之地。

获嘉县历史悠久，有龙山文化遗址，有武王伐纣会诸候的同盟

山，有战国至秦汉间的墓葬群等等。自秦置县，迄今已2000余

年。

获嘉县人民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仅观近代，清末农民领袖李占彪

三次举义旗。威震清廷；民国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士岳镇西反

对袁世凯称帝，宁死不屈；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徐一荣、刘清海

反压榨、抗捐税，率众直捣陵川夺火镇税卡，震荡北方；抗日时

期，许冠英、陈子毅，为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组织游击健儿抗

日，打得日军魂飞胆丧；刘方生、刘西瑞等人开辟革命根据地，建

立抗日民主政权。其间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树了可歌

可泣的丰功伟绩，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壮烈篇章。

建国3D多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团结奋斗，重

整乾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励精图

治，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开创了新局面，进入了

新的发展时期，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人民生活日益富裕。所有这

些古往今来，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历史与伟大业绩，理

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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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尤其是经济方面记载不多，且断线已有5D余年。建国后的

，舛9年，曾组织修志，但未能成书。为了继承历史，反映现实，

服务四化．有益后世，修志之举势在必行。

今天，我们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和立足当代的原则，用历

史唯物主义的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的这部《获嘉县志》，

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经济基

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全面记述获嘉县的发展变化，为各级领导

干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制

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资料依据及历史借鉴，’为向全县人民进

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

教育，提供乡土教材。愿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

进一步研究获嘉、认识获嘉、团结奋进，为获嘉的振兴创造更光辉

的业绩! ．

彭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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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祝贺新编《获嘉县志》编纂完成!非常感谢为编写本志付出了

艰苦劳动的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们!
j

我深深地眷恋获嘉这块热土!这不仅因为她养育了我，更因为

她确是l块能有作为的宝地。她东接新乡，西望焦作，南临黄河，

北依太行。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之便；有充裕的农业产品；有丰富的

地上、地下水资源；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并有两大块理想的大工业

开发场地；还有更可贵的是全县人民朴实、忠厚、勤劳、善良的品

质等等，．等等。总之，·她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振兴条件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每一个关心获嘉进步的人，’都有责任深入地全面地认识

她、研究她、宣传她，使她保持其发展之活力，美妙之青春。而

《获嘉县志》出‘版，正是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工具。

我任职获嘉期间，在前任工作基础上，为该志的编纂作了一些

组织工作，但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感谢我的后

任们，使她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并得以完全、完善!

我衷心祝愿获嘉人民——我的父老乡亲们，同志朋友们以及她

们的后人，能从《获嘉县志》中汲取营养，从而激发一种责任：以

自己勤奋、智慧的创造，不断谱写出《获嘉县志》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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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获嘉县志》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付梓问世，这是

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获嘉县志》可谓获嘉地方百科全书，文中许许多多的史实反

映获嘉人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特别是近几十年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从旧世界中打出一片新世界，进而

又经过艰难地探索和曲折的道路，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本书以大量真实可靠的

史料，为各级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为各项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

资料；为广大干部调查研究、改进作风、提高专业化、知识化水平

提供有益的借鉴；为向人民群众及青少年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祖

国、热爱共产党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总

之，这部《获嘉县志》是献给全县人民的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它

将激励全县人民承前启后，为获嘉县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

献。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仅以第一任县志编委会主任的名义，向

参加和参与县志编纂的全体同志，向审阅，审定、支持过县志编纂

的专家、学者及修志同仁，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刘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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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组成。概述总叙县情，反映一县之概貌；大亨记贯串古今，记述

本县历代大事、要事；专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设建置、自然

环境、人口民族、政党社团、政权政协、军事、农业、林业畜牧、

水利农机、电业、工业、建筑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商业、财

税金融、．城乡建设与人民生活、经济管理、教育科技、卫生体育、

文化、7社会、方言刀编，共刃章3酊节。人物设人物传、人物

表、革命烈士英名录；附录，收录某些重要资料或文件。概述、大

事记、人物和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也不设章节。

三、本志上限视各编具体内容而定，下限原则止于1985年，

个别章节的个别事件根据需要可适当延长。 ’

四、部分编章根据需要置无题．小序，或为内容提要，或作说明

介绍。

五、建国后政治运动不专设编章。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重大

事件及政治运动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分别在大事记及其它

有关编章中记述。

六、大事记采取鳊年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方法，以编年为主，

个别年月内有数条不能确切分清时间先后者，条目前加。△一表示。

r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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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在该年月之后。

七、人，物志根据入志人物事迹及材料多寡，分别采用传记、

表、名录记述。以生年为序。生不立传。

八、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采用封建纪年和中

华民国纪年加注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统一使用公

元纪年。．，

九、地理名称，旧地名称与今地不同者，一般使用当时名称，

括号注明现名。

’十、本志记述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构、历次会议和各级人民政

府，一般使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简称

。党中央一，。中共获嘉县委员会一简称。县委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一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获嘉县人民政府一简称。县政

府一。

十一、各项数据，一般使用县统计局数字，没有统计数字时，

采用各有关单位的数字。解放后各项经济数字、工农业总产值及工

业、农业产值按当时规定的不变价。计量单位除个别特殊情况外，

一律用公制。

十二、数字书写，依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

局、国家标准局j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

局、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十三、本志材料，主要来自县、地、省档案馆和外地档案馆，

图书馆；县直各部门、各乡(镇)的志稿或资料；正史、旧志、家

谱、报纸书刊j经考证鉴别的回忆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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