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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值全县人民协力同心、励精兴

柘之际，．一部人们期待已久的社会主义新志书叫柘城县
志》问世了。

‘

诚如古人所言，。有一方之治，必成一方之史’’。志书囊

括古今，包罗万象，为一方之科学文献，素有‘‘鉴古一、。识今’’、

。存史一、。资治一、。化俗∥、。教民力之功效。千百年来，中华民

族编史修志，不绝于世，志山史林，蔚成大观者，即在于此。

历史愈是前进，事业愈是发展，就愈有综鉴以往，纂修新

志，系统反映柘城历史之必要。因此，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

总结先贤的历史业绩，探索前辈的奋斗历程，谱写拓城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服务当今之四化建设，完成这一

德被桑梓，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乃是全县人民的共同心
口

●

愿。
●

。1982年秋，中共柘城县委v县人民政府遵照上级指示，

成立了县志墒纂委员会和县志总编室，选贤用能，鼎力支持，

务期事功毕竟!

《柘城县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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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拓城县志
’- 。

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古史旧志为借鉴，详今略古，求真存

实，努力达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和谐统一。它系统

地反映了本县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诸方面的

历史面貌?生动地再现了拓城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艰苦

创业，改造河山的战斗英姿。· “

春归株野秀，老圃更繁花。值此《拓城县志》告成之际，

我们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欣然命笔，序文致

贺，并向所有襄助《柘城县志》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 一

中共柘城县委书记
宋汉云

柘城县志编委会主任

中共柘城县委副书记
贾恒勋，。

柘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I

一九八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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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历史上，柘城曾8次修志。而编纂以成的6部：其中散

佚不传的3部。民国时期，修茸未成。1958年编修新志，亦

未告竣。．自清末至今，社会沉浮，时势兴衰，风土人情，事功

宦绩，沧桑多变。为延续历史，服务当今，而考订旧志，编写

新志，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力，乃众望所在。

昔日，柘城地瘠民贫，灾难频仍。众多有志之士，为拯救

桑梓于水火，不惜奋斗牺牲。在现代革命史上，战斗在拓城

大地上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创造

了不可磨灭的业绩，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新中国成立后，柘

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

建设的辉煌成就。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

春风吹拂柘城大地，使昔日的穷乡僻壤一改旧观，而代之以

政治的安定，经济的振兴，文化的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今

将改革给拓城带来的巨大变化载入志书，综鉴以往，益治利

民，是一桩惠及子孙的大事。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罗。《柘城县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柘城县的第一部新志书，是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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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一部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祖 ：

国的乡土教材。它卷帙浩繁，工程维艰，成书谈何容易。我

们任职期问，《拓城县志》正在纂修之中。我们深知完成这一

泽被后世、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就个人

力所能及，我们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给予《柘城县志》的-

修改定稿以大力支持，使之得以顺利完成。

编纂中，县志总编室的同志不辞辛劳，呕·0沥血，废寝忘

食，辑成志书，其献身精神实在可嘉。但由于历史资料阙如，

现实资料亦不齐全，加之我们编辑水平有限，难免贻柄大方，

恳求读者批评指正。

《柘城县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们乐赘数语，聊以为序。

中共柘城县委书记 宁广才
．，●

柘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

郝鸿顺
拓城县志编委会主任

～

一九九。年八月



凡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 ．’

}’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 ．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柘城的历史和
。

现状。
‘ ‘ 。

}· 二全书设概述、大事记、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教科文、‘

社会、人物、附录，凡10编，47章，1 77节。
’

，

。

三 卷首设《概述编》，旨在反映全县的历史和现状，总揽全

书。《经济编》首设综述。全书各章一般置有无题小序。

．四 本志立足当代，追溯古代，侧重现代。上限不限，下限

止于1985年底。记述详今略古，重点为建国后。

五本志以类系事，以志体为主，兼以记、传、图、表、录诸种

I 体裁；文体为现代语体文，除《大事记》中的古代部分，一般不用+

： ’． ‘文言。’
．

．

六 各章、节中的图和照片分附章、节之中；表格附各章之

r 后。各章的图、表按章号而后顺序号排列，如第四章中的图5表

3，编为图四-5；表四——3，凡此类推。 ，

七 文件、会议、组织机构、著作、地名、人名、党派、报刊等

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其称谓不另加

注。本书统一使用下列简称：。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

，‘
。 ◆， ．． 尹．， (广

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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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体会议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工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称。四化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称。建

国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称。右派?；文化大革命一称。文革’’；。江

青反革命集团一称。四人帮一。

八建国以后纪年用公历。

九 数字的用法，参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执行。

十 本志为编、章、节、目结构形式，编、章、节序码号前加

。第一字；节下为目，目只标序码一、二、三⋯⋯；目下第一层序码

为(一)、(二)、(三)⋯⋯；第二层序码为1、2、3⋯⋯；第三层序码

十一入志人物限于县(团)级以上干部、中级以上科技人

员和省级以上命名的模范人物等。本志不为生人立传。以收录

本籍人物为主。
。

，

‘

一． 十二入志资料源于县各专业志书、县统计局和县档案馆，

亦有外地馆藏资料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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