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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月



。 凡 例
●

一、本志取事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命名“修武，，起，下限截至1984年，有极少数内容

到1985年成书之日。内容坚持详近略远，共记述本县三千余年的历史。

’二、旧志体例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难以适应当今浩繁之现实，故打破旧制，更之以

概述帮大事记、地理、政治i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科技、社会，人物，附录十编，

分门别类，横排竖写，记，志，传，图，表，录并用。’

三、此次新修县志，既非旧志续写。亦非著断代史书。原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尊重事实，疏通历史，继承遗产，古今兼收，古为今用，以今为主·

敌对旧志史料采用缩写、综合，删除等方法进行考证选择录用。

四，本志重在充分反映全县建国前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项的发展演变情

况，特别详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锐意改革，振兴修武，取

得经济腾飞的新局面。 ．‘ ! +t'

五，人物登载，坚持掣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本志所载人物，分传、简介、表三

部分，凡古，近，现代著名人士和有重大贡献的革命烈士，均予立传，健在人物均载入

名人表。同时，选择极少数罪恶昭著人物入志，以作反面教员。

六，本志用字除古迹，引文和其它J必需用的繁体字外，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

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

，．

。

’．

七，本志所用的标点符号，以1951年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八，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各个时期均采用旧朝代的原有纪年，并

笋注公元纪年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
、

‘： ：。． j

九，单位名称和日常用语，为记述简明，志中所记录的单位名称和用语，凡第一次 童

在志中录写的均用全称，重复记写的用简写。如誓中共修武县委员会"：．简写为“县

委，，，“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巾全会黟，简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o“

十、为了便于表达j使之更有史料价值，本志采．取文、图并用，收辑和测绘了有珍’

贵价值的照片，地图附于文中，以便查考，．
’

i。’：。

十一，对于喝志序言和有价值的史料，为存史计，均录于本志附录编中·

十二，本志资料，、除录甩旧志资料外，博采档案馆藏，收集遗闻轶串卜去伪存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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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志》志稿评审意见

‘修武县志》志稿记载了事富的史料和数据，反映了三千多年以来，特别是近．现
‘

^_

代以来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较好的资料性强，具有地方特色的百科全书．
’

这部志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彦精神，记述历史，评价历史，较好地分析了该县的经济状况，

揭示了该县的社会全貌，反映了该县发展的特点，为今后建设修武，振兴修武，进行各
’

‘．

●
●

项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

：
，‘ 。

志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较

好地反映了修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保卫矿权．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反对
●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乡
：

士教材．为今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煤矿史，中共党史和地方史志提供了较好的

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

，‘^ 一，●。
‘f

、
，

志稿体例较兢篇目科学．n类齐全，1资料丰富，内容翔实，重点突出，图文并
。

茂，文字通俗。希望进一步充实内容，核准事实，修改文字，使这部志稿成为县有较高

水平的社会主义新志书。 ，．一·：

‘修武县志》评审组
：’- 1。‘ ’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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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志》评审组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 行政：学术职务 技术职称‘

杨静琦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 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

纂委员会’ 河南省史志协会副会长，
～

河南省史志编委会常务委员 嗡

丁宝章 河南农业大学 农学系系主任 ， ．r教 授

薛晓州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物理协会理事I’‘ 教 授

物理系系主任

一夏镛华 焦作矿务局 河南省地质学会理事， 。工程师；

焦作矿务局副总工程师 ．1

赵树范 焦作第二人民医院 院 长 ．．。。 主任医师

范毓震 百泉农业专科学校 河南省高等学校中共党史教学研 1副教授

究会理事，
?

。
百泉农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

戴直夫 焦作教育学院 焦怍市政协副主席 ’讲 师

部世忠 焦作市史志总编室 副 主 任

4薛世孝 ，焦作矿业学院 煤炭部《中国煤矿史》编辑， 副教授i一

《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主编、

《焦作矿业学院院志》编委会副

主任，主编

： 薛散猷， ，河南省广播IU台 ‘驻新乡记者站站长 、。

李雪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副政委 ．

后勤学院

谷复钧 河南农业大学 农经系系主任I ‘副教授

}
、

河南省农经学会副理事长

黄 皓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 地、市、县志研究室副主任

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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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害·t-···900 gIOO·0IOI·”···“··“·““·····””····”····”·······”··”·····!····”···”·····”··”·二(1) 。，

厩述”·”“···”···················”·········”·”·”·”⋯···········””····”··“”················(8)

修武风貌⋯⋯⋯⋯⋯⋯⋯．．．⋯⋯⋯⋯⋯．．．⋯⋯⋯⋯⋯．．．⋯⋯⋯⋯·一⋯·～⋯⋯⋯‘(9)

第一缩大事记000 0Q，ISa000⋯⋯⋯⋯⋯⋯⋯⋯⋯⋯·一⋯⋯⋯⋯⋯⋯⋯⋯⋯⋯⋯．．．m(9) 、

、第二缩地理⋯⋯⋯⋯⋯⋯⋯⋯⋯⋯⋯⋯⋯⋯．．．“⋯⋯⋯⋯一⋯⋯⋯⋯⋯⋯⋯m(57)
一 ，!第一章-地理位置⋯⋯．．．⋯⋯⋯⋯⋯⋯⋯⋯·”⋯m⋯⋯⋯．．．⋯⋯⋯⋯⋯⋯⋯·一(57)’’

’

．’第二章历史地理⋯⋯⋯⋯⋯⋯⋯⋯⋯⋯⋯⋯．．．一m⋯⋯⋯⋯⋯⋯⋯⋯⋯⋯⋯(58)

。．-≮：第一节疆域⋯⋯⋯⋯·⋯⋯⋯⋯⋯⋯⋯⋯⋯”⋯．．．．．．⋯⋯⋯⋯⋯⋯⋯⋯⋯“(58)
， o．。第二节建制m⋯⋯⋯⋯⋯⋯⋯·⋯⋯⋯⋯一B00018⋯．．．⋯一m⋯⋯⋯一”一⋯一(58)

，一，第三节-驻城一⋯一⋯⋯⋯⋯⋯．．．．．．⋯⋯⋯⋯·”⋯⋯一⋯⋯⋯⋯⋯⋯⋯⋯⋯(61)，

．，，第三章自然地理⋯⋯．．．⋯⋯⋯⋯⋯⋯⋯⋯·一⋯⋯⋯⋯⋯⋯⋯⋯·一⋯⋯⋯⋯⋯(63)
+。

． o≯第一节地质⋯⋯⋯一m⋯⋯⋯⋯⋯．．．⋯⋯⋯⋯⋯⋯⋯⋯⋯⋯⋯⋯⋯⋯·一⋯(63)
’

一，：第二节地貌⋯⋯⋯⋯⋯⋯⋯⋯⋯⋯⋯⋯⋯一⋯⋯一⋯⋯⋯⋯⋯⋯⋯⋯⋯”i(66) ，

o’第三节气候⋯⋯⋯⋯一⋯⋯⋯．．．⋯⋯⋯⋯⋯⋯⋯⋯⋯⋯⋯⋯⋯⋯⋯⋯⋯⋯+(69)

j t。!：第四节水文⋯⋯⋯⋯⋯⋯⋯⋯⋯⋯一OOOO000·09”·00000·”～·一·OO qP·一O·000Q⋯．．．·”(杈)

¨‘第五节土壤⋯⋯⋯．．．⋯⋯⋯⋯⋯⋯⋯⋯⋯⋯⋯⋯⋯⋯一⋯一⋯⋯⋯一⋯⋯(77)

。．：第六节．生物⋯⋯⋯⋯‰．．．⋯⋯⋯⋯⋯⋯⋯⋯⋯⋯⋯⋯⋯⋯⋯一⋯”⋯⋯⋯·(78)

：=t’。第七节自然灾害⋯⋯⋯⋯⋯⋯⋯⋯⋯⋯⋯⋯⋯⋯⋯⋯⋯⋯⋯⋯⋯⋯⋯⋯⋯(83)

。第四章·矿产资源⋯⋯⋯⋯⋯⋯⋯⋯⋯⋯⋯⋯⋯一⋯⋯⋯．．．⋯⋯⋯·一OeO gOOOOO OOi(92)

．、^第一节煤炭⋯．．．⋯⋯⋯⋯⋯⋯⋯⋯⋯⋯⋯⋯⋯⋯⋯⋯⋯⋯⋯⋯⋯⋯．．．⋯⋯(92)

々 _：第二节铁矿⋯⋯．．．⋯⋯⋯⋯⋯⋯⋯⋯⋯⋯⋯⋯⋯⋯⋯⋯⋯⋯⋯⋯⋯⋯⋯⋯．(92)

乙 ．!．第三节粘土⋯⋯⋯⋯⋯⋯⋯⋯．．．⋯⋯⋯⋯⋯⋯⋯⋯⋯⋯⋯⋯⋯⋯⋯⋯⋯⋯(93)

i i．．第四节大理岩⋯⋯⋯⋯⋯⋯⋯“⋯⋯⋯⋯⋯⋯⋯⋯⋯⋯⋯⋯⋯⋯⋯⋯．．．一·(94) +

’：i。第五节磷灰岩⋯⋯⋯⋯·⋯⋯⋯⋯⋯⋯⋯⋯⋯⋯⋯⋯⋯⋯”一⋯⋯⋯⋯⋯⋯·(94)

t第六节石灰岩⋯⋯⋯⋯⋯⋯⋯．．．⋯⋯⋯⋯⋯⋯⋯⋯⋯⋯⋯⋯⋯⋯⋯⋯⋯⋯’(94)

1第五章．乡(镇)区划与概况⋯⋯⋯⋯⋯⋯⋯⋯⋯．．．⋯⋯⋯⋯⋯⋯⋯⋯．．．⋯⋯(95)
’

．第六章地名考⋯⋯⋯⋯⋯⋯⋯⋯⋯⋯⋯⋯⋯⋯⋯⋯⋯⋯⋯⋯⋯⋯⋯⋯⋯⋯⋯(100)

第三编政治．．．⋯⋯⋯⋯⋯⋯⋯⋯⋯⋯⋯⋯⋯⋯⋯⋯”⋯⋯⋯⋯⋯⋯一⋯⋯一⋯⋯(103)

．综述·00·0·OOa··O 0一······”⋯“··⋯⋯⋯”·”·”·”·”·”⋯··””····”·”·”··⋯”⋯”·⋯“·(103)
’

，第亍章中共修武县地方党组织⋯⋯⋯⋯⋯⋯⋯⋯⋯⋯⋯⋯⋯⋯⋯⋯⋯⋯j⋯··(104)

，j。
j第一节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104)

。

“， ’’．第二节·c历届党代表会议·O·OOOOIO·O·gO一⋯⋯⋯⋯⋯⋯⋯⋯⋯⋯⋯⋯⋯⋯⋯⋯“(108)

，+

， ．7第三节中共修武县委机构⋯⋯·”．．．·一．．．一一．．．．．．．．．⋯．．．·～”一⋯一⋯·+⋯·一(110) 一

·1’

、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党均组织工作．．．⋯⋯⋯⋯⋯⋯⋯．．．⋯．．．．．．．．．m·小⋯⋯⋯⋯．．．．．．⋯··(126)

党的宣传教育⋯⋯⋯⋯⋯⋯⋯⋯⋯⋯⋯⋯⋯⋯⋯⋯⋯⋯⋯⋯--!⋯”(135)
党的纪律检查⋯⋯⋯⋯⋯⋯⋯⋯⋯⋯⋯⋯⋯⋯⋯“⋯⋯⋯⋯⋯⋯⋯·(140)

党的统战工作⋯⋯⋯⋯⋯⋯⋯⋯⋯⋯⋯⋯⋯⋯⋯⋯⋯⋯⋯⋯⋯⋯⋯(141)

档案⋯”⋯⋯⋯⋯⋯⋯·”·⋯-“”·”⋯·”·”··⋯⋯⋯⋯⋯·⋯··-·“·····”(143>

人民来信来访⋯⋯⋯⋯⋯⋯⋯⋯⋯．．．⋯⋯⋯⋯⋯⋯⋯⋯⋯⋯⋯⋯一(144)

+第二章权力机构⋯⋯⋯⋯⋯⋯⋯⋯⋯⋯⋯⋯⋯⋯⋯⋯⋯．．．⋯⋯⋯．．．⋯⋯．．．⋯(146)

t’第一节各界代表会议与县民主政府参议会⋯⋯⋯⋯⋯⋯⋯⋯⋯．．．⋯⋯．．．m(146)

第二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146)

．：第三节人民代丧大会与县人大常委会⋯⋯⋯⋯⋯⋯⋯⋯⋯⋯⋯⋯⋯⋯⋯⋯(148)

，第三章行政机构⋯⋯⋯⋯⋯⋯⋯⋯⋯⋯⋯⋯⋯⋯⋯⋯⋯⋯⋯⋯⋯⋯⋯⋯⋯一(156)

第一节，县人民政府⋯⋯⋯⋯⋯一⋯⋯⋯⋯⋯⋯⋯⋯⋯⋯⋯⋯⋯⋯⋯⋯·⋯“(1e6)
，‘．第二节 区、乡、镇行政机构⋯⋯⋯⋯⋯．．．⋯⋯⋯⋯⋯⋯⋯⋯⋯⋯⋯⋯⋯⋯(1踟)‘

第三节修武县旧政府⋯⋯⋯⋯⋯⋯⋯⋯⋯⋯⋯⋯⋯⋯⋯⋯⋯⋯⋯⋯⋯⋯··(177) o

·，第四章政治协商委员会⋯⋯⋯⋯．．．⋯⋯⋯⋯⋯⋯⋯⋯⋯⋯⋯⋯⋯⋯⋯⋯一m(192)

第五章群众团体⋯⋯⋯⋯一⋯⋯⋯⋯⋯⋯⋯⋯⋯⋯⋯一⋯⋯⋯⋯⋯⋯⋯⋯⋯·(】93)

，第一节工会⋯⋯⋯⋯⋯⋯⋯⋯⋯⋯⋯⋯⋯⋯⋯⋯⋯⋯⋯⋯⋯”⋯⋯⋯⋯⋯·(193)’．

7’。第二节共青团·O,g· Q·I⋯⋯⋯⋯⋯⋯⋯⋯⋯⋯⋯⋯⋯．．．⋯⋯⋯⋯⋯⋯(196)

： 第三节妇联⋯⋯⋯⋯⋯⋯⋯·一⋯⋯⋯⋯⋯⋯⋯⋯⋯⋯⋯⋯⋯⋯⋯⋯⋯⋯⋯(201)

第六章公安⋯⋯⋯⋯⋯⋯⋯⋯⋯⋯·⋯⋯⋯⋯⋯⋯⋯”⋯⋯⋯⋯⋯⋯⋯⋯⋯⋯(208) ，t

’第一节政治案件侦查⋯⋯⋯⋯⋯⋯⋯⋯”⋯⋯⋯一⋯⋯⋯⋯”⋯⋯”⋯⋯””(209)

r|，第二节刑事案件侦查⋯⋯⋯⋯⋯⋯．．．⋯⋯⋯⋯⋯⋯⋯⋯⋯”⋯⋯“”⋯⋯⋯(209)

V。‘第三节一预审工作⋯⋯⋯⋯⋯⋯⋯⋯⋯⋯⋯⋯⋯⋯⋯⋯⋯⋯⋯一·000000·D00·000·(210)
√

第四节治安管理⋯”⋯⋯⋯⋯⋯⋯⋯⋯⋯⋯⋯⋯⋯⋯⋯⋯⋯⋯⋯⋯⋯⋯⋯·(211)

第五节监所⋯⋯⋯⋯⋯⋯⋯⋯⋯⋯⋯⋯⋯⋯⋯⋯m⋯⋯⋯．．．⋯⋯⋯⋯一⋯(212) ，．

， 第六节．防火工作⋯⋯⋯⋯⋯⋯⋯⋯⋯⋯⋯⋯⋯．．．⋯⋯⋯⋯⋯⋯⋯．．．⋯⋯⋯(213) j

一 第七节一人民武装警察⋯⋯⋯⋯⋯⋯⋯⋯⋯⋯·．．⋯⋯⋯⋯⋯⋯⋯⋯⋯⋯⋯⋯(213) ∥。

‘第七章检察⋯⋯⋯⋯．．．⋯⋯⋯⋯⋯⋯⋯⋯一⋯⋯⋯⋯⋯⋯⋯⋯⋯⋯⋯⋯⋯⋯(215)

+j第一节刑事检察⋯⋯⋯⋯⋯⋯⋯⋯⋯⋯⋯⋯”⋯⋯⋯⋯⋯⋯⋯⋯⋯”⋯”⋯(215)；
。 第二节经济检察⋯⋯⋯⋯⋯⋯⋯．．．⋯⋯⋯⋯⋯⋯⋯⋯⋯⋯一⋯⋯⋯⋯⋯⋯·(215)

第三节法纪检察⋯⋯⋯⋯⋯⋯⋯⋯⋯⋯⋯⋯⋯⋯⋯⋯⋯⋯⋯⋯⋯⋯．．．⋯⋯(216)

， 第四节 监所检察⋯⋯⋯⋯⋯⋯⋯⋯⋯⋯⋯．．．⋯⋯⋯⋯⋯．．．⋯⋯⋯⋯⋯．．⋯·(216)

：第五节控告，审诉⋯⋯”⋯⋯⋯⋯⋯⋯⋯⋯⋯⋯⋯⋯⋯⋯⋯⋯⋯⋯⋯“⋯·(216)

第八章法院⋯⋯⋯⋯⋯⋯⋯⋯⋯⋯⋯⋯⋯⋯⋯⋯⋯⋯⋯⋯⋯⋯⋯⋯⋯⋯．．．⋯(217)

，第一节审判⋯⋯⋯⋯⋯?⋯⋯⋯⋯⋯⋯⋯⋯⋯⋯⋯⋯⋯⋯⋯⋯⋯⋯⋯⋯”⋯(217)

第二节处理冤、假，错案⋯⋯⋯⋯⋯⋯⋯⋯⋯⋯⋯⋯⋯⋯⋯⋯⋯⋯⋯⋯⋯(219) 。

第九章司法⋯⋯⋯⋯⋯⋯⋯⋯⋯⋯⋯⋯⋯⋯⋯⋯⋯⋯⋯⋯⋯⋯⋯⋯⋯⋯⋯⋯(220) 。”

第一节律师⋯⋯⋯．．．⋯．．．⋯．．．m．．．⋯⋯⋯⋯⋯⋯．．．⋯⋯⋯⋯⋯⋯⋯⋯⋯⋯(220) ．一

●

·2· ．，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章
；

，第一节

民

，．第一节

∥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民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农田建设⋯⋯．．．．．．m⋯⋯．．．m·一a)oo 000oeo geeooo oeo oo～o·；·oooooo ooe eoo 0000eoo：·(294)

二第四节主要作物⋯⋯．．．⋯⋯⋯·呻⋯⋯⋯⋯⋯⋯⋯⋯⋯⋯⋯⋯⋯⋯⋯⋯⋯”(296)

第五节栽培技术⋯⋯．．．⋯⋯⋯⋯⋯⋯⋯．．．．．．．．．⋯⋯⋯⋯．．．⋯⋯⋯．．．⋯⋯⋯(301)

第六节植物保护⋯⋯．．．⋯⋯⋯⋯⋯⋯··?⋯⋯⋯⋯⋯⋯⋯⋯⋯⋯⋯⋯⋯⋯⋯(306)

第七节生产工具ooo ooo ooo ooj⋯⋯⋯⋯⋯⋯．．．⋯⋯⋯⋯⋯⋯⋯⋯·：⋯⋯·．L．：⋯·(309)
’

第八节农业区剐⋯⋯⋯⋯⋯⋯⋯．．．⋯·j⋯⋯⋯⋯⋯⋯⋯⋯⋯⋯⋯⋯“⋯⋯·(315)

·i第九节管理机构⋯⋯．．．⋯⋯⋯⋯⋯⋯⋯．．．⋯⋯⋯⋯⋯⋯⋯·⋯⋯⋯⋯沁⋯”(318)

第二章’林业⋯⋯⋯⋯厶．．．⋯⋯⋯⋯⋯⋯····0·000 000··O O·O：⋯⋯⋯⋯⋯⋯⋯⋯⋯”(320)

””。第·节林业资源⋯⋯．．．⋯⋯⋯⋯⋯⋯．．．．．．⋯⋯⋯⋯⋯⋯⋯⋯⋯⋯⋯⋯．．．．．．(321)

。第二节平躁绿化⋯⋯⋯^··i⋯⋯⋯⋯⋯⋯⋯⋯⋯··．．⋯⋯⋯⋯⋯⋯⋯⋯⋯⋯(32{§)．，

’|‘第三节封山育林000 oo·0j⋯⋯⋯⋯⋯⋯⋯⋯j．．．⋯⋯⋯⋯⋯⋯⋯⋯⋯⋯⋯．．．⋯(326)

9第四节栽培管理．．．⋯⋯⋯“⋯⋯⋯0·0IO··0·eo··gO·’⋯⋯⋯⋯⋯⋯⋯一⋯⋯⋯⋯(327)
+。i第五节林场，园艺场00·00⋯⋯⋯⋯⋯⋯⋯⋯⋯⋯⋯··j·⋯⋯⋯⋯．．．．．．·二一m(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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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修武县历史悠久，从周武王伐纣时命名，迄今已有三千多年。

?·自然界物竞天择，星转斗移，然我太行巍峨依旧，坐山巅可北望晋地；人世间，朝

； 代更替，沧海桑田，’而我平原广袤如故，立沃野能南窥黄河。县境内，山丘平原，南北
’

对半，资源富饶，交通四达。我们的袒祖擎辈在这里劳动生息，聚居繁衍，艰苦创业，

建设家园。他们以自己的不屈精神，演出了一幕幕悲壮动人的活剧；用自己的聪明智

慧，创造出一代代灿烂辉煌的业迹。忆往日，英雄逐鹿，志士往来，帝王游幸，名流聚

居，看今朝，人和政通，百业竞荣，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盛衰演变，兴废沿革，创造
4

了修武的历史l今喜逢盛世，修志以载，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

责任重大，义不容辞。+ 一

； 盛世修志，是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记述修武历史的志书也绵延不绝。明正德十三
u 年，清康熙三十四年，乾隆三十一年，道光二十年、同治七年和民国二十年，都曾有修

、’，志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0年也曾编辑出一部《修武县志》草稿，惜未刊印

成书，致成憾事。 。__
，

县志．集全县百科之大成。本志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n隹物主义观点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上溯几千年，纵横近百里，雍容大度，包罗万象， “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
e 略，继史之无黟，详实地记载了修武的历史和现状，为振兴修武和推动修武的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在编纂体例上，本志书采用编，章、节，目结构，分十编记事，即《大事记》，

《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科技》，《社会》、
、-

《．人物》，《附录》等。以“详近略远"为原则，各编上限时间不一，各依实际情况尽

可能上溯，下限时间一般至一九]kN年底。书中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穿插并

用。文字力求朴实，准确、严谨、简明，通俗。谬误与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

正。
，．

，值此志书定稿之际，繁赘数语，惟希冀其能造福人民，惠及子孙。。
。

F
’

簦赫撩娶熬藿申荣森修武县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甲术仰
’

一九八六年三月。



序 言(二)

考古今之沿革，验政治之得失，鉴经济之兴衰，观民俗之变迁。于国则有史，于邑

县则有志。地方志素有“鉴往"、“识今’’和“资政”、“教化，，．之功能。 “盛世修

： 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修武县历史悠久，志书也承启不绝。这部以新观点， ?
。‘ 新方法和新材料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修武县志》付梓问世，是修武县人民的一

。 件大喜事。
一

新编《修武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I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虏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问 、

． 题，坚持在方志体例上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二，立足 ．

当代，详今略古，突出反映修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的斗争活动，重
．

点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取得
‘

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气象。从而为我县各级领导干

部全面系统地了解历史和现状j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更好地贯彻落
‘

实党中央制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资料依据及历史借鉴I为向广大群众进行热

， 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 ’新编《修武县志》，在上级领导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心支持下，一修志人员勤奋笔

： 耕，历时四年j，终成志稿，付印出版。值此之际，谨代表县人民政府和近24万人民，向

+c 所有为《修武县志》的编写做出贡献者致以热诚的感谢! ’．

。’

、
：‘

^·
- ‘

+，

J‘

，
， j，

修武昙人民政府代理县长．·薛祖本 ～ j

● ，

。
’·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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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座落在太行山南麓，地处东径113。8，17，，一113。32t3，，

7，‘ 北纬35。7739矿m35。28732，之间．境域东西宽36．25公里，南北长40公里．东毗获嘉县，

，南邻武陟县，西至博爱县，北界山西省陵川县，东北与辉县为邻，西北与山西省晋城县

接壤，隶属河南省焦作市。县城西距焦作市25公里，东距新乡市40公里，东南距省会郑
。 州115公里。郑(州)一太(原)铁路、方(庄)一修(武)地方铁路，新(乡)一焦

‘，．(作)和方(庄)一武(陟)公路均相交于县城，以县城为中心，纵横境内，四通八

，‘一 7达。 7、 ，
。

．4．

全县行政区划设1个镇(城关)，12个乡，辖2,17个行政村，392个自然村，1，009个

。村民小组。共有居民45，819户，232，524人．’以汉族为主，另有回、满、蒙、藏，白五

个少数民族。i j ；‘，一。 ，i一、。．^f
‘

．

’。

． 本县，．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夏热多雨，冬冷少雪，春季千

燥多风，秋季气爽。’年平均气温为14．4℃。气温最高在7月，月平均为27．6℃，年极端

最高气温为43．5℃(1964年)．T气温最低在1月，月平均为一0．1℃，年极端最低气温

’． 为一19．9℃(1971年)．平均年无霜期216天，’平均年降水量为569．3毫米吾4全县分属于

两个气候区，即平川气候区和山地气候区。平川区，属于干热少雨区，山地区属于夏季

’，i，多雨，．冬冷干旱区，气温较平川区年平均低O．5℃。 ，’ “r．

全县总面积为722平方公里。北部是山区丘陵，面积384．9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

之五十三。南部为冲积平原，面积337．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山丘与平原

t‘面积几乎各占一半。呈北山南JIl的地形特征，地势北高南低。总土地面积118万亩，可耕地

面积382，953亩，人均耕地1．6亩。北部太行山自河北省延入，呈东北、西南走向，与济源县

壬屋山相连，构成一道天然屏障。海拔高度大部在l，000米上下，茱萸峰(俗称小北顶)是本

。，县太行山的主蜂，海拔高度为1，308米。从北向南由中高山逐渐过渡到连绵起伏的丘陵，海

，拔高度降至140—300米之间。平原区由北向南依次为山前倾斜平原、交接洼地，河流冲积

，平原，地形平坦，坡度平缓，海拔高度在85—140米之间。河流属海河流域的卫河水系。平原
’， 地区有大沙河、蒋沟、新河、’大狮涝河，山区有纸坊沟河、山门河、清水河等自然河流，多

：，‘ 属季节性河道，旱季少水，’汛期多洪。自然泉水有马坊泉，灵泉、大泊泉，明月泉等·

土壤种类有两和土、立黄土、沙土，垆土，白盐土、红粘土等。农业以小麦，玉米’_棉花

’为主，工’I，以冶炼．采矿，陶瓷见长。古今名贵的四大怀药(地黄、牛膝，山药，菊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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