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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代迁，岁月峥嵘。新《孟津县志》历经8个春秋，在中共

孟津县委领导下，在县直各单位，各乡镇和全县人民的关怀与支持

下，经过征集资料，制定规划、拟定编目、6易其稿，终于总纂成

书，付梓问世了。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绽开的一朵新花，

是一项值得庆贺的喜事。我仅以孟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向为新编

《孟津县志》提供资料、进行指导，给予支援、参加撰稿的单位和

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向远在台湾为家乡寄回清乾隆《洛阳县

志》、嘉庆《孟津县志》的耆老乡贤遥致敬意。

r．孟津县是个古县。商周时期已有毂城邑。平阴邑之设，西汉初

年又增平县。今天(1985年)，孟津的境域，由汉代的平阴县，平

县(全部)、觳城县、洛阳县、河南县(部分)组成。原孟津县自周

代以后的3000年间，曾9易其称，13次徙治。以孟津为县名始于金

熙宗天眷三年(1 140年)，迄今已,845年。 一

孟津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开始修志，成书于四十四年

(1565年)，其书毁于明末兵燹。清代分别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康

熙二十四年(1685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4

次重修。民国期间，虽于十三年(I 924年)，二十六年(1 937年)两

次续修，但均未成书。建国后，于f959年曾纂修简志(初稿)一部，

亦未付印。至1982年开始新编《孟津县志》时，断志已达167年。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说： “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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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

立"。封建时代撰史修志的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封

建统治者的政权。人民时代的新编志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四硕基本原则，采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

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状况，如实地记述建国后30余年来所走过的曲

折道路。．此外，还记述了孟津的自然。地理。文物古迹。．+风土人

情√古今人物等。使当代人与后来者能够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创

造未来，从经验教训中吸取鉴戒，从资料文献中探求规律。这是一

部“资治，存史、教化"之书和了解家乡风土的教材。

实践证明，要振兴孟津，必须首先熟悉县情。这对繁荣孟津经

济，坚持改革，开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在把握优势，

抓住机遇，开拓前进。，全面决策方面，县情更为我们提供依据。几

年来的亲身经历，使我逐步认识到纂修《孟津县志》的紧迫性和必

要性，加强了参与撰修《孟津县志》的责任心。8年来同县志总编

室的同志们一道，对新编《孟津县志》徼尽绵薄之力，做了些应该

做的事情。在新编《孟津县志》出版之目，我由衷地再次向给予这

本书以各种支持的海内外人士，表示敬意和感谢。

，恩格斯说： “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新《盂津县

志》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希望热爱孟津、关心孟津发展的各方面

人士，都来一读。．藉瞄哲明鉴戒，利今启后

津，作出应有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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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孟津县志》孕育8年，终于闪耀着光辉问世了。它为祖

国灿烂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一朵艳丽的奇葩!这是孟津县40万人民值

得欢庆的大事!借此，我谨向县委。县政府的前任领导和县志编

委会。总编室及所有关心支持县志编纂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们，表示

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为盂津人民编纂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第一部

《孟津县志》! ’

，

孟津县有758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地处中原，历史悠久。咱金熙宗

天眷三年(1 140年)易河清县名为孟津县至今(1989年)，已有850年。

孟津人民得天独厚受黄河乳汁之哺育，蒙黄河文化之薰陶，在中华民

族数千年的开化史上曾有过卓越的贡献；在祖国历史的发展中谱写

过光辉的篇章；尤其在近代的历史进程中j有过抗争。有过沉默。

有过欢乐。有过悲愤。有过经验．有过教训。几经伟大的变革。始

有繁荣昌盛的今日。历史不断前进，社会日益发展。我们欲要了解

过去。认识现在、更好地开拓未来，前事须当镜鉴，为政方有依

据。因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时

不我待，势在必行。

志乘之书，响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编修志书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更为古往今来刖门所重视。孟津县人民政府于1982

年抽调人员，建立编志机构。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志总编

室人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广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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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各种资料千余万字．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7拟篇

目，6易其稿。不辞案牍之劳，兢兢业业，历经8个寒暑，编成了

字近百万的鸿篇巨制一一新《孟津县志》。

新编《孟津县志》，上溯远古，下至当今，纵横兼顾。包罗万

象。翔实地记述了孟津县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科技-

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集区域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

一书。
‘

新编《孟津县志》再现了历史面貌。显示了客观规律。这些资

料告诉我们一个绝对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

党和社会主义才是国家和人民的唯一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

历史的必然选择。一切热爱孟津立志振兴孟津的人．不可不读新编

《孟津县志》。它是我们了解县情，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乡土教材。它能为我们各项事业的

振兴提供珍贵的．丰富的、可靠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能使我们

在制定决策时“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更好地扬长避短，发挥优
，

势。 ．

f 一
， ‘

新编《孟津县志》裨益当代，惠及子孙。我们要让它在振兴孟

津、开拓前进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

县委书记．张和儒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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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历史悠久，是个古县也是个名县。自金代天眷三年(i140

年)建县以来，孟津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经历着风风雨雨，繁衍生

息，艰苦创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辛酸，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

的奋斗业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生活在75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40万孟津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J』团结、拼搏、改革、创新，正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开拓前进。为了系统地、历史地、真实地记录好这一全过

程、选调参加编史修志的十多名人员，同心协力，广征资料、反复

考证、字斟句酌。历尽8年艰辛，编纂出数以百万字的《孟津县

志》。这是孟津精神文明建设中一大工程、一大喜事，值得欢庆。

当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孟津县志》即将出版之际，正值县政府

换届。我做为孟津县新一届领导人，看到在前任领导下获得的修志成

果，感到无比欣慰和感激。根据1958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编修地方

志的指示精神，新编《孟津县志》对i949年前千余年的历史资料，进

行了筛选概述，同时，重点记述了建国后36年来各条战线上的成

就，显示了孟津人民走过的曲折而光辉的道路。这是振兴孟津经济

的信息宝库，各级干部案头的百科全书，工人农民的生活指南，教

育子孙后代的教科书。它会使我们了解县情，心明眼亮，少走弯路。

为此一‘我希望全县人民和各级领导把社会主义的《孟津县志》作

为删1学习，生活中的良师益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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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扬帆前进，为孟津的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建设，再奏凯歌。

县长吕玉华

1990年12月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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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孟津县志》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根据-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一的修志原则，系统记述孟

津县的历史和现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二、篇目设置采取大编类型。共一述一记十编一录。按照先自

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的顺序排列。《大事记》、 《乡镇》，

《附录》，不设章节。

，三，《概述》列全志之首，从宏观上总括全县概貌。横概门类，

纵述沿革，使读者获得总体印象。

四、《大事记》为一志之经。自远古至下限，详今略古，记载

大事。 ．

五，本志上限不等高，下限至1 985年。

六、《人物编》所列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有贡献的客籍。分

传记、革命烈士英名录、人物介绍、人物表4部分。生人不立传，

入传者以卒年为序。反面人物，隔行列于最后。人物介绍、人物表

按界别分类，以生年为序。

七、时间表述和数字书写均按照1 986年12月3 1日《人民日报》

公布的规定和习惯用法。

八，志书行文所用的靠建国前”、“建国后一字样，均指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前后。

九，金志的材料大部分来自县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和各部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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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志的初稿，一部分来自实物和口碑。数据以县统计局统计数字为

准，统计局所缺数字，由各单位提供。

十，本志书有关中华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与公历的对照，均以

《辞海》附录《中国历史纪年表》为准，但月，日仍用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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