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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J章一J J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作为一方之全史，是一个地区先进文化的

集中体现，是记载一个行政区域发展的传世之书。不仅能经世致用，而且可鉴往知来，具有“存

史、资政、教化、交流”的广泛功用。

修志是历朝历代的大事。镇平在历史上曾六次编修县志，五次出版县志，现存有清代《康

熙镇平县志》、《光绪镇平县志》、民国《新修镇平县志》与1998年版《镇平县志》。此次撰修出版

的《镇平县志》(1986～2000)是镇平县第二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

是地记载了1986年至2000年的15年间镇平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面貌。其

所载时段正是镇平人民沐浴改革开放春风，加快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镇平人民坚持

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推动镇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其所载史实涵

盖自然、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提供了大量条理化、规律化的实用信

息。领导者可据以决策，教育工作者可选作教材，文艺和科研工作者可用为素材，人民群众可

以此丰富文化生活。对发展规划、招商引资、经济建设等工作都有直接的服务作用，堪称一地

之百科全书。

适值此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全县人民向多年来关心支持镇平发展建设大业的各级领导、

各方人士和默默笔耕、甘于奉献的史志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镇平县志》的问世表示热

烈的祝贺!

盛世修志改革开放永垂青史，读志用志万众一心再铸辉煌。在新的世纪里，愿镇平更加繁

荣昌盛，人民更加富裕安康!

中共镇平县委书记赵耋又
二00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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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蓁；塾譬蓁蓟耍熏善羹薹羹咝耋季i鋈皆薹雾；雾茎三主薹譬蓁娄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

以人为本和科学的发展观，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承志体、严体例，实事求是地记述这一时期镇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

二、本志上下限为1986。2000年，个别部分为确保资料记述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必要时做

适当的上溯。

三、本志以科学分类为主，兼顾社会分工，不受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采用章、节、目体。共

设50章238节。总述、大事记、附录不入专志序列。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语言文字力求准确、朴实、简洁、流畅。

述：运用于总述中，夹叙夹议，彰明因果。记：以编年体为主，适当运用记事本末体。志：以时间

为序，横排竖写。传：主要记录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图、表：依志所需，分别设置在

各专志之中。录：为各章不包之要事。

五、人物章没传记、简介、名表。入传记和简介人物均为在县内外有重大影响者，立传人物

概为谢世者。

六、计量单位按照国务院1984年2月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规定使用。数字使用执行国家技术监督局规定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七、称谓、地名均使用当时的正式名称。较长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出现时酌用

简称。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直各部门、各乡镇。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未入统计

序列的，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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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收购⋯⋯⋯⋯⋯⋯⋯⋯⋯⋯⋯⋯⋯⋯⋯⋯⋯⋯⋯⋯⋯⋯⋯⋯⋯⋯

四、外贸企业选介⋯⋯⋯⋯⋯⋯⋯⋯⋯⋯⋯⋯⋯⋯⋯⋯⋯⋯⋯⋯⋯⋯⋯⋯

第十三章。经济综述⋯⋯⋯⋯⋯”⋯⋯⋯⋯⋯⋯⋯⋯⋯⋯⋯⋯⋯⋯⋯⋯⋯⋯⋯⋯⋯⋯⋯．

第一节“镇平精神”与“镇平现象”⋯⋯⋯⋯⋯⋯⋯⋯⋯⋯⋯⋯⋯⋯⋯⋯⋯⋯⋯

一、镇平精神⋯⋯⋯⋯⋯⋯⋯⋯⋯⋯⋯⋯⋯⋯⋯⋯⋯⋯⋯⋯⋯⋯⋯⋯⋯⋯

二、镇平现象⋯⋯⋯⋯⋯⋯⋯⋯⋯⋯⋯⋯⋯⋯⋯⋯⋯⋯⋯⋯⋯⋯⋯⋯⋯⋯

第二节经济发展⋯⋯⋯⋯⋯⋯⋯⋯⋯⋯⋯⋯⋯⋯⋯⋯⋯⋯⋯⋯⋯⋯⋯⋯⋯⋯

第三节经济结构⋯⋯⋯⋯⋯⋯⋯⋯⋯⋯⋯⋯⋯⋯⋯⋯⋯⋯⋯⋯⋯⋯⋯⋯⋯⋯

一、所有制结构⋯⋯⋯⋯⋯⋯⋯⋯⋯⋯⋯⋯⋯⋯⋯⋯⋯⋯⋯⋯⋯⋯⋯⋯⋯

二、产业结构⋯⋯⋯⋯⋯⋯⋯⋯⋯⋯⋯⋯⋯⋯⋯⋯⋯⋯⋯⋯⋯⋯⋯⋯⋯⋯

三、投资结构⋯⋯⋯⋯⋯⋯⋯⋯⋯⋯⋯⋯⋯⋯⋯⋯⋯⋯⋯⋯⋯⋯⋯⋯⋯⋯

第十四章特色经济⋯⋯⋯⋯⋯⋯⋯⋯⋯⋯⋯⋯⋯⋯⋯⋯⋯⋯⋯⋯⋯⋯⋯⋯⋯⋯⋯⋯⋯

第一节玉雕产业⋯⋯⋯⋯⋯⋯⋯⋯⋯⋯⋯⋯⋯⋯⋯⋯⋯⋯⋯⋯⋯⋯⋯⋯⋯⋯

一、玉雕发展⋯⋯⋯⋯⋯⋯⋯⋯⋯⋯⋯⋯⋯⋯⋯⋯⋯⋯⋯⋯⋯⋯⋯⋯⋯⋯

二、原料与品类⋯⋯⋯⋯⋯⋯⋯⋯⋯⋯⋯⋯⋯⋯⋯⋯⋯⋯⋯⋯⋯⋯⋯⋯⋯

三、玉雕工艺⋯⋯⋯⋯⋯⋯⋯⋯⋯⋯⋯⋯⋯⋯⋯⋯⋯⋯⋯⋯⋯⋯⋯⋯⋯⋯

四、玉雕销售⋯⋯⋯⋯⋯⋯⋯⋯⋯⋯⋯⋯⋯⋯⋯⋯⋯⋯⋯⋯⋯⋯⋯⋯⋯⋯

五、玉雕节⋯⋯⋯⋯⋯⋯⋯⋯⋯⋯⋯⋯⋯⋯⋯⋯⋯．．．．⋯⋯⋯⋯⋯⋯⋯⋯⋯

六、精品介绍⋯⋯⋯⋯⋯⋯⋯⋯⋯⋯⋯⋯⋯⋯⋯⋯⋯⋯⋯⋯⋯⋯⋯⋯⋯⋯

七、玉器厂选介⋯⋯⋯⋯⋯⋯⋯⋯⋯⋯⋯⋯⋯⋯⋯⋯⋯⋯⋯⋯⋯⋯⋯⋯⋯

第二节地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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