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寥，i；争§i“譬

荔币．．}：'繇志
案遥平题

中州古籍出版社

；

{4每；；Ⅱ象日j"ti，oja氧≈“$¨__黝。1』0}口》}m《￥Iaalill曩疆mj，叶蕊嚣

“搿l。_蔫，4嘲，田

矿荨J々}静，v-^一t



(豫)．新登字05号
t·

．

‘：

一●

。

●

卜
t

’，，一

叶县志
叶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耿相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信息开发应用所制版承印 一、

787x 1092毫米 16开本 47．5印张 1097千字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2000册 +。——面而而而蹰孤丽_丽而＼
一!：-—一I



盛世修志以存史，鉴往昭来为资治。
县委书记戴松军题

史云讥墨甭



月

编修叶县史志，弘扬叶县文化，振兴叶县经济。

；一每哆’，

编悖叶彦吏蠡叉他据哆¨

馑睛

王．改
支◆九儿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新编《叶县志》即将问世，这是叶县一项很重要的文化建设，

也是叶县人民的一件大事。我在叶县工作期间：曾为编修《叶县

．志》做过一些应做的工作，在新志书即将问世之际，’’应叶县史志办

同志之邀，．略述浅见，以表祝贺。
·

。’

。

叶县自清同治至今已中断修志百余年，而这一阶段又是社会急，
”

剧变革的时代，把叶县百余年伟大变革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载入志‘

书，是一项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千秋大业。 ，

新编《叶县志》贯通古今，上限追溯到远古或事物的发端，下 。}

限1985年。全书约酊万字，它重点记述了叶县百年来，特别是建 ．

国以来，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

发展变化情况，既有胜利前进的成就和经验，又有失误挫折的情况

和教训；、既记载了叶县的地情、人情和各种自然资源，又记录了当

地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全：

书内容还注意体现叶县的五大地方特色，即：地理特色，叶县地处

豫中平原西侧，西靠伏牛，南接桐柏，东连豫中平原，历代为军事+

战略要地；资源特色，叶县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利资源，还有 。

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岩盐资源，为国内所稀有；、农业特色，叶，

‘县盛产粮食和林牧产品，还有种植棉花、烟草和花生的优势；政史

特色，叶县1927年就建立了共产党基层组织，曾为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和输送大批干部和兵员；灾患特色，叶县

历史上饱受水、旱、蝗灾害之苦，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免除了兵祸，控制和减轻了自然灾害。总之，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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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志 -

《叶县志》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地方百科全书”，它既可为

本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又可为叶县党政领导掌握地情，

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有用的资料，同

时，也是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民族团结教

育的良好教材。我相信，新编《叶县志》出版后，必将在叶县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原县长王安

一九八九年十．z．Pl⋯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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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从明嘉靖以来，已修过7次县志。1960年虽曾修过一次县

志，但因多种原因，未曾定稿付印。

这次修志，起事于1982年，历经三届县委、四届政府、九度春

秋，多次修改，几易其稿，终成此篇。1982年根据上级指示和部

署，时任县长张介民首先发起修志，建立修志机构，解决人员、经

费和办公用房，并发动和组织全县各单位收集资料，编写部门志，

为县志编纂奠定了良好基础。继任县长吴宝璋、王安等也为《叶县

志》的编写、总纂和评稿作了不少工作。在编纂和修改过程中还得

到了省、5市和县直有关部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特别值得提

出的是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根如和郑州大学副教授蒋相炎。杨

根如同志参与修志八年不辍，虽‘年逾花甲，仍为新编《叶县志》不

辞劳苦，。沤心沥ak；蒋相炎副教授不顾身患重病之苦，几次回叶提

供资料，亲自评审和修改志稿。还有县志办的主编、编辑及工作人

员，殚精竭虑，伏案笔耕，为《叶县志》的成书付出了不少心血。

新编《叶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十÷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基本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统一。， ．

’

’．

新编《叶县志》采用中篇结构，全书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

外，共分建置v自然地理、人口人民生活、中共叶县地方组织、。地

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地方人民政协、群众团体、

清民国党政机构、军事、公安司法、民政劳动、农业、烟草、’工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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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志

交通、商业、财政赋税、金融、经济管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体育、民族宗教、风俗民情、方言谚谣、乡镇述略、人物27’篇、。

108章、346节，约艿5万字。志书体裁，以志为主，述、记、志、

传、图j表、录穿插并用，文字朴实、准确、严谨、简明和通俗。

新编《叶县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情等，集千百

年之县情于一册，既记自然概貌，又记社会情况；既有历史，又有

现状；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内容丰富，资料可信，是一部可供参

阅和查考的资料性很强的“地方百科全书”。因此，我希望此书出版

后，能够在本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更希望全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读县志、用县志，为发展经

济、振兴叶县谱写出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
原县长王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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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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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溯至远古或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1985年底，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巨大变化。1986至1992年期间发生

的大事，以“大事记要”形式列入《附录》中。

三、本志采取篇，章、节、目形式，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

为主体，图、表、照片，分附有关章、节、目。

四，本志坚持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概述》，综括全县之大要；《大事记》，纵贯‘

古今；。专志”，横列百科，以事分类，纵向记述，科学组合，不受行政隶属关系的限’

制。 ，

、

一

．五、本志大事记以事系时，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以编年体为主，同

类事件归并记述，重大事件集中记述，少数条目略加评点。‘．
≮

六、人物志分传略、简介、名录三部分。人传略及简介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外籍

在叶县有影响者。遵循传统惯例，不为生人立传。入传略者名次，按去世时间顺序排

列；入简介者名次，以出生先后排列。
， ●J

七、本志所用资料，博采各级档案馆文献、图书馆藏籍、历代旧志、历史文物和有

关部门或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材料，去伪存真，入志有据，不再注明出处。

八、本志所用各项数字，主要采用县统计局提供的统计资料；统计局缺者，则来自

各有关部门。
’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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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用公元纪年。 ，．

～

十、缩略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2
l‘

称。建国后”或“新中国建立后”。。解放前”，指1947年11月4日叶县解放以前的历史时

—L．一
产l一

)



叶县志

期。政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名称，凡第一次在志中出现的用全称，以后重复出

现时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叶县委员会”简写为“中共叶县县委”或“县委”等。

十一、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除古迹、引用或其它必须用的繁体字以外，

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十二．本志经济部类中历年工农业产值增长比例，’均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一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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