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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内黄县位于豫北黄河故道，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

祥地之一。早在4500多年前，华夏人文始祖“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帝喾二

帝就曾建都、兴业并造陵于此。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这片大地上

的先民们，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为我们留下了古帝丘、古亳都、颛顼帝喾

陵、商中宗陵和汉代庭院遗址等古老的文化遗迹。内黄又是革命老区之一。

1927年，这里就建立起了豫北地区最早的中共党组织。1928年、1931年，在

党的领导下，硝河两岸相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盐民暴动，从而唤

起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争意志。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

地的中心区，抗日军民依托沙区和枣林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被誉为“红色沙区”o解放战争时期，内黄儿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

军参战、支援战勤，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内黄县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林茂粮丰，自然环境优美。红枣栽培已有

1500多年历史，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县级前茅。林果、尖椒、温棚瓜菜、畜

牧养殖业生产均位居全省前茅。全县森林覆盖率达34．6％o先后被国家誉为

“山绵羊生产基地县"、“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优质棉、出口棉生产基

地县"、“优质蜂蜜出口基地县"、“中国名特优经济林红枣之乡"、“全国平原

绿化高级达标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县”、“中国红枣产业龙头县"o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

动力，大力实施“科教兴县”、“全方位开放带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农业

在不断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

稳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极调整产业及种植业结构，初步形成了特色

种植、养殖、加工为“一体化”，农工商“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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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工业强县之路，大力发展县域工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全县

逐步形成了食品饮料、粮油加工、棉纺印染、机械制造、医药化工等五大行

业和红枣、花生、腐竹、“三粉”、木材五大加工群体共同发展的工业格局，

工业经济实力和效益逐年提高；以实现城镇化为载体，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商贸服务和旅游等行业得到较快发展。全县经

济总量取得了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在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与先进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

大差距和不足，加快发展是摆在全县人民面前的根本出路，也是唯一出路。

认真研究借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县情，因地制宜，

兴利除弊，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实现内黄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愿全县人民进一步强化危机意识，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同心协力，艰

苦创业，为早日全面实现内黄小康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中共内黄县委书记 冯克坚

--0 0六年十二月



序 二

序 二

《内黄县志》(1988～2000)即将出版问世，这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

生活中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内黄县地处豫北平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灵人杰。华夏人文始祖

颛顼、帝喾和商中宗太戊均建都、建陵于此，是春秋时期政治家商鞅、东晋

十六国冉魏皇帝冉闵和唐代大诗人沈俭期的故里，是楚霸王项羽夺军救赵

“破釜沉舟"之地，是民族英雄岳飞青少年成长成名的地方。内黄县物产丰

富，环境优美，是中国红枣之乡、河南省大枣标准化示范基地，是国家级商

品粮、优质棉、山绵羊、优质蜂蜜生产基地县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县。近年来，

全县尖椒、蔬菜、林果、畜牧养殖等高效特色无公害农业发展迅猛，形成规

模优势；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的县域工业逐步发展壮大，经济实力明显提

高。

内黄县有着优良的修志传统。据有关资料记载，《内黄县志》编修始于

明代，至今共存世有明嘉靖、明万历、清乾隆、清光绪、民国《内黄县志》、

新编《内黄县志》共6部志书。上述6部志书，前后历时近500年，内容通

览古今，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o

《内黄县志》(1988—2000)的编纂开始于2002年5月。至2004年4月

完成初稿。2005年5月，通过省、市专家评审。此后，又经多次修改完善，

数易其稿，今天终于成书。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承袭上届志书框架结构的基础上，大

胆改革和创新，突出反映了内黄县悠久的历史文化、农业大县的特点和改革

开放的时代特色，资料丰富，记事客观，结构严紧，言简意赅，是一部具有

鲜明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的新方志。在此，殷切希望全县各级干部和广大人

民群众，通过研读该志书，解读内黄县13年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汲取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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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从中获得有益借鉴，促进各项事业更加健康快速发展。

《内黄县志》(1988～2000)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文字工程，这项工作从

始至终都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

了大力支持。志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市史志办公室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县直各单位、各乡(镇)及驻内单位的积极配

合。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发扬无私奉献的

敬业精神，躬耕力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适值志书出版之际，我代

表内黄县人民政府和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

向所有参与志书编纂指导和评审的省、市专家及有关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辞不尽意，谨以为序。

内黄县人民政府县长郜军涛

--O O六年十二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记载内

黄县政治、经济、文化、自然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突出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色，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为1993年版《内黄县志》的续修，上限1988年，与上届《内

黄县志》相衔接；下限2000年底，部分资料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有所突破。

三、本志采用篇章体的小篇结构，层次为篇、章、节、目。体裁为述、

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首列概述，总揽全志，统领全局；次

设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的方式，略记全县大事；专志31篇，

按事物属性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各篇按环境资源、政治建设、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人物、乡镇概况等六大部分的顺序排列，表格随文，文表相辅相

成；末设附录，增记有祭祖节、红枣文化节、2001～2005年大事记等内容。

四、本志为突出时代特色，专设“改革开放"篇；为突出地方优势产

业j专设“种植业"、“林果业·红枣”、“养殖业"篇；为反映历史文化特

色，专设“颛顼、帝喾陵”篇；为弘扬社会新风，专设“精神文明建设"

篇，收录部分社会新风范例。

五、本志人物篇设人物传记、人物简介、人物名表。以本籍人物、当代

人物为主。传记、简介均为已故人物，不分职务高低按出生先后排列。各种

人物名表按一定标准收录。人物篇及其他篇章涉及的人物一律直呼其名。

六、本志黑白图片使用1988—2000年照片，彩色版部分使用下延至本志

出版时的照片。

七、本志使用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1986年10月公布的《简

擎#。雾缝弗缈。器，—＆日壹；§，疆曩墨I诩鬟气囊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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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字总表》为准，语言文字力求朴实、严谨、准确、简洁。称谓、地名使用

现行标准。组织机构、会议、文件名称，首次用全称，以后一般用简称。时

代性的专用名词和简化术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或用括号注释全称。计量单

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使用。土地面积和不便换算的数字仍

然采用习惯用法。数字使用执行1996年6月1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o

八、全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县直各部门、各乡(镇)和县档案馆。数

字以统计局为准，部分采用部门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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