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郏县志》(1987～2000)的出版问世，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可喜成果。

郏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这决土地上的人民生生

不息，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取得了辉煌的文明成

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郏县人民在中共郏县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下，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全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开创了郏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可以说，这14年是郏县历史

上的较快发展阶段。把这一时期取得的业绩载入史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

《郏县志》(1987--2000)的面世，是全县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她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搜博

采，取华敛实，上承前志之精华，下聚各方之卓见，全面、客观、真实、系统

地记述了郏县在新时期取得的新成就，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鲜明的地方特

色，为今后郏县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科

学依据，是一部惠及后代子孙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o

《郏县志》续编纂修工作从1998年5月开始。四年来，许多领导同志对修

志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们甘于淡泊，默默笔

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适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共郏县县委、郏县

人民政府向全县的史志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郏县志》(1987--2000)

的问世表示热烈的祝贺!

愿郏县人民在新的世纪里，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共创郏县美好的明天!

中共郏县县委书记

徐合民

郏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天顺

二00二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记载郏县1987

--2000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为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内容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力求

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内容断限，上限1987年，一般与上部《郏县志》相衔接，

个别部分由于上部志书缺佚，时限略有上溯；下限2000年底。

三、本志采用编、章、节、目结构。首设概述，综述县情，统

摄全局；次设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式略记全

县大事；专志按事物属性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分门别类记述全县

情况；末设附录。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语

言文字力求准确、朴实、简洁。

五-人物编设传记、简介、名表。入志人物以本籍、当代、正

面为主，生不立传，真实、公正地收录在全省和全国有较大影响的

原郏县籍人物。传记、简介人物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六、计量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使用，唯土

地面积有些地方采用亩计。数字使用执行国家技术监督局规定的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o

七、称谓、地名使用现行标准。组织机构、会议、文件名称，

首用全称，以后一般用简称o 1987--2000年间乡改镇的，改镇前仍

称乡，改镇后称镇。

八、全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直各部门、各乡镇。数字以统计局

为准，未进统计序列的，采用部门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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