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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邓州市志》(1990—2000)的出版，是我市人民政治文化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它的问

世，表明我市1 1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作为新的历史画卷载入史

册。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地方志书是文化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o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志书作为官修的地

情书，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在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建

国以来，中央领导和各级地方政府重视编史修志的重要原因。

邓州历史上曾多次编修地方志。现存有明朝《嘉靖邓州

志》和清朝《顺治邓州志》、《康熙邓州志》、《乾隆邓州志》，以及

民国《重修邓县志》等志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清

明，百业俱兴，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江

泽民同志曾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1982年，市地方史志

办公室成立后，编纂人员历经14年艰苦拼搏，完成第一届《邓

州市志》的编纂任务。2000年，根据上级要求，开始编纂第二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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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

第二届志书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

精神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丰富的内涵，翔实的资料，多角

度、多层次、全景式地记录了1990年至2000年邓州市在改革开

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希望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认真阅

读这届志书，研究这段历史，明其得失，鉴知未来，在解读邓州

市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深刻认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做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

来，在邓州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共同谱写新的辉煌篇章。

中捌嗽眠删懒书记别
二oo五年八月

。



序

序 二

邓州市地处中原，历史悠久，素有豫、鄂、陕“三省雄关"之

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孕育了这块

．神奇的土地。出土文物表明：人类在邓州定居已有6000多年

历史。文字记载证明：自夏仲康封子于邓，始称邓国；隋开皇3

年即公元583年改为邓州；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为邓

县；1988年1 1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邓县，设立邓州市

(县级)。199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改革开放特别试点市o 1996

年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2001年被河南省政

府确定为优先发展的中等城市o 2004年被河南省政府赋予享

受省辖市同等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o

1990年至2000年，邓州人民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

发展为主题，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先后实施了
‘

‘农业高产开发、黄牛生产、商贸带动、科教兴邓、工业强市、招商

引资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使市域经济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培育出烟叶、棉花、畜牧、蔬菜、林果

五大支柱产业；工业形成化工、卷烟、食品、建材、纺织、造纸等

六大支柱产业；交通、通讯、电力、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

全面发展，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富裕的n
V‘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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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局面o 200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414634万元，比1990年

增长30％；工业总产值669502万元，比1990年增长14倍；国民

生产总值637740万元，比1990年增长5．4倍。特别是近两年，

正兴棉纺、金星啤酒等大型企业落户邓州，为我市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今日邓州，人心思进，百业并举，政通人和，万

船竞发，全市上下形成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

良好态势。

这届志书的出版，为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提供了宝贵资料。

我们不但看到1 1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而且看到我市与发达地

区存在的差距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和认识新时期社会和事物发展的规律，用

发展的眼光看待面临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日益全球化发展的

今天，必须迸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愿邓州市人民在新的世纪里共同努力，续写邓州未来

更加美好的历史篇章。

邓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树华

二oo五年八月



凡 例

凡 例

一、《邓州市志》(1990—2000)为第二届社会主义新方

志。编纂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全面、准确地记载1990年至2000年邓州市在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基本情况，突出记述了改革开放中的新

成就、新事物、新矛。盾、新趋势，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

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卷、章、节、目编纂体。由述、记、志、

传、图表、录几部分组成，以志为主，辅以照片、图表。

三、本志继承修志传统，坚持科学分类，兼顾社会分工，

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分志介绍，以发展为主线，共设

环境与保护、资源与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民族宗教民俗

生活、改革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乡镇企业、工业、

商业、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经济管理、中国共产党、人民

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社会团体、

公安司法、武装、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精神文明

创建、人物、乡镇办概况共27卷，分门别类记述全市情况。

四、人物卷设传记、简介、名表。入志人物以本籍、当／7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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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正面为主，生不立传。简介邓州及邓州籍有突出贡献的

人员。列表收录在外地工作的正处级以上人物，各局委获地

(市)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邓州市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

业技术人员。传记、简介人物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五、本志采用记述文体，使用规范化的简化汉字。

六、本志数字使用方法，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

写。计量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使

用，惟土地面积有些地方系用亩计。

七、本志统计数字均以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准，

未进统计序列的，采用部门提供的数字。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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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志上下限为1990年至2000年，为记述资料的系统

和完整，必要时做适当的上溯和延伸。

十、本志所用资料以单位提供为主，参照馆藏资料，均

经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o

十一、彩色图片版部分使用下延至本志出版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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