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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一

改革的浪潮推向新世纪之初，《安阳市郊区志》续志编纂出版，表明1986至

2002年，历届区委、区政府率领广大干部群众，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就将永远载入

史册，为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提供了宝贵资料。

《安阳市郊区志》新本所载时段，是全区改革与发展的最好时期。历史是人

类生活的纪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客观评价这段历史，才能以史为鉴，扩大

眼界，增长见识，激励今人，昭告后世，进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扬长避短，兴利

除弊，科学决策，加快郊区的全面发展。

安阳市郊区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具有巨方的魅力。“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

年前是帝都”。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在这方热土上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奇

迹，一片片甲骨文，一件件青铜器，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成就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在这块热土上，曾涌现出许多志士仁人、革命先烈，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百折不挠，

矢志不渝，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奋斗牺牲。共产党人历经艰辛，为赢得中华民族

解放做出了贡献。他们用激情、热血乃至生命谱写出的英雄事迹，是一种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事实证明郊区不愧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在。

当历史步入80年代中期以后，历届区委、政府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历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大潮，冲决了旧的堤坎，涤荡了污泥浊水，旧思

想、旧观念打破了，新思想、新观念发生了可喜变化，经营承包、优化组合、竞争上

岗，价值规律、招商引资、科教兴区等等，这些表现新思想的名词，融进工作和经济

生活中去。许多共产党员开拓进取，积极带领广大群众大力发展经济，奋力奔小

康；许多企业家用自己的胆略和气魄，闯入新型企业的新格局；许多党政干部干出

了为百姓称道、为历史记载的政绩。他们在改革与发展中，不辞劳苦，顽强拼搏，

体验着弄潮者的幸福和自豪。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全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

民生活日益提高，社会事业欣欣向荣。可以说，对前人的业绩追思与光大，必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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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在改革和发展中注入动力。

古人日：地方史志“详史之略，补史之缺，续史之无，参史之错”，为现代人有

所借鉴。这部续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郊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

与现状，内容丰富，范围较广，基本上做到了观点正确、材料真实，语言规范、详略

得当，符合志体，它必将发挥其“利今世而惠后人”的作用。

区委书记武锋

2006年10月2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序 二

一年多来，通过对史志资料认真筛选、整理，数改其稿，《安阳市郊区志》续

志，终成硕果，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郊区环绕安阳市四周，内与文峰区、北关区、殷都区相连，外与安阳县、鹤壁市

接壤，辖5个乡镇，146个行政村，20余万人口。境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便

利，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今天更是现代化建设大有作为之区。

郊区文化积淀丰厚，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先人

曾在这里繁衍生息，殷墟是我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

实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是中国文明的骄傲，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在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才人名士迭出不穷。如名重一时的宋代三朝宰相韩琦

等，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留下动人的故事和遗迹，充分表明郊区不愧为人杰地灵

的人文胜地o

更为可颂的是17年来，历届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以加快发展为主题，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提高人民生活为目的，强力实施“农业

稳区、工业强区、科技兴区”的发展战略，勇于开拓，锐意进取，促进经济建设迅速

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日益提高。数字见证历

史，数字昭示成就。2002年，全区乡镇企业总数发展到5800多个，从业人员

38000余人，企业总产值增加到340953万元，比1986年增长18．6倍，实缴税金

8496万元，同比增长12．5倍。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部纵贯古今、记述全面、观点明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重点突出、章法严

谨、行文规范的续志，则是郊区的“百科全书”，必将为后人留下有益的启示。

郊区第二届志书上限1986年，下限2002年。志书客观、系统地记述了辖区

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民情民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基本上做到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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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材料真实、图文并茂，具备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的特点。编修一部续志是

必要的，但并非易事。为此，在志书出版之际，谨向为郊区续志提供资料的单位和

人员、对淡泊名利、辛勤工作的编辑人员和省市评稿专家一并致以诚挚的敬意!

区长韩力农

2006年10月29日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志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真实

地记述安阳市郊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史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为续修《安阳市郊区志》，也是郊区的一部终结志。上限为1986年，

下限为2002年。为体现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某些史实记述适当上溯或

下延。
’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与条目体相结合的体例，设为章、节、类目及条目四级结

构。 ．

四、本志体裁分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志首列序言、凡例、概述，

志末置大事记、附录和后记。志书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顺序排列。

五、本志人物分传略、烈士名录和革命人物和其他人物录四个层次。立传人

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突出革命先烈及对革命有功者。

六、本志凡书省、市、区均指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市郊区称。乡(镇)亦照此

称。

七、志书使用第三人称，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语言力求准确、简明、朴实、流

畅。 ．

八、本志所用数据以郊区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数据由有

关单位提供。计量单位接国家统一标准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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