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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r党中央、、国务院倡修地方

‘志，使地方志这_古老的传统史番匕形式，在祖国的
重大历史转变时期获得了、新的生佘力钆党的十；大
，强调，要注意了解、。研究。撵挺国·l}-，从而制

定符合国；情的政策，胜利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而地方志，包括省志、城．率：态、』县志_以
及区意。。乡?志等，恰蛤可以在这方7面发挥自己的优

势与重大作用一它可提．供翔实一j的地情，为各级领
。导决策时参考。， ，

：、： 我钔陕西省．被称为“方意之乡’■明代关牛即
有八大名志，以后也曾有乡志成稿。这次修患，成

绩卓著j．尽管国家规定县以上才正式修忘．，但许多
，区、乡领导-十分重视对于地精嫩了解和研究，不少
地区的区≮乡均有热心人筹划此事。．、石泉县后柳区
的领导认真抓了这件事，作‘出央定_I，【在金区范围
内，组织区级机关和各‘乡、镇机关，通力合作；又
争取县委、县政府和县志办的领导与支持，艰难困

苦，玉汝予成，’从l 987年5月起，以一年多时间，

完成《后柳区恋》，成为全省出版的第一部区志。

石泉县后柳区不要国家钱财，；依靠广大群众的



支持，编纂的《后柳区志》，以丰富的资料与完善
的体例，反映了该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
意义是很大的。对于该区来说，这是开天辟地以来

的首创：这部区志部分资料追溯到远古，并重点记
述了清代同治元年<1 862)到l988年共l 22年后

柳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情、人物等方
面的基本情况，反映了近百余年间后柳区翻天履地

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
格局、新的繁荣景象，’展示了后柳区产生这些变化

的历史轨迹，其中包含了后柳区人民的奋斗历程，

以及后柳区领导工作、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经验教
训。这对于进一步开发与建设后柳区提供了历史借

鉴与科学依据。《后柳区志》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
延续而愈显光辉。

’《后柳区志》共1 7章、55节。汾概述、大事记、
分志、一附录等部分，共127)-字。作为对一个区的基

本情况的反映，《后柳区志》的篇幅与篇日总体设
计所提供的实践与尝试，大体上是成功的、合理

的，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在此，特表示祝贺!

解 师 曾．

1 9 8 9年3月2 5日于西安

注：序言作者为供酒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县志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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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出版《．后柳区志"是我落。件大喜事。：
送是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全区人民
的共同愿望≯意义极为重大深远。，稿成帚，j编志领

导小组嘱我为区志作序，不胜感奋，浮想联翩0．

≤。我是1 986年诌月。来后柳工作时。～。当时，金区两

个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可喜昀进展。’工农业生产逐年
盖升。随著农村缝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各项事
韭蒸蒸日土，?人民垒活水平有节。较大提高，可谓政
通人和，二盲事兴旺。‘j在遂样昀时代和环境里王作、，
学习。、。j生话；有谁不感到幸福呢。t：过去几年，我。
直在箕电区基屡单位做领导盖律，：。’对农村面貌比较
熟悉。一我们这里；地方俯僻，。山大火稀，王、地、瘠
薄，，自然灾害严重；‘妻加芝受客观环境限制，，发展农
树商品经济生产匿难较大f’爻因全区各地的自然条
件不同，一个区如何从当地实际出发l正确执行土
级措示，搞好篮农业生芦f童‘确非易事j。，’这些举，我
僻总是首先分析培磷的实际情况，’．和同志们一道深
入群．众调查研究：，、旅孜以求，～努力寻觅符合后柳实
际情‘况埘最佳建设方案。、。实践使我体会封，1要领导



好一个区，建设好一个区，不仅要认真研究党的方
针政策，而且要深刻了解本地区情况；不仅要了解
现状，而且要弄清历史。’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我才
提议要编修《后柳区志》。从l 987年开始，经过修

态太员南每多的努密，．军易其稿，现在终于编成了
我医历塞上第一部医态。这部i区志昀出版，-对于我
们认勰后柳嘉j建设后柳，1振*后柳，提供了枣蜜的

资料和借鉴。-。。-。．， +，“o 。

，、‘。‘j’，．．一’。

≯，历史上0后柳从未镍过志。：。我采后槐工、作以

后，?寻访当地老人，。发现这里厩震悠久k文健古
老；蕴藏着巨大酶信患量≯待我们齿撼掘蠢《盾栅
韪志》的编纂ij本着“贯通毒今∥详会略古婴。瞬羼
贝Il，、攘集整器孑后柳氲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方蕊
的瓷料，j’并以瓣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橛主j义。昀观
展，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昀、基本理论去分析毫．研

寒地方历襄。区志去粗取精，、蠡伪存真≯安事蕺是
城谒栽了展柳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太交化。j翳盾枫区
态》观赢．亚确，I资料翔实，。体侧寇!善，·傣爨了畦代
风貔衣地龙特色。囊孓“f ‘

．、

～ +·-_j、1各

’，缭霉匿志是t顼。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i态书鲰
醉。朦，．悬镰令幕位通方合作的结暴。。我们感谢孝部：
f弧．备单位巍我1f!{提供各种资料。感谢叁^本态晦
缄戛越员积撅摅集资料p。勤恳玉僬；。．感谢县政府地

～奄～



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由于我们编志水平有限，志稿中还存在有许多

不足方面和失误，敬谱1、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_何 运，募
‘

、

1 9 8 8年1 o月-l 0日



凡 例

一、 《后柳区志》，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后柳区

的历史和现状。⋯全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力求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性和

地方特色。 ’’

二、本志结构，设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
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融为一体。

三、全志运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体

裁记载。以志为主，图表分附其中。运用语体文，
通俗易懂。

四、本志上限l9“年，对有些需要溯源的史

实，则适当上溯；下限戳止1 988年11月。

五，本志资料，来自本县、区档寨资料、旧
志、家谱、历史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
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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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后娜工委、压安11领片成‘(左起

杜昌家、王心前何运9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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