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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高仓惠》的编纂出版，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

果。《高仓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路线为准绳，坚持唯物主义观

点，客观地、科学地、记载了高仓区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特

别是建国以来的发展变化情况。全书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易

懂。我相信对乎广大干部群众历史地全面地认识高仓，振兴

高仓经济将产生很好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仓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各项事业已经发生了深

刻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的

方针指引下，农业、乡镇企业、教育、科技、卫生等战线更

加充满活力，商品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

善，正向“小康’’水平迈进。透过《高仓志》不难看出，

《高仓志》的编纂宗旨，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因此，在编纂实践中、严格遵循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力图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体例编

写，它已成为高仓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内容上忠于

历史，取信于人民，既让人们看到高仓区经济腾飞，人民生

活提高的一面，又让人们看到人均经济收入还不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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