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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禹城县志》在深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问世，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

喜事。《禹城县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县的首部志书。它是全县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禹城的文化瑰宝，它对人们认识县情、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科学决策、促进物质

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时二千余年，源远流长，卷帧浩繁。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册注，现存于国内外的志书8264种，仍为世界所注目。国

内现存《禹城县志》就有清代康熙、嘉庆、光绪(乡土志)年间及民国年闻编纂的四

种版本。这些旧志，虽有糟粕，但它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

封建社会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党和人民政府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一，建立人民当

家做主的新中国；建国后，积极恢复国民经济，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使我国各项

事业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修志工作也列入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议程。1958

年曾开展新修《禹城县志》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中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开创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新局面，禹城县和全国一样，政治稳定，社会安宁，

经济日趋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于1982年成立了县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开始了县志的编纂工作。此次编修《禹城县志》，是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这是一项非常浩繁、庞大的文字工程。 。

新编《禹城县志》，记述了禹城县的历史与现状。既记述了历史沿革、自然环

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乡土人情，又选入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

义的改革开放才是发展之路。新修《禹城县志》是一部地域性、综合性、资料性、系

统性与纪实性相结合的著作，是一部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好教材。

伤



2 序 言

《禹城县志》在整个编纂过程中，许多在本县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知情人，

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省、地史志部门的领导、同志们给予了指导和帮助。为此，

我们代表中共禹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这些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共禹城县委书记 李宝贵

禹城县人民政府县长赵志录

1992年4月8日



凡 例

一、新编《禹城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境内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地方性

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所记地域为1985年禹城县境域范围。上限一般起自清末，下限至1985年。因禹

城历史悠久，有关篇、章突破上限适当上溯。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达形式，以志为主。彩图、概述、大事记冠前，附录

殿后，中设专志27篇，篇下设123章，436节，表随文附。概述、大事记及附录不设章节。大事记

以编年体为主，各专志坚持“事以类从”的原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对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分

别用传、表、录形式载人，以本籍、正面、近代人物为主，适当收录了部分影响较大的客籍人物。

四、为突出地方特点，本志设改碱专篇。

五、行文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纪年一般括注中国历史纪年．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7

年5月12日本县解放前(后)。“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建国前的各类数据一般沿用旧制。建国后的数据以本县统计局的资料为准，按1980年

不变价格计算，并使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

七、历史政权、官职名称，沿用历史通称。古今地名不一致者括注今名。

八、文中“民国”系中华民国。对机关、团体、会议、政治运动等称谓，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

次出现用简称．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档案、各部门提供的史料、知情人的口碑资料和社会调查

等，经考证核实后载人，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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