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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时值新世纪之初，第二届《汤阴县志》编纂出版。这是全县人民文化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它的问世，表明我县

18年改革开放成就已作为新的地方历史画卷，载入史册。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编史修志的传统，这种传统作为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使华夏文明得以绵延相继、世代相传。读过世界史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原有

的四大文明古国，惟有中国历史世代传承，而其他文明古国均难以为继，尤

其是巴比伦王国，其文明历史早已断绝。史家认为，亡史之痛甚于亡国，国

亡了还可以拼搏奋战复国，历史亡佚则无从找寻。这也是建国以来历代中央

领导人和各级地方政府重视编史修志的重要原因。

汤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沉淀，由于历史悠久，奠定了今天汤

阴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由于厚重的文化沉淀，使汤阴成为人杰地灵的人文

胜地。而志书编纂，则是形成不同时代文化沉淀的有效手段。

自明、清以来，汤阴曾多次编修地方志书。其中明有成化、天启、崇祯

三志，清有顺治、康熙、乾隆三志o 1982年至1987年，我县完成了建国后第

一届志书的编纂出版o 2002年，根据上级政府要求，开始了第二届志书的编

修。新编《汤阴县志》记述的1985～2002年，正是汤阴改革开放实现沧桑巨

变的重要历史时期o 18年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进

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推动下，实现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城乡

建设的加快，人民生活的提高，使我县在21世纪初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特

别是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大大推动了全县各项事业发展的进程。

应该说，改革是改革的冲锋号，发展是发展的指路灯。我县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的发展变化是对18年来“改革、发展"两大主题的最好诠释。当

然，在记述成就和经验的同时，志书对因A．41"1缺少经验在“摸着石头过河"

时的失误，在大踏步前进时“偶尔跛足的尴尬”都作了客观的记述。可以

说，过去的18年，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构成了汤阴改革开放时期全民奋
进的交响曲。

江泽民同志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就不可能

。淄涠∞■弱∽麓圹20t《



2 汤阴县志

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

律，就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

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世界

民族之林o"续志的出版，为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志书，

我们不但要看到18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也要看到我县与发达地区存在的差

距，看到我县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看到我县仍面临“传统农业经

济’’的制约和“三农"问题的困扰。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探索和认识新的时期社会和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面临的

问题。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要继续抓好我县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要进一步在全县开展“三德"教

育，打造诚信汤阴，塑造汤阴良好的外部形象；要进一步建设学习型社会，

培植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和人文环境；还要一如既往地抓好县委制定的有利

于汤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各项战略措施的落实。

过去的岁月辉煌又充满艰辛，未来的世界美好也不乏挑战。在十六大精

神鼓舞下，我们要继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我们的具体工作和行动，以全县45万人民的共同努力，

续写汤阴未来更美好的历史篇章。

中共汤阴县委书记 李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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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壶 一骨 一

汤阴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孕育了这块神奇的土地。

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就出现了仰韶、龙山文化群体；在夏代，帝廑(胤

甲)曾迁都于西河，即今汤东之西河村。文王茭里演易开华夏文化之先河，

岳飞尽忠报国扬中华民族之精魂。信陵君夺兵救赵于将城，扁鹊行医遇害于

伏道。悠远的历史往事彰显着汤阴这决古老热土文化的厚重。近几年，随着

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业已形成的三纵三横国家与省级交通大动脉，奠定了

汤阴区域交通枢纽的突出地位，使汤阴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这些交通和区

位优势与厚重的历史文化交相辉映，尤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给汤阴
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带来可贵先机o

1985年以后，我县人民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先后实施了农业

高产开发、肉鸡生产、商贸带动、科教兴县、工业强县、招商引资和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使县域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o 2002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130406万元，比1985年增长8．5倍；工业总产值

达到290447万元，比1985年增长23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1亿元，比

1985年增长11．1倍。特别是近两年，健丰、华龙、亚新等大型企业先后落

户汤阴，更为我县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经济发展带动了各项社会事业

的不断进步。今日汤阴，人心思进，百业并举，政通人和，万船竞发，全县

上下真正形成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态势。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

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

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o”地方志书的编纂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它与经济建设一样，在我县社会发展中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县域

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在弘扬民族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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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

化的图书宝库中，中国志书独树一帜，作为重要的地情书，受到世界学者的

青睐。在世界一些国家图书馆，可以看到我们《汤阴县志》的踪影。因此，

3iqI．河一¨引+02{3””∥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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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汤阴县志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志书作为一种载体，对一个地方可以起到重要的
推介和宣传作用。

根据上级指示，我县2002年7月启动第二届志书编纂，并于今冬完成出

版。此届志书上限为1985年，下限为2002年。志书对18年来我县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客观记述，特别是对我县茭里城、

岳飞庙两个“国保”以及被世人誉为文化宝典的《周易》和古代名将岳飞的

记述，更增添了本届志书的魅力和可读性o《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及岳飞“文不爱钱，武不惜死”

的名言，应成为我们今人创业修身的座右铭。在记述我县各项事业发展成就

的同时，志书还对为汤阴做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及一些有成就的域外

乡贤进行了记载，以示汤阴人民对他们的敬重。

抚今追昔，18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未来的路程

还很漫长。古人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就是说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

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今天的实践活动。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未来的

蓝图要靠我们绘就。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我们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抓住地方优势，不断调整适应我县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汤阴早日全面进入小

康社会做出贡献。是为序。

汤阴县人民政府县长 于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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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 《汤阴县志》(1985—2002)，为上届志书的续志。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载汤阴县

在这段历史时期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突出记述改革开放中的新成就、新事

物、新矛盾、新趋势。

三本志继承修志传统，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专设“美里城与周易”、“岳庙 4j

与岳飞”等篇，并置于重要位置。

四全志基本体裁为述、记、志、传、图(含照片)、表、录，以志为主。内文分

篇、章、节、目4个层次，共设27篇109章450节。主要照片集中置于志书首页，图表

随文。

五本志断限为1985—2002年，必要时作适当的上溯和延伸。

六本志志首列序言、凡例、概述，志末置后记和索引。内文顺序先自然后社会，在

社会类中按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顺序排列。

七本志人物篇分传记、简介和名表3章。其中“传记”详载去世人物，“简介”略

记在世人物，“名表”归类列表。其他各专志以事系人。

八本志文体文风、称谓、时间、数字、计量等的运用，均按《河南省第二届三级

志书行文规范》执行。

九本志所用资料，以档案馆和各部门提供为主，兼用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

十本志所用数据以县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为主，统计部门短缺的由有关单位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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