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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J事-

中共安阳县委书记徐变动

安阳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行利军

. 1 . 

中共瓦店乡党委、瓦店乡人民政府组织编慕的 《 瓦店乡志》

付梓在即，甚感欣慰 。 这是对历史负责、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需

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瓦店全乡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O 这部书的面世，为我们更好地了

解瓦店沧桑厚重的历史和繁荣和谐的今天，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充分发挥地方文献的资政、教化、存史作用，对于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凝心聚力、推动各项事业开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

意义 。

瓦店乡地处广袤元垠的四十五里广润肢，素有"豫北粮固"

之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勤劳、

勇敢、智慧的瓦店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了

全乡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在历届党委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瓦店的发展明

显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近年来，在科学发

展观的指导下，瓦店乡已成为东部农业特色乡镇、商品集散中心 O

先后荣获省、市多项殊荣，日益彰显了瓦店强劲的发展后劲和活

力，这些成绩凝聚了全乡干部和群众的心血和智慧，在瓦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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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续写了浓重的一笔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这部志书不仅是瓦店历史的概括，更

是瓦店发展的宝鉴，也是我县发展的一个缩影 O 该书内容丰富、

体例编排科学、类目设置合理、资料翔实可靠、行文规范流畅，

体现了较高的编篡水准 O 尤为可贵的是，志书以较大篇幅反映了

瓦店的经济、社会发展，充分肯定了历届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

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这对于后人以史为鉴，继续探索平原农业

乡镇的发展规律，促进瓦店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将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O

以志补史，可知兴替;以史明理，可昭心智;以理励志，可

启后人。 盛世修史撰志，鉴古以知今，彰往而察来，自古皆然 O

瓦店乡党委、政府站得高，看得远，修史撰志，铭记前贤创业史，

激励今人负重任，走在了县直部门和乡镇的前列 O 希望全县各个

单位要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事物发展规律，从历史中汲取精

华和智慧，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为安阳县的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1 年 12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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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县纪委副书记
中海咧

原瓦店乡党委书记

瓦店乡政府乡长片 掌

.3. 

编史修志，乃我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 。 地方志作为"辅政之

书"和"资治之本"为历代所倚重，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历史文化宝库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O 它集政治经济、自然

风貌、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志士名人于一体，激励人们勤奋好

学、爱国爱氏、干事创业、开拓创新。

盛世修志，乃当代人之责 。 借前人之鉴，继往开来，助民资

政，激励后代不懈奋斗。 因修瓦店乡之志，实属责无旁贷，既可

告慰于先辈，亦无愧于后人。

忆瓦店之昔，思绪万千，峰J荣岁月，历历萦怀 。 我乡历史悠

久，民风淳朴 O 早在 3000 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秦汉时期，

先辈们风雨兼程聚集至此，艰苦创业、辟草菜为膏壤，勤俭持家、

植果蔬于旷野，苦心经营、建房屋成家园，可谓历经沧桑 。 岁月

流逝，世代繁衍，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O 特别是在

争取独立、解放、自由的斗争中，我乡更是灾难深重，加上敌寇

入侵，满目疮痪;贼匪横乱，民众不得安宁 O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英雄的瓦店儿女，保家卫国，顽强抵抗，谱写了一曲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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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可泣的英勇壮歌。

解放后，勤劳智慧的瓦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力

拼搏、 开拓进取，大胆对外开放，发展生产 O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

开放，瓦店乡已由昔日贫穷、落后、闭塞的僻壤乡村，逐步成为

民康、物阜、业兴的小城镇。

回顾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 对当代人如此，对子

孙后代尤为重要。 2010 年，瓦店乡党委、政府组织编撰 《 瓦店乡

志》。 一乡就全国而言，渺如瀚海点滴 O 一乡之史，也只是历史长

河之瞬息，但窥一斑而可知全貌。 就我乡历史而言，既有顺利与

成功，亦有挫折与教训，是非与功过，让历史给予公正的评判，

此乃我们修志之宗旨 O

今志书修成，展卷披览，倍感亲切。 综览全志，横列百业，

纵述千年，全面地记述了我乡的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自然、

社会、风土人情、名人事迹等百科百业的地情资料。 内容丰富、

资料详实，时代气息浓郁 、 地方特色鲜明 O 阅读此志，能让人准

确了解我乡全貌，也可以通过比较我乡历史的巨大发展变化，激

发全乡干部群众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斗志 O 另外，通过深刻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为我们当前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服务。 此志全方位地

记载了我乡的风土人情、名人事迹，既可引导熏陶社会风尚，也

是治学者研究瓦店乡情的一册资料。

此志主编刘向前及编写纽致力于此志的编慕，潜心提练、笔

耕不辍、 废寝忘食，令人感动 O 今览志忠功，感修志人员擎肌分

理之勤苦、善善从长之精神，充溢于字里行间，凝聚着众人智慧

和 ~1"坏 。 枉此，含1 怒马城东的所有人衷和给二?支持的车位\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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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近几年来，瓦店乡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一幢幢矗立

在村里的崭新楼房、一条条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人们生活宽裕现

出的笑脸，就是全乡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最好见证。 "广润院上

人勤劳，瓦店明天更美好。"愿瓦店和祖国同行、和时代同步，让

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美好!

是为序 。

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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