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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泉，亦称“柏门珠洲”，为安阳八景

为拔剑泉，其它还有马蹄泉、卧龙泉、心字泉

四泉、五八泉、六。泉，通称珍珠泉。水域面

米。相传兴建于宋朝，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优美的游览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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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安阳县《水冶镇志》是水冶镇的一部地方史志，也是水冶镇的

小百科全书。

《水冶镇志》的编写，是历史赋于我们的光荣使命，是全镇人

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全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一九五九年，曾写过一本《水冶镇志》初稿，但由于形势所

限，尚不能作为史志来全面反映本镇的面貌。太平盛世，党和政府

十分重视修志_12作。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水冶镇成立了

镇志编写办公室，-T--gA--#七k]开始，镇志办公室同志不辞劳

苦，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至一九八五

年七月基本成稿。

《水冶镇志》追述记载了水冶的历史沿革，着重反映了民国以

来到一九八三年闻的史实和风貌，从而展现了历史悠久的水冶古老

城镇的各业兴旺，市场繁荣，珠泉竞秀的灿烂文化。纵观水冶古往

今来的演变，特别是建国以来，水冶的政治、经济、交通运输、文

教卫生、乡土民情等多项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编

写史志，将会割断历史。

水冶过去由予条件所限，未能完成《水冶镇志》的编印。今

天，我们已写成了一部比较完善、记实客观的详明史书，成为人们

了解水冶的历史资料，是留给水冶人民的“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的宝贵遗产。

值此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水冶镇委、水冶镇人民政府，向了解



水冶历史的革命前辈并为《水冶镇志》提供资料的人员表示感谢。

中共水冶镇委书记 郭正朝

一九八五年七月



编辑说明

一、本志内容一般记载了民国初至一九八三年水冶的史实(部

分篇不受此限)。

二、本志在编写时，坚持唯物辩证观点，尊重史实，秉笔直

书，略古详今，突出地方特色。

三、本志体例包括“志”、 “图”、“传”、“表”、 “记”，

“录”。以时间为经，事物为纬。

四、本志编写一般以语体文记述，个别记载人物录及引文部分

亦有文言9

五．本志现有地名、街道和村名，一般以地名普查中确定的标

准名称为准。因机构变革频繁，文中有的则是当时名称，如“大队一、

“X X街”等。

六、本志记时一律采用公历，也有民国年代或历史朝代，有的

则用“当时”o ．

七、本志历史朝代沿用旧称，如“宋”、 “元”、 “明”，

“清"、“民国”，一般不加政治定语。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在文中简称“建国前”、 “建国后”或“解放前”、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简称“党”。

在涉及一些政治斗争中的术语如“伪”(即共产党的敌对者)、

“伪军”(一般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 “鬼子”(指日本侵略

者)、 “游击队”(指八路军的队伍)、 “武工队”(指党的武装工

作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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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由于社会变革，机构分合，建置不一，在文中一些数

字极难统一。如货币数字有旧币、新币，亦有在写时将旧币折成新币

的。再如“镇内”、 “镇外”， ‘‘人口”， “土地”，有时“五关

五街”为镇，有时又与区并、分，有时所辖村庄多少不同，建国后，

又发展有省、市、县、镇各级厂矿企、事业单位，隶属不一，故数

字很难统一，有的只是当时数字。

九、因建国前直至一九五四年，县政席及其机构设在水冶，故

本志上记载安阳县资料较多。 ．，

十、本志编写人员经过走访调查，找资料，阅文件，付出大量精

力．但在编写过程中，困难甚多，主要是资料难得。清朝、民国资

料极少，无处查寻；建国后至一九五七年资料不全；文革十年动

乱，资料无人管，档案不健全；水冶镇机构变化频繁，区变镇，镇

交区，镇变公社，公社交镇，与市合并，’而又分开，分分合合，合

合分分。人员变化大，人走资料失。水冶镇置范围单位所辖不一(不

为水冶镇直接管辖的单位称“镇置”单位)，为编志造成极大团

难，加之编志人员水平有限，故差错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敬请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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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冶镇志》编写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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