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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郑州，黄河流域的一颗璀灿明珠，中原腹地一座久负
p

●’

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

侯寨乡位于郑州西南隅，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物产．
√

丰富，民风淳朴：建国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i，

以来，候寨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卜政通人和，百业兴

旺，前程似锦。为了系统反映侯寨乡历史，记载生活在这

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和辉煌业绩，激励今
●

。

人，启迪后代，1 990年建立了乡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
●

机构，开展修志i作。之后，志编小组不辞劳苦，翻阅了

大量档案，多方调查访问，搜集资料，广征博采，精心筛

选，几易其稿，历经五载，。志稿始成。本志书较为全面地

． 记载了候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作为侯
●

寨乡的第一部志书，它内容丰富，信息广泛，资情翔实，
●

史料珍贵。它的诞生，必将对全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设发挥有益的作用。



史为鉴，在以江泽民

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

，立志进取，充分发

扬侯寨人民团结奋进

的未来。在此，谨向

编纂人员和关心支持

书记刘艾朝

年1 2月20日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记述侯寨乡境内历史与现状之全史。达到思想性、科学性、
?

资料性的统一和系统性、连贯性，·完整性的融合，突出地方特色，

时代特征。

二、文约意丰。以新观点、新资料、新体例和新的编纂方法编

纂出规范、朴实的新乡志，使之起到“存史．资治j教化一和信息交

流的作用。

三、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本志书采

用章、节、目结构，设42章l 12节，约35万字。

四、体裁以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以序

开篇，概述冠于全志之首，鸟瞰全貌，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
●

体相结合，彩图、彩照集中排列、图文并茂。
：

五、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事系人人志。入传者，为籍属本

乡在本乡或外地工作的，外籍人在本乡工作的，对推动历史前进做

出卓越贡献或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较大的人物(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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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坚持详今明古原则，上限一般上溯至事物之发端，下限断

至1993年，个别内容延伸至搁笔之时。

七、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朝代帝号，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

年，均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

后)，采用公元纪年。 ．

八、称谓运用，行文中·律使用第三人称。

九、附录、收录乡政府重大决策、决议、文件、布告，公告以

及碑文。杂记等。

十、所用数据、系取之于统计部门资料，部分采用有关部门数 ‘，

字。 ’．

十一、计量单位以亩、万亩、斤、公斤、吨、米、公里、元、

万元为单位。 ．．

· _

十二、．使用国家规范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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