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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焦作市志》出版问世，是焦作市320余万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

大喜事。

焦作位于滔滔黄河之北，’巍巍太行山之南，历史悠久，物华天

宝。早在8000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勤劳、善良的焦作人民以丰富的矿藏、肥沃的土地、富饶的物产为

优势，创造出灿烂的经济文化。
‘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焦作于1922年就有党的地下活动，是河南

省开展党的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1923年，焦作道清铁路工人在共

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同情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1925年，焦作

煤矿工人、学生、商人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五卅’’惨

案的反帝大罢工，罢工时间最长，在全国工运史上罕见，对全省和

全国工人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焦作人民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发

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前仆后继，不怕牺

牲，数以千计的革命志士，献出宝贵的生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建立了人民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加速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化，

使焦作由单一生产煤炭的煤城，发展成为以能源为主，煤炭、电

力、化工、机械、冶金、建材、轻纺、食品等全面发展的新型工业

城市。

《焦作市志》集全市百科之大成，是焦作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

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焦作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教育、科

技、文化及社会风情民俗等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充分体现了共产

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一《焦作市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对全市各级

领导干部了解市情、研究市情，确定方针、政策，制定社会经济发

展战略规划，进行科学管理等方面，将提供翔实可靠的历史借鉴和

现实依据，同时也是研究各部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可缺少的资

料源泉，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乡土教材。

值《焦作市志》出版发行之际，繁赘数语，惟希能造福于民，

惠及子孙。祝愿全市人民“团结奋进，振兴焦作，继续腾飞"。

中共焦作市委书记

焦作市市长

一九九一年六月



凡 例

一、《焦作市志》是焦作市第一部志书。编纂中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为准绳，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依据，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

法、新体例，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焦作从自然到社会，从经

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

性的统一。

二、断限。上限追溯事物的开端，一般为1840年，下限至1986

年。 一-

三、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着重记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事业的成就，其

中以经济建设和科学进步为记述重点，努力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四、结构。采用多篇多章，共42篇162章，还有总述、附录和

后记。专志采用横排竖写，横为并列关系，纵为从属关系。层次为

篇、章、节、目，梯级排列，以事命题，简明扼要。篇开单页。

章、节居中，间留空距，目随正文，标题醒目，序号以一、1、(1)

为序。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

五、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录诸体。志为主体，重在记

述。按事分类，以类系事，不评论，不褒贬，不虚构，不夸张，图

文并茂，浑然一体。

六、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一律横书，标点断句。力求

文辞严谨、准确、精练，语言朴实、流畅，’戒文白夹杂。一般不用

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 ．

七、历次政治运动不列专章，散记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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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历史朝代、政府机构、官职等均用正称，不加政治陛定语。

九、行文。用第三人称书写，不用“我市”、“该市’’。各种文件、

会议公报、组织机构名称，一律用全称，如全称过长，第一次书写
用全称，并在括号内注明，，以后用简称。志书中涉及的人名，一律

直呼其名，不加褒贬词语，不用“同志”、“先生"、“首长"、“市长”等。

对历史人物，必要时冠以职衔，人的字、号、别名，’均在第一次出
现时加注说明。

一
～。

．j十、用字。．一律以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规定的“简化字

表"和文化部、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为准。’引用古籍准用繁体字和异体字。 ”√t’’、。j

．十一、，纪年。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后加括号

注明公历年、j月、、日。。中华民国纪年，均用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年份不简写。星期几一律使用汉字。． ?++一一：；：。：。．．． ；

十二、数字。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数、约数等≥

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对于习惯性用语中的数字或作为词素构成的

定性词、词组、缩略语以及政治术语、技术专用词语等数字均用汉

字。年岁和非绝对数，用阿拉伯数字。‘引文标注中版次、卷次、页
码，除古籍与原版一致外，．一般均用阿拉伯数字。。i； 。．。．．’4-j

-十三、?计量单位、符号，采用国际单位制，以国务院1984年2

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行文

中的单位用汉字，：如“米”、“平方米”等；图表中的计量单位使用汉

字，．如“吨"、“公斤?，“万元，，等。温度均用摄氏度“C，，表示。、。。¨，

。十四、引文。‘照录原文；加引号。对不合史实或溢美滥贬之词

略而不述；对外文译名、避讳字于后面括号内加注；对古地名、官

职名、人名别称、典故、隐语等读者不易理解的，均加注说明；，对

史料中的错字均加括号注×字疑为×字；原文所佚之字，将补充字
置于(．：)之中。．： 。， ．j

。’’’ ‘、：：? ：：

十五、书中所用统计数字，基本采用焦作市统计局统计之数字： ，-。

一十六：+记述范围。除总述、大事记、建置区划、自然环境、电
力工业、煤炭工业。+农业、人物、文物包括辖县外，‘其余各专志记
辖县之特色事物。 。 ，7’：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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