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9510
—————_’’—!}==一

南、阳地区志
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南阳地区志
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护封、版式设计

护封书名制字

田振方

蔡连兴

郝延康

卢成岳

程小豆

南阳地区志
(上中下册)

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陆树庆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解放军测绘学院教学实习印刷厂印刷

*

787X 1092毫米16开本167．5印张3007干字11插页

1994年8月第1版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215—03336--8／K·485

定价205．00元

(上中下册全套)



序

序

《南阳地区志》是南阳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经过十余年

艰辛工作，终于编纂成书，这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中华民族素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历代从政者都十分重视志

书的纂修和运用。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名

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曾多次

倡导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又号召研究国情、地情，编

纂地方志，向人民进行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

足以说明编修地方志的意义和作用。

南阳地区地处豫、鄂、陕三省结合部，战略地位重要，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资源丰富，人文荟苹。从秦昭王三十五年置南阳郡开始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两千多年漫长岁月里，尽管历史上也曾出

现过兴旺发达时期，但由于长期受封建制度的束缚，进入近代以后，

又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缓

慢，人民当牛做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梅免、百政、张曼成、王如、

王权等多次领导境内人民起义，义军多者达十余万众，攻城池，杀贪

官，开仓济贫，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李自成义军、太平军、捻军以及

民国初年的白朗起义军等，都长期征战于南阳，南阳人民为着推翻帝

官封的压迫，曾群起而响应，但是由于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先后都

失败．了。1926年南阳区内建立中共组织，领导全区人民进行艰苦卓绝

的斗争，1948年全区解放，南阳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区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探索前进，曲折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明显

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走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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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开始向“，J、康”迈进。《南阳地区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南阳人民的战斗历程，充分体

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哲理。阅读《南阳地区志》不仅能了解南阳

的昨天和今天，还能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正确决策，乘胜前进，进一步建设、发展南阳。

值《南阳地区志》付梓问世之际，谨此数语，以表祝贺，权作为序。

中共南阳地委书记 毛兴中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

戛。
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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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欣闻《南

阳地区志》即将出版发行，特作一序，表示祝贺。

南阳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秦昭王

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到汉代已有二百多万人口，农业发达，冶铁技

术先进，成为闻名全国的大都会。自此以后，几度兴衰，历经沧桑。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地委、行署

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改革开放的各项方

针、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

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解放以来短短四十多年所取得的成

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南阳地区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全区自然、

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尤其可贵的是，地区志大胆突破旧志的窠臼，以

较大篇幅记载了全区经济发展的轨迹，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

规律。地区志的出版发行，对振兴南阳经济、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必将

长远地发挥作用。读一读这部书，有助于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多

做工作，少犯错误，把南阳的事情办得更快、更好。

南阳地区本届修志工作，地委、行署委托地方史志编委主持。为

了让现职领导腾出更多的精力做好日常工作，张振生等几位德高望

重的老同志，耆耋之年，不辞辛劳，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工作，使全区

各级志书陆续拙版，这对地委、行署工作是个有力地支持。南阳地区

史志总编室的同志们，饮冰茹柏，孜孜不倦，历经十个寒暑，终将地区

志编纂完竣，这种奉献精神值得大力提倡。在地区志编纂过程中，地

直部门和各县(市)提供了大量资料，郑州大学、河南财经学院、南

师专的专家教授给予热情地支持和帮助，同时还得到社会各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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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怀，恕不一一列举。在此，我对所有为地区志编纂作出贡献的同

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南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李清彪

一九九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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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2年2月，南阳地区成立地方志编纂领导机构，我和地委、行

署的六位领导同志共同负责全区的修志工作。1983年机构改革时，我

退到二线任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其他六位同志中有五位离休。依当时

情况完全可以不再管修志工作，但是，地区党、政领导同志要我们留

任。为便于协调工作，增补时任常务副专员的范广唆同志为编委副主

任(1991年，范广唆同志不再担任副专员，又增补常务副专员孙兰卿

同志为副主任)。编委下设总编室与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负

责具体编审业务工作。这便形成了南阳地区特有的一、二、三线共同

负责的修志领导体制。实践证明，这对全区的修志工作产生了积极的

作用，得到了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肯定。

我们这些老同志均是在解放战争中落脚南阳的，四十多年来，身经南

阳的政事变迁、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风雨历程，与南阳的山水和人

民结下了休戚与共的深情，退出一线后，乐于利用自己熟知本区情况

的优势，在修志事业中发挥“余热”，为南阳人民留下一份精神财产。

只可惜志书未成，康方人、张杰、郭振唐三位同志先后辞世，我深感时

日紧迫，责任重大，常以此和编修志书的同志相鞭策。

《南阳地区志》的编纂和全区的修志工作得到了历届地委、行署

领导的有力支持。地直各部门和各县(市)为地区志提供了大量资料。

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邵文杰主任等领导和同志们多次来南阳指导

工作。郑州大学、河南财经学院、河南大学的专家教授都曾到地区和

县(市)评审志稿，对全区志书的编写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省内外

友邻地(市)史志总编室也给我们以热诚的帮助。在此，我代表南阳地

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地区史志总编室的全体人员，默默无闻，潜心修志，寒冬酷暑，笔



耕不辍，积十年苦功，终成300万字巨著。在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浪

潮中，他们这种不计名利、专心本职工作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精

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实属不易，充分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修志人员的

可贵风范。

《南阳地区志》按照新编地方志的体例要求，分门别类、明古详今

地记述了南阳地区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古今面貌，力求准确、鲜明地

反映南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苹以及由于特殊地理位置与环境所形成

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优势，比较突出地显现了地方特点和时代特

点。它无疑是系统地、全面地反映南阳地区情况的资料书，是一个储

量丰富的信息库。希望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都能阅读志书，运用

志书，充分发挥它存史、资治、育人的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设服务。

妻阳薯警擎妻鬈警擎簧张振生原南阳行政公署专员 ”一’一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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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阳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全面准确地

记述南阳地区自然与社会的古今面貌。

二、时限以贯通古今、详近略远为原则，上限不一，下限1 985年

(个别照片延至出版以前)，详记百余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的历史与现状。区域以现行南阳地区为界，兼顾历史上不同时

期的辖区。

三、体裁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录相结合，辅以图、表和照片。

四、概述综述区情，统领全书。以述为主，述议结合。

五、大事记纵记区内古今大事、要事。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

末体。

六、全书设专志46卷，卷下设章、节、目诸层次。所记内容，按照

以科学分类为主、兼顾社会分工的原则，横分门类，纵记史实，不受行

政隶属关系的限制。

七、人物志分设传记、名表两部分。收录对象以近现代为主、正面

为主、本籍为主、故人为主。

八、附录收录与志书有关的重要资料。

九、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规范的书面语言、记述文体。除概述外，一

般不作评述，寓观点于事实的记述之中。

十、地名以地名普查委员会公布的名称为准，历史地名按当时名

称，使用已不用的古地名时，尽量加注现名。历代职官、机构等称谓，

通用原称。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十一、数字(包括纪年)的使用方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七个部门1986年1 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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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执行。历史上的年号(如明洪武、民国等)在一节、目内首次出

现时加注公元纪年，再次出现一般不加注。

十二、计量单位使用1 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计量单位的使用按当时通例。

十三、简化汉字的使用，以1 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为准。

十四、标点符号的使用，以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

十五、一些常用专业术语、称谓若需用简称，首次出现时注明。解

放前、后，以1948年11月4日南阳解放为界限。

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数据

以统计局公布的为准，部分专业数字由部门提供。

十七、所用资料均经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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