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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水区志》是我区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地域性、资料性著述，是总结历史、

认识现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项历史功业，是全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值

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金水区地处市区东北隅，是郑州市最大的市辖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新建的城区，是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及省直机关驻地。优越的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使辖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文化教育、科

学技术、体育卫生和城市建设管理等项事业，从规模、层次和水平上，都有较

快发展和进步，堪称本区的优势和特点。金水区素有“行政区"、“文化区一和

。中原硅谷一之厚称。

辖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文化遗迹犹存。1964年发现的大河村文化

遗址，其内涵包括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的大量遗存。此

后对遗址五千多平方米范围内进行大量的钻探和发掘，出土房基、墓葬三百多

座，窖穴二百七十多平方米，文物四千五百余件，其中距今五千多年的仰韶文

化的房基和彩陶，代表着原始先民聪慧和创造力，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历史；

1974年在杜岭街道办事处张寨南街出土两件商代铜方鼎，比著名的殷墟。司

母戊鼎"还早，成为郑州古代商都的象征。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以自

己的聪明和智慧，在这块热土上创造了璀璨辉煌的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发奋图强、励精图治，经过迂回曲折地发展道路，逐步走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有了较快地发展和进步，人民

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和提高。1987年以来，金水区先后被中共郑州市委、市人

民政府和郑州军分区命名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先进区、

文明城市建设先进区和双拥模范区。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既有继承，又

要创新。《金水区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的观点，新

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广征博采，存真求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全区的历史和现状，使之成为浓缩了的时代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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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汇，一方一地之百科全书。它既服务于当代，又可惠及后

世。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之功用。是了解过去、研究现状、团结奋进、

振兴金水的必备工具书，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金水区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市地方史志编委会的关心和指导，区

直各部门鼎力支持和通力合作，确保了志书的编纂质量和工作进度。全体编纂

人员，心度志诚，锐意进取，不畏工作之艰苦、辛苦和清苦；殚精竭虑，勤奋

笔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金水区志》是集思广义、群策群力、集体

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代表中共金水区委、金水区人民政府，对所有关心《金

水区志》编纂提供帮助、做出贡献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诚挚的感谢。

黧徽麓愁慧黧藿⋯郑州市金水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一”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

I

I

√



凡 例

一、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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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力的基本路线，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编纂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全区的

历史和现状资料进行科学分类，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突出地域特色，体现时

代精神，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三、时间断限：上限定为1960年，部分内容上溯到1937年；下限断于1990

年，部分内容下延至1992年。为了反映1990年后的发展成就，反映区委、区

政府在新时期的工作决策，在附录中辑录了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分文稿。

四、记述范围：坚持区域性原则，以1990年区辖为记述范围。历史上原

为本区管辖部分，只在大事记中反映。

五、篇目结构：采用中篇结构，分篇、章、节、目四层。部分篇章下有无

题小序，梗概介绍篇章内容和文内不宜纳入的资料。全志26篇114章266节，

约60万字。
‘

六、文体文风：严守志体横排竖写，类为一志，述而不作的要求，采用述、

记、志、传、录、表等体裁。行文一律采用语体文，力求做到严谨、准确、朴

实、合乎规范。

七、记数计量：(1)凡公历纪年、记数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2)凡数字

作为词素构成定型词、词组、惯用词、缩略语或其中具有修辞色彩词句以及邻

近两个数字并连表示概数者，均使用汉字；(3)一般使用公制，个别使用习惯

计量单位，如地积，不用公顷+而用亩。

八、辖区概念：金水区是由区属和非区属两部分组成。文内出现的辖区，

一般是指金水区行政管辖范围，个别与区属同时出现时则指非区属部分。

九、称谓书写：有关会议，机构等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以后出现

时，可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金水区委员会、金水区人民政府，简称为中共金

水区委、区政府；文中出现的党和政府均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如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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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文中的解放前和解放后，

以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为界。

十i入志人物：志书不为生者立传。入志者为本籍人或客籍人在本区工作

或生活者。凡立传、简介者，概不列入表、录。以区属为主，兼顾辖区。

十一、 。祭”字读音：志书中。祭城"两字连词出现时，祭字读音

(zhai)，不读(ji)。

十二、资料来源：历史资料来自区档案馆，现状资料由区直有关部门提供。

统计数字，一般引自《金水区统计年鉴》，个别数字由有关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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