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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中国实标情况出

发，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和政策，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祖国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真可谓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我

们两人出任延津县委书记、县长．*

纵观中国历史，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历代先后编纂而成的《二十五

史》，誉满中外，举世瞩目．．与此同时，每个朝代，间隔一定年代，全国各地

就普遍编修一批地方志，，代代相传，绵延不断，逐渐形成一套内容丰富的地方

百科全书，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对。存史、

资治、裨风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历代有识之士所重视。延津在历史上

曾四次修志，一在明嘉靖年间，一在明万历年间，一在清顺治十六年

(1659)，一在清康熙四十一年f，J7D2J．之后未再续修，断线二百八十余年。

给了解延津县历史造成很大困难。国不可无史，县不可无志。历史进入2D世

纪舳年代，．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继承历史传统，编纂社会主

义新志，是一项彰往开来，承前启后，益今世而惠子孙的大事，是时代赋予的

历史使命，是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责任无可推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编出

一部高质量的新县志。
。

鉴于县志内容纵贯历史，横含百科，涉及全县各行各业，它的意义在于承

前启后，不能以短期的经济效益来衡量，而编志本身又是一件工程浩繁，任务

艰巨的事。经反复考虑，决意从加强领导，组建班子，征集资料三个方面开展

这一工作．1982年5月27日成立了延津县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县长张生才

同志司其事，人大副主任王广春、杨兆庆二同志具体领导，有关全局活动和难

度较大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抽调责任心强且有志于修志者六人，以李贤才

同志为主，组成写作班子，具体承担编纂任务，县直各局、委、办相继建立了

部门志、专业志编写组；广泛开展宣传，多方征集资料。当年6月，工作全面

蕊羞呖秘缓=．=咚梦，争嘎一㈡‘‘}玉。。踅一．



2+ 延津县志

展开．召开县直各局、委、办负贵人会议，培训各专业志编纂人员，邀请社

会知名人士座谈，进行专题采访，查阅史书、档案，编拟县志目录等，工作进

展顺利，卓有成效。J粥4年春节前后，大批部门志、专业志初稿相继写成，

修志起始阶段的工作接近尾声，县志总纂条件即将成熟。不久，我们奉命调离

延津到新乡工作，而未竟之延津县志工作时绕心怀。1990年9月，该志定

稿，付印之前，送我们审阅，并求为序。前者我们欣然应允，后者坚辞不就。

因为我们离开延津已达六年之久，成志之事大部由继任同志所为，我们为序，

实感欠妥。继而抽暇翻阅县志，竟至通览。全志为大编结构，共分概述、大事

记、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教科文、社会、人物、乡镇简介、附录十一部

分，93万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言简意赅。确系一部超越前

人，无愧后世的社会主义新县志。数日后，延津同志复来，仍求为志写序，并

言：三任书记、县长而成一志，一开其端，一继其事，一竟其成。这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编纂一部县志之难，你们都应写几句话，载于志首，为数十年后续

编县志者鉴。心诚意切，情理亦在。同时，此志从征集资料到目前定稿，前后

历时八年，诸编辑同志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呕心沥血，辛勤笔耕，用心可谓

良苦，于情于理，不容再辞。谨以我们与延津县志编纂工作渊源经过，如实以

录，权为序言。
‘

又明嘉靖《延津县志》中有县令韩贯诗一首：。

北望沙门路， 无风亦起尘； ．。 ，

蓬首经布妇， 赤脚煮盐人；

迎送昼兼夜， 差徭旧并新；

细评诸郡县， 最苦是延津。

读韩诗，欣于时，感于事，遂有拙句以对：

极目林荫道，

楚楚养植女，

运筹昼兼夜，

神州诸市县，

茏葱尽锁尘；

欣欣种田人；

景象日嬗新；

致富有延津。

孟凡侠 鲍宗灿

一九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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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时至加世纪即年代，以新的观

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一部具有时代风貌、富有地方特色的《延津县

志》，是继往、识今、开来的需要，是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愿望，是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

长远的历史意义。

延津地处河南省北部，黄河由西南而东北横贯境内。明成化十五年

f，Ⅳ79J，黄河南徙，留下故道，沙丘连绵，盐碱遍地，土壤瘠薄，自然灾害

连年不断，兵灾匪患接踵而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丰年以三红(缸高梁、虹

薯干、红辣椒)充饥，歉年以糠菜系命。一遇凶荒则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勤

劳、、勇敢的延津人民，在黑暗而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面对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恶

劣的自然环境，顽强奋斗，呐喊抗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长期摆脱不了

艰难穷困的处境。1943年jD月，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延津建立，领导全县

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其英雄业

绩惊天地、泣鬼神。在全县九百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踏有革命志士的足

迹，洒有革命烈士的鲜血。1949年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春天。

新中国建立后，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顽强拼

搏，建设家园。‘每年出动数万劳力，植树防沙，综合治碱，’挖河打井，灌溉排

涝，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改革经济体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全县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

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延津面貌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可喜变化，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大好形势。为了较系统地记述本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半个世纪以来，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斗争业绩和建设成

就，显示新旧社会的对比变化，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颠扑不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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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反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客观规律；为了帮助各级领导全面

系统地了解延津的历史和现状，以便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地方优势，

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了向广大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

教育提供乡土教材，我们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关怀下，于J粥2年5月建

立了延津县志编纂委员会，调集有志之士，动员各方力量，经过八年艰苦工

作，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93万字的社会主义新县志。

、我们在编纂、修改县志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重点记述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力求全志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完整统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

经验教训，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突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气象、新变

化。从而把延津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如实载入史册，使之起到

。存史”、。资治”作用。 ，
’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求严，标准高。从征集资料到编纂成志，工程浩

繁，任务艰巨。工作伊始，县委、县政府就号召全县人民关心修志工作，积极

提供材料；．要求编志人员团结合作，知难而进，务成其事。值此志成之际，我

们欣然命笔作序，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彳J『万人民，向为解放延津、建

设延津作出贡献，并为县志提供史料的革命老一代表示感谢!向所有为《延津

县志》的编纂给予关心，提供帮助，作出成绩的人员表示感谢!由于延津县志

断线达二百八十余年，建国前档案资料不全，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纰漏和错误

在所难免，诚望有识之士斧正。

聂峻华 张殿秀

一一九九。年九月

。。。：一￡#焉●舅～掰鬟t嚣i鼍。曩．。一～隧缓锈Ⅵ—z一《蘑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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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我于1990年元月，到延主持政府工作，适逢县志墉纂正在进行，对其事

亦时有过问。9月县志定稿：付梓之前，县志总编室的同志送我审阅，并求为

序．此志之成，我既无鲍宗灿、张殿秀二同志先后总其事之功，又无张生才、

王广春，杨兆庆、吕少岭，王守兰五同志相继具体领导之劳，更无总编室诸同

志呕心沥血、伏案笔耕之苦，何资为序!‘为政之余，。翻阅县志，共JJ编，订

章，笳J节，妇万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详今略古，言简意赅，’横陈百

科，纵述史实，事以类从，条理清晰。全志通过概述、综述、无题小序三个层

次，从宏观上反映了延津的历史和现状，通过各个专章的节和目，具体记述了

延津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变化。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是非明，因果彰，起伏盏

衰，跃然纸上，有关行家称此志为上乘之作，确系中肯之言。 ．

阅完合卷，感触颇多，而至深者有三：一是历史上黄河长期流经县境，决

口、改道、漫溢频繁发生。明成化十五年黄河南徒，境内遍地沙碱，风沙、盐

碱、内涝连年为害，产量低而不稳。加之制度腐败，官贪政苛，人民生活苦不

堪言，真可谓。民贫到骨差尤重，地碱不毛税尚多’，。丰年而啼饥号寒者十之八

九，一遇凶灾则闺门就毙者多矣”!这种惨状自明至清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新中国建立后，县委和政府在上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卞，组织全县人民，一面改

革调整生产关系，一面采取综合措施治理。三害”，兴利除弊，成效卓著。昔日

沙碱不毛之地，如今到处郁郁葱葱，粮，棉，油产量节节上升。工业从无到

有，发展迅速。人民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解决温饱之后，正

向小康水平迈进。抚今追昔，同是延津这片土地，为什么解放前千百年中，年

复一年，穷困依旧尹为什么建国后短短几十年，变化如此之大?基本原因是党

的英明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鉴往测来，今后要使延津的经济建设日新

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必须坚定不移地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

义康庄大道继续前进。二是纵观延津建国后四十年的历史进程，成就的确令人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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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目，但在各个不同阶段，其发展情况亦不尽相同。有时迅速，有时迟缓，有

时呈短暂的徘徊。同是党的领导，同是社会主义制度，何以出现如此差异7决

策的正确与失误使然。导致失误的原因，是在工作中没有坚持党一贯倡导的实

事求是的原则，单凭主观愿望办事，不从实际出发，．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结果事与愿违。正确的决策，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结晶，是宝贵的经验。

错误的决策，是主观与客观脱离的结果，是沉痛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

们目前以至今后的各项工作，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有的专家讲，志书。以备

行政长官之鉴览，而定发号施令之方针”，有的专家讲，修志的目的在于“存

史、资治”，意盖在此。时代在前进，工作中的新课题越来越多。要使各项事

业卓有成效，避免失误，必须经常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

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三是延津人民具有勇敢、勤劳、艰苦，朴素的优良

传统。眷恋故土，热爱家乡。在解放前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世世代代在这片

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遇千灾而不徙，历万劫而不泯，呐喊抗争，操戈持

戟，支持和参加了历代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时至2D世纪4D年代，党组织在

延津建立后，全县人民积极组建民兵，踊跃参军参战，抬担架，运给养，送情

报，当向导，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E1战争和解放战争0为了延津的解放，全县

有三百多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战

斗在这片土地上，定要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r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力争做好各

项工作，否则，有愧于革命先烈在天之灵。
‘

初阅全志，个人有上述感触，别人阅后感觉如何，见仁见智，各不相同，

有一点我想是一致的，那就是看完此志之后，既熟悉了延津的历史和现状，又

有利于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不久此志就要付印，一定解决好出版经费和有关

问题，以尽一篑之责，并不顾坐收成就之嫌，为之序。
’

。。 ， 李作杰 。

， 一九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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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延津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完整统一。 ，

二，本县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来，二百八十余年未曾修志，档案材料

甚少，资料殊贫。本志各部分的上限不作统一规定，或早或晚，．根据征集到的

资料而定，下迄1985年。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局、县直部门志稿、专访、口碑材料、回忆

录、报刊、旧志、正史、家谱、工具书、金石铭文。所用数据，多数来自统计

局，部分由有关部门提供。 。

四、本志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记述新中国建立后各个战线发生的巨

大变化，以体现时代特色。

，五、本志为大编结构，按照科学分类的要求和社会分工的实际情况，全书

设概述、大事记、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教科文、人物、社会、乡镇简

介、附录11编63章261节，计93万字。

’六、本志书之首置概述，编首置综述，章首置无题小序，从宏观上反映全

县的历史和现状；透过各章的节和目，从微观上记述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变化。

七、新中国建立后，县委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取

得诸多成就和经验，但也有失误和教训。为给今后制定方针、政策提供有益的
’

历史借鉴，在政治编中设《政事记略》专章。

八、延津县盐碱、风沙长期为患，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了

沉重的灾难，新中国建立后得以卓有成效地治理。为反映地方特色，将此二部

分内容由农业章中析出，另设搿治碱”、。治沙”专章记述。
。

九、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对一些大事、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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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首事的发生、发展及其结局作集中记述，以彰明因果，反映事物梗概。

十、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者全系近现代正面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

外籍。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以传、录记之．生人人表者，系受省级以上单位表

彰人员。 ‘

十一、本志述、记、志、传、录、图、表并用，以志为主，图、表随志分

附各章节，以求图文并茂。
。

十二、本志所记机构名称及单位用语，第一次出现用全称，重复出现用简

称。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党中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中共延津县委员会”，简称。县

委”，。延津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等。

十三、本志1949年7月至1955年2月记载的货币，已按人民币一元折合

旧人民币一万元的比价进行了换算。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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