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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风貌已见于旧志。但自1912年以来的近80年间，日往月来，斗转星移，．

宁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志书却断而未续。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

来，宁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抛头颅，洒鲜血，前赴后继，经过

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

． ’治，迎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勤劳勇敢的宁陵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

召，艰苦奋斗，建设家园，涌现了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实事求是地

记入史册，填补这一段历史的空白，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

， 1982年以来，本县一批有志于此的同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按照不同专题，对浩如烟海

的文献资料，广征博采，去伪存真，编写出宁陵县第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型志

．书。这部新志，如实地记载了本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诸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融新观点、新方法、新资

料于其中。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鲜明，是本县有史以来第·部比较系统、

比较完善的县情资料。它的出版问世，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也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好的乡土教材。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现代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的物质、文化基础上

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

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在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决不应割断，

历史。历史具有广泛的继承性，昨天的宁陵是今天的宁陵的基础，今天的宁陵

是昨天的宁陵的继续。我们要了解宁陵，建设宁陵，把握现实j开拓未来，就

必须深入地研究宁陵历史，在重温宁陵的光荣史、斗争史和苦难史中，陶冶热

爱宁陵的情操，鼓舞建设宁陵的斗志，砥砺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前人、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后世的宁陵人。《宁陵县志》作为“存史、资治、教化一的资料

书，为我们研究宁陵县情，制订发展战略，构绘建设蓝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新宁陵，提供了珍贵史料。

。旧曼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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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出版之际，我们热切地希望全县各级干部、理论工作者、

作者和一切立志于振兴宁陵的同志们，要认真研究《宁陵县

为宁陵的进一步繁荣和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辛勤的汗水谱写

之余，谨弁数言，为序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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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宁陵县委书记王政文
” 宁陵县县长’吕侠雷■t



一、《宁陵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体例采用多篇并列体和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横排门类，纵陈史实，

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根据本县实际，全志除在卷首设概况、大事记外，下设分志

27篇，1"10章，341节，后设附录。

三、本志断限视各篇具体情况而定。有的为追本溯源，保持历史的完整性，上限不

限，有的则视资料考证情况，因事而异，详今略古，重在当代。下限一般断于1989年，

部分内容延伸到1990年．

四、本志中凡历史朝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年

号，亦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其他称谓、地

理名称及历代政权、官职等，均以当时的习惯称呼和典章制度为准，古地名均在第一次

出现时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 ‘，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部分条目．采用了纪事本末体。凡所记事件有月日可稽者，均

注明月日1日期不详者附于月末，用。是月”表示1月不详者附于季末，分别以。春”、

“夏”、“秋”、。冬”表示，季度不详者附于年末，用。是年一表示。凡一日内记载数事者，

自第二条开始，在前边加。△”符号，。是月”、。春”、。夏”、。秋”、。冬”、。是年”条目

下亦然．

六、为综述各项事业发展的规律，本志于各篇正文前一般冠以。无题引言”。

七、本志人物篇分传记、简介、人物表三部分．志内立传和简介者，既坚持了本籍

人为主，。又记述了在本籍政绩卓著的外籍人，既坚持了以讴歌现代人物为主，又选录了

影响较大、事迹突出的历史人物l既坚持了正面人物为主，又选择了个别劣迹昭著的人

物，以为反面教材。人物表中既有本籍知名人士、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又有各条战线

上的先进人物和外籍在本县工作的知名人士。

八、为叙述方便，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建国后表示．

九、为便于阅读，对各历史时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行政建制，均遵从历

史事实，分别用。区”、。公社”、。乡，、“镇”等称谓，注释古地名时，则以现行的

。乡”、。镇”称谓。

十、本志体裁采用传统的纪、志、传、图(照片)、表、录六种，以志为主，图、表、

照片分别依事附入各有关章、节，以求图文并茂。

十一、照片，作为最逼真的形象表达手段，本志除依事附入黑白照片外，还将部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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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照片(或黑白)集中放于卷首，以反映本县概貌和特色。

十二、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并力求达到文字朴实、简明、准确、流畅。文

字一律采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使用的简化字。，J

十三、本志所用资料，多录自省、地、县档案馆和县直各部门编写的专业志，为节

约篇幅，均不再注明出处．主要数据均以统计局资料为准，地图均以地名办1989年绘制

的‘宁陵县地图>为准。口碑资料、回忆录和有关报刊资料，均经过反复考证后慎用，亦

注明出处，供作查考。凡需说明或解释者，以脚注的形式注明．‘ 。’

，十四、本志在正文后分别编制索引，以利读者检索。 。‘ 一 ‘



厂■__——_———————————一一
概 况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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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陵县位于河南省东部，东与商丘县接壤，西和睢县毗邻，南同柘城县交界，北枕

黄河故道与民权县相连，全县总面积785．7平方公里。地理座标位置为西起东经115。15，，

东到东经115。30，，广19．5公里；．南起北纬34e14’，北到北纬34。370袤37．5公里。全

县下辖12个乡、3个镇，330个村民委员会，6个居民委员会，2949个村民小组，88个

居民小组，1061个自然村． 5个农、林、牧场，总人口为520880人。’境内民族主要

为汉族，其次为回族，还有极少数藏、满、蒙、壮、黎、侗、锡伯，布依等民族。

宁陵，系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特点十分明显。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

·季凉爽晴朗，冬季寒冷少雪。年平均气温为14．2"C，年降水量为674．7毫米，无霜期年

均为212天。本县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表形态大致可分为高滩

地、洼地、平原三种类型。土壤以沙土和两合土面积较大，约占全县耕地面积的70％。境

内沟河均属雨源型河流，主要有古宋河、陈两河、清水河、大沙河、洮河、废黄河等。

宁陵大地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和动植物资源。据有关地质资料记载，在距地表1000

米至2000米处，有两层煤可供开采；有丰富的浅层地下水资源，年均可采量为1亿立方

米以上，t有2163亩水面可供养鱼。野生动物中，有獾、黄鼠狼、鼢鼠、野兔等，野生植

物中，有香附、地丁、茵陈等数十种可以入药。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高粱、谷子、红

薯、玉米、大豆、绿豆等，经济作物有白蜡条(杆)、棉花、烟叶、红麻，油料作物有花

生、芝麻、油菜等。此外还有干、鲜瓜果和长年上市的各种蔬菜。

f，一‘、)
， ＼_／

宁陵，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葛天氏部族就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

息。本县程楼乡丁捆堆村发掘出土的龙山文化遗址证明，这里4000多年前不仅已有人类

定居，而且是个人口比较集中、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的地方。夏、商、西周时期，

宁陵这块地方属葛伯国。春秋时期仍属葛地，晚期改称宁邑。战国时期，宁邑曾为信陵

君封地，秦统一六国后，称宁陵城。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始置宁陵县。新王

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改为康善县。东汉建武元年(25)，恢复宁陵县。北齐(550)废，

1 g



战场。辛亥革命中，本县一些有识之士，面对清政府昏庸腐败，祖国锦绣河山惨遭帝国

主义列强任意宰割，无不义愤填膺，为国民革命而奔走。特别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

后，本县进步青年于1926年开始在宁陵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理论。1939年秋，中共

鲁西南地委派共产党员李东成，在柳河火车站建立敌工站。1940年2月，中共豫皖苏区

党委派共产党员王建一回宁陵做地下工作。同年7月，区党委又派贾兼善回宁陵，任中

共宁柘商中心县委书记。年底，柳河敌工站建立了全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1944年8月，

在宁、柘、商三县结合部建立宁柘商民主政府，并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军队——宁柘商支

队．这支人民武装力量，神出鬼没，频繁出击，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计俘敌1980

余人，毙、伤敌680人，缴获轻重机枪130挺，各种长短枪1900支，炮5门，汽车2辆

等，多次受到豫皖苏军区的嘉奖。，

宁陵人民的优秀儿女，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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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有数千名革命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有190名烈士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他们之中，有在敌人的牢狱中，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威胁利诱，始终抱定共

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宁死不屈的县委书记贾兼善}有对革命赤胆忠心、无私无畏、机智

勇敢、年仅15岁就被敌人活埋的侦察小英雄李黑孩等等．在革命战争的紧要关头，人民

群众用身家性命保护了自己的干部战士，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战争。战争教育了人民，人

民赢得了战争。1948年11月5日，宁陵县解放。从此，结束了宁陵人民受压迫、受奴役

的历史． ： +。

(五)

建国40年来，宁陵人民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如下成就。 ．

建国初期，全县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领导广大群众，发展生产，厉行节

约，稳定市场物价，扩大财政收入，逐步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战胜了灾荒，财政经济状

况得到了基本好转。接着，开展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顺利

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宁

陵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

40年来，全县人民有效地治理和控制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本县作为全省

16个重点沙区县之一，在旧社会的漫长岁月中，每遇大风，整个沙区便淹没在飞沙之中。

大风过后，有的村庄被吞噬，房屋被压塌，水井被填没，庄稼被连根拔掉，广大人民群

众深受风沙之苦。建国后，从1950年起，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营造防风

固沙林带，大搞农林间作，从而使飞沙不毛之地，到处一片葱绿。到1989年，全县有防

护林带8600亩，农条间作15万亩，使全县泛风地带得到有效控制。为治理盐碱，本县

对原有25万亩盐碱地，采取开沟躲碱、灌水淋碱、挖沟洫台田、大种耐碱作物等方法，

使近70％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1981年3月，本县盐碱治理工作纳入华北平原农业项目，

‘全县8．3万亩盐碱地，经过综合治理，投资2493．23万元，挖沟330条，打机井786眼，

配套机井1112眼，架设高低压输电线路361．62公里，植树153．46万株，添大小拖拉机

396台，使盐碱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外，本县有16．7万亩耕地因地势低洼而经

常受到涝灾的威胁。多少年来，一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40年间，本县按卜5
年一遇的标准治理了申家沟、废黄河、古宋河、太平沟、清水河、陈两河、刘徐河等，并

对与之相配套的支、斗、农、毛渠进行了疏浚和完善，初步形成了低标准的排涝工程体

系。

在农业生产上，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生产关系的改变，农田基本建设逐步发展，农

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农村普

遍实行了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蕴藏在广大农民身上丰富的创

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全县农业生产面貌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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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u1984年四年中，前三年连续大旱，后一年又成涝灾，但粮食产量仍以年均17．9％

的幅度持续增长。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16522．5万公斤，比1952年增长2．5倍，比1965

年增长2．56倍，比1978年增长42．9％，创历史最高水平。1985、1986两年，由于农用

物资匮乏；且价格上涨，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1985年粮食总产比上年下降13．5％，1986

年粮食总产又比1985年下降15．7％。1989年粮食总产16778万公斤，比1986年增长

36．5％，比1988年增长77．9％。棉花，1984年总产240万公斤；为历史最高水平。比

1952年增长1．2倍，比1965年增长17．4倍，比1978年增长2．1倍。由于。卖棉难”问

题解决不好，后两年棉花生产趋于下降。1985年棉花总产比上年下降21％，1986年棉花

． 总产又比1985年下降43．8％。1987年后，国家对棉花生产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逐

步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棉花生产迅速发展。1987年棉花总产216．8万公斤，比上年增

． 长1倍◆1988年棉花总产又比1987年增长30．2％。1989年，全县棉花总产增至450．1

万公斤，比1988年增长59．5％。油料，1985年总产1075．5万公斤，为历史最高水平，

比1952年增长1．6倍；1986年油料总产856万公斤，比上年下降20．4％；1987年油料

总产突破1751．I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倍；1988年油料总产比上年下降48．4％，1989

年在播种面积减少25．3％的情况下，总产回升到1140．7万公斤，比1988年增长26．2％。

林业生产虽几经波折，但仍然发展较快i到1989年，全县有各种树木1870万株，人均

’39株，木材蓄积量52万立方米，被林业部授予“平原绿化先进单位”。水利建设事业在

起伏中发展前进，干、支、斗、农渠配套成龙，全县有机井6100眼，排灌机械2592万

千瓦。到1989年，有效灌溉面积为34．08万亩，其中稳产高产农田有27．5万余亩。农
’

业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1989年总动力为107285马力。大家畜1989年存栏51300头。

1984年后，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到t989年，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15086万元。

工业企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70年代后发展较快。到1989年，全县已拥有机械、

化工、酿造、建材、食品、制革、粮油加工等65家企业，工业总产值14447万元，分别

比1952年增长144倍，比1965年增长112倍，比1978年增长4．6倍，比1986年增长

． 37．23％。张弓酒厂自行研制的38。张弓酒，为全国首创，1983年获轻工部科技成果三等

奖，1984年被轻工部评为部优产品，获银杯奖。同年，又被评为国家优质酒，获国家银

质奖章，并获得1989年北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在1989年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中，蝉

联国优，再获银牌。该厂生产的张弓特曲，窖香浓郁，醇和适口，1984年被评为部优产

品，获铜杯奖，1989年获国家银牌。28。张弓酒，新创低度，风味不减，体现了发展方向，

亦获国家银牌，县肉粉厂生产的高铬肉粉，出口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自1975

年至1989年为国家出口创汇119万元。 ，

交通运输事业，在陇海铁路东段复线工程竣工后，本县境内227 262公里铁路运输线

上，客货运输量成倍增长．。县内公路通车里程已有113公里，基本形成了干支公路纵横

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客运量1989年增至52万人，分别为1965年的6．2倍，1978

年的158．3％f货运量1989年增至56万吨，分别比1965年增长4．2倍，比1978年增长

24．86％。邮政业务量成倍增长，1989年底，全县邮路总长度139公里，报刊发行量

373．92万份，分别为1952年的6．6倍和9倍，为1965年的1．5倍和4．6倍，为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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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1．3倍。电话、电报通信业务也有了很大发展。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和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加

之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各种经济性质的商业以不同形式进入市场，使 “

商品可供量大幅度增加，花色品种不断翻新，市场繁荣，购销两旺。1986年社会商品零
。

售总额10298万元，为1952年的16倍。198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647万元，比上年

增长22．8％，1988年在席卷全国的三次商品抢购风的冲击下，不少大宗商品、家电产品

呈现脱销，全年完成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5528万元，比1987年增长22．8％。但到了1989

年，由于消费需求过旺和超前消费得到控制，市场供求矛盾缓解，物价涨势受到抑制，加

之国家紧缩银根，市场消费出现疲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为15185万元，比上年下

降2．3％。 ，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广播、电视等项事业也发展很快，成效显著。建国初期，

全县仅有初级中学1所，小学130所。到1989年，。全县有高中5所，初中46所，小学

263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4％。同时，为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开创科学种田的新

路，还兴办了农业中学、农民科技学校和农业广播学校。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后，群众

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求知欲的增加，在全县范围内曾一度出现集资办学的热潮。据统

计，至1989年，全县共集资890．81万元，给条件较差的学校新建或翻修了校舍，添置

‘了桌凳。柳河镇孟李村委集资6．6万元，为本村小学新建了教室，添了桌凳，地，县、乡

曾为之立碑、挂匾。刘楼乡集资55万元，为乡办中学建教学楼一幢，并把23所小学的

． 教室建成标准房，被省评为集资办学先进单位。．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

繁荣，全县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656人，自1979年至1989年共完成科研项目68项，

’其中获省科技成果奖13项，地区科技成果奖24项。在全县范围内，一个爱科学、学科

学、科技兴农的热潮已经形成。医疗事业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1989

年，全县医疗单位增加到18个，病床826张，医技人员950人。文化、体育、广播、电

视和新闻事业也发展很快，全县现有文化馆、站、图书馆13处，电影院4座，广播电台

1处，广播放大站14处，全县城乡有电视机8500多部。同时，传统的民间文艺得到发掘

和整理，一批优秀的美术、篆刻、书法作品在省和地区展出。自1957年至1989年的33

年中，共有1400余件优秀作品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传统的体育、武术在全县城乡广泛

展开，对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陶冶人们的情操，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和群众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昔日那种

低矮阴暗的土墙茅屋，已经被宽敞、明亮、高大的砖瓦房所取代。至1989年，全县人均

住房面积，已由建国初期的6平方米增至15．1平方米。有的农民和城镇居民还住上了楼

房。

Z p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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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宁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块

贫瘠的土地上，艰苦奋斗，建设家乡，使苦难深重的宁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遇到

许多挫折，有过深刻的教训，但也为宁陵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宁陵

有着众多的优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在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继续解放思想，鼓足干劲，竭

尽全力，艰苦创业，敢为人先：冲破阻力，开拓进取，把“团结奋进，振兴宁陵”的指

导思想化为实际行动，宁陵县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一定会早日改变，繁荣昌盛的新宁陵

一定会早日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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