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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曹市区志的编、写至今已有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是发生巨大变化

的十七年，是取得辉煌成就的十七年，是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大提高

的十七年。

其间，经历了土地生产经营方式由人民公社生产的集体大呼隆

到土地责任制承包的生产与完善。这一经营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提

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政策性对农业投入的增加，农田水利设

施的迸一步完善’，农业机械的逐渐增多，农业由粗放型转为精耕细

作，再加上农民对土地投入的增加，种子的改良，科技的指导，农业

的产量逐年上升，低产变高产，并出现了亩产千斤村、千斤乡(镇)、

千斤县。告+别了“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生活，吃上了

一块“玉”的白面馍和大米饭；农民告别了阴暗潮湿的茅草窝，住进

了窗明几净的楼瓦房；农民告别了昏暗的煤油灯，用上了电灯，绝大

多数农民家中都有电器，运输工具，由原来的太平车换上了三轮、四

轮、大卡车，有的还买了小汽车。曹市镇现已实现村村通电，每到晚

上，曹市大地变成了一片灯的海洋。

其间，经历了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复出。邓小平的复出是中国历

史的一大转折，邓小平以伟大的魄力规划了中国的远景蓝图，终止

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转移。随之

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中国俱兴，经济翻番，强大的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

其间，经历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洗雪了百年耻辱的香港回归，

澳门的回归已指日可待，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已为期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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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总之，中国的综合国力加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上发挥

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全党、全军、全国

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

平理论．的旗帜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阔步前进!

曹市镇续志已详实地记叙了曹市十七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经验、成就对曹市的广大干群是一大激励，

令人鼓舞；失误、教训也可给后人以启迪．。曹市镇续志的编写是一项

有利当代，造福子孙的幸事。

回顾过去，令人振奋。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我受曹市镇志编写组之约，要我为续志作序，甚感笔秃，经考虑

再三，忆其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又激情难抑，，故聊叙数言，以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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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离开曹市已经一年整了，承蒙镇党委、政府厚爱，约我为《曹市

镇志》作序，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我于九一年九月七日由青町区委副书记调到曹市任区长；九二

年三月撤区并乡，曹市区原建制改为曹市镇，区长改镇长；九三年的

三月提任镇党委书气己，直到九七年八月十四日调任高炉镇党委书记

为止，总共在曹市工作生活了七个年头j初来曹市时，我刚过而立之

年，离开曹市时我已近不惑，人生最宝贵的时刻在曹市度过。曹市镇

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不可磨灭的印象。
。

曹市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胜古迹星逻棋布。殷家河畔的候

氏孤堆为仰韶文化的历史遗迹，红栗城是我省唯一保存最完善的汉

代县城遗址。北淝河为赵宋时期主要的运粮河道。牛候氏节孝坊是

我国晚清最精美的石雕牌坊之一。著名的东太清宫是我国道家鼻祖

老子的故里。“老子生在东宫，长在西宫，炼丹中宫”的传说，解释了

三座太清宫的关系。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孕育了纯朴善良的曹

市人民，使曹市这块风水宝地成为知识的沃土，智慧的海洋，文化圣

地，道德之乡。予自幼好古，常于春花秋月之时，工作闲暇之余，历访

太清圣地，熟读道德经书，夫以五千言，洋洋洒洒，博大精深，穷天地

之奥妙，尽人生之哲理。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

唯物主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辨证法思想和“清静无为，

与世无争"的养生之道，无不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谓无为

者，即不要超越客观条件而勉强为之，所谓无争者，即尊重规律，顺
≈



其自然。老子的学说，对人生，对社会，极其重要，凡是超越客观条

件，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者，必然事与愿违，欲速不达。

．曹市镇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次党代会就

在曹市集的牛氏祠堂召开，彭雪枫、张震等将军都在曹市留下英勇

战斗的足迹。辉山抗日烈士墓，气势巍峨、庄严肃穆。每逢清明祭日，

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前来，悼念烈士英灵，缅怀先烈功绩。烈士陵园

已经成为皖北地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每当贮立在纪念塔

下，仰照先烈英名，-追忆烈士当年枪林弹雨，为国捐躯，’我等今日还

有什么不可以舍弃呢?去一次烈士墓就受到一次教育和洗礼。九四

年五月二号，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专程前来辉山吊唁革命先烈。当

南京军区司令员介绍道：“这一位是曹市镇党委书记蒋宗勤”时，张

震同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高兴地说：“好哦，四十年前我就在曹

市干了，你要好好干哦”!其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
’

曹市镇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十二万八千亩耕地，平坦开阔，

土质淝沃，耕地总量为全市之首，阜阳市第一农业大镇，当之无愧。

曹青河、北淝河、殷家河、渡江沟等河流，东西南北纵横交错，水源丰

富。勤劳的曹市人民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使每一块土地都焕发出

勃勃生机。每当春光明媚之日，缓步辉山之颠，登高望远，田园如画，

山青水秀，令人浮想联翩，令人心旷神怡。

近几年来，曹市镇党委、政府，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镇

人民以经济建设为冲心，大胆改革，锐意进取，狠抓了农田基本建

设，修通了柏油路，新建了变电所，开通了程控电话，改造了老集镇，

调整了产业结构，发展了乡镇企业，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

各项社会事业均协调发展，全镇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农业生产稳步

发展，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曹市镇焕发了新的青

春。

追忆往日岁月，由于形势所迫，加之经验不足，更耐市场叵测，

在历年的工作中，造成多少损失，多少教训，多少失误，所幸曹市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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