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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地区志》是1990年初地委、行署决定并予部署编纂

的。在省史志编委大力支持和具俐旨导下，全区史志工作者不负
党的重托，三历寒暑，夜以继日，辛勤笔耕，终于如期完成煌煌

巨制，创省内地、县志书编纂周期最短记录。尽管还存在缺点和

不足，但作为一项浩繁的历史文化建设，实为可喜可贺。

《周口地区志》1 70万字，诸凡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

有，综一方风物，述百业兴衰，体大思精，洋洋大观。且着重记

述建国后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既讴歌人民群众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丰功伟绩，又不避讳前进中的某些失误，，实

为彰往昭来，富于实用的百科全书。可谓无愧古人，有益当代，

惠及子孙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们相信，地区志的出

版，必将有助于全区人民研究区史区情，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日渐成熟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大舞台上，披荆斩棘，治穷致富，大显身手，把我区建

设成富裕、文明的一方乐土，以期对国家有较大贡献。

地委书记王明义

行署专员王延明

1 993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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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周口地区志》的编纂，始于1 990年，在全省1 7个地市

中，起步最晚。其时，我区各县市志已基本完成。鉴于外地和本

区修志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提出了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小

的代价，出一部较高质量志书的设想。经过三年努力；全区史志

工作者怀着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以极大的热情，夜以继日，

辛勤劳作，追根寻源，字斟句酌，虽严寒酷暑，未敢稍怠。至

1 995年底，1 60多万字的志稿，几经修改订正，全部杀青付梓，

不久即可面世。实践表明，一部1 00多万字的志书，成书周期不

应过长，也完全能够缩短到三五年内，旷日持久，会给修志工作

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既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又影响志书

的质量和服务当代的功能。因而，我们认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争取一定的速度，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事情的一

个方面。

。 另一方面，地方志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天上地下，自

然社会，既着重于记述当代，又须追溯历史渊源，所谓“究天人之

1【示，通古今之变’’，工程极其浩繁，决非轻而易举，更不宜草率从

事。一定规格的修志机构、素质较好的编辑队伍、科学的工作方

法、必要的经费设备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最为重要、起决

定作用的，是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主管此项工作的领导同志，不

能一般过问，而应自始至终躬亲其事，尤其在关键时刻、关键问

题上，进行有力的干预和支持。非如此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凡例

一、《周口地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
二、本志结构分为总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附录5大部分，以专业志为

主，设地理环境、自然灾害、人口民族、政党、政权政协、政法、群众团体、军

事、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乡镇企业j财税金融、经济管理、

人民生活、教育科技、文化、文物胜迹、卫生体育、社会民情、市县场概况等23

卷，卷下按章、节、目形式编排。总述、大事记、人物、附录不入卷序，不分章
节。

三、“总述”对全区历史和现状鸟瞰、钩玄，“大事记”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

结合的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专业志横分门类，纵向记述；“人物”分传略表两
部分“附录”选辑重要资料

四、凡属今周口地区所辖区域均为本志记述范围。上限不划一，根据需要和资
料情况适当向上追溯，下限1 990年。本着详今略古原则，着重记述建国后，尤其
1965年建立专区后的史实，特别详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建设实

绩，以体现时代特点。

五、为突出地方特色，专业志设“自然灾害”、“乡镇企业”、“文物胜迹”卷有关
卷内设“农业集约经营”、“名优产品”，“名厂选舻、“气象服舻等章节。

六、设“总述”、“综述”，较多部分设无题前言，以加强宏观记述
七、遵照传统惯例，不为生人立传，·对有突出贡献者，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

将其事迹载入有关章节。立传人物以本籍人为主，兼收客籍；“人物传略”设“举世名

人”，独立人物分类之外，以突出显赫人物；设“工农人杰”以突出劳动人民的历史作

用；收录个别反面人物，以儆效尤。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编排。入表人物皆收本籍
人，军政界收录地、师级及其以上实职人员，科技学术界收正高级职称者，先进人
物收受国家表彰者，烈士收营、乡级及其以上主要烈士。入传人物不再入表。

八、历史机构、职务名称均用当时称谓，古地名必要时使用，加注今地名，一

般使用今地名。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除大事记外，使用公元纪年，必
要时力口注民国纪年。

九行文中多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周
口地区委员会”简称“中共周口地委”或“地委”，“周口地区行政公署”简称“周口行署”

或“行署”，“土地改革”简称“土改”，“文化大革矿简称“文革”等。
十、插图、表格随文。表格分卷编号，如“表10-3”即第1 O卷第3表。数据以

地区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数字阙如者，以业务部门的数字为准。计量单位、简
化字、标点符号以国家有关单位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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