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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痒

1990年12月，第一部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编《安阳县志》以其迥异于诸

种旧志的全新面目与世人见面了o 10多年来，安阳县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浪潮中，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此大好形势下，又一部全新的《安阳县志》编纂成功了。这是安阳县改革

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园地上迎风绽放的一簇奇葩。对这部县志的

问世，我深感由衷的喜悦，并致以热烈的祝贺。

安阳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2．5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在这

块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开拓奋斗，凭借他们的孔武和俊智创造了灿烂的

古代文明。沉埋百世的甲骨辉煌与独步千秋的建安风流，宛如耀眼的双子星

座，将永远辉映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浩瀚天宇。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

安阳县古老的历史文明都曾经哺育过众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旷世

业绩和流风遗韵永远是安阳县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在当代的社会主义时期，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英彦蔚起，俊才云涌。名闻遐迩的当代愚公杨皂，

清正廉洁的法官苗长青，优秀的人民教师刘亚民，人民的好医生冯家印，就

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荣名嘉绩，像一座座参天的丰碑巍然屹立于安

阳大地，成为安阳县改革开放新时期最好的象征。

安阳县自古就是京畿重地，河朔名区，川衍野沃，民丰物阜。西接太行

余脉，山清水秀，矿藏丰富，为发展现代工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东连华北

平原，平畴百里，良田万顷，是发展生态农业的理想之地。同时，安阳县还

有许多瑰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人文资源。小南海的松风涛韵，珍珠泉的珠

踏涟漪，韩陵片石的奇思壮彩，永和长桥的宏规巨制，无不引发人们绵邈的

了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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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想和优美的情思。无比丰富的旅游资源，又为安阳县进一步发展大旅游昭

示了广阔的前景。

安阳县悠久的历史文明，厚重的人文积淀，壮美的山川风物，淳朴的民

俗风情，特别是安阳县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勇于创造历史的伟大开拓

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此时清人美的太平盛世，我有缘承乏安

阳县这方神奇宝地，与勤劳智慧的安阳县人民一道开拓进取，共创未来，感

到无比荣幸和自豪。而今，一部新的《安阳县志》即将付梓，她以宏富的内

涵，翔实的资料，多角度、多层次、全景式的向人们展现了安阳县改革开放

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她的出版是安阳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殷切希望全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身作则，带头认真阅读这部新的志书，

在解读安阳县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深刻认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并

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让我们共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做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把蕴藏在人民群

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

共同谱写安阳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崭新篇章。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改革开

放的伟大时代对我们的重托，才能不辜负安阳县百万父老乡亲对我们的厚望。

中共安阳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社民

2004年12月

--_II Ill_-___________-_____-●-●-__l__I_--___●lll_I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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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编纂志书，是功在当今、泽被后世的千秋盛举。捧读着这部散发着墨香

的志稿，我仿佛看到了安阳县的父老乡亲正在改革开放的大舞台上，搬演着

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那动人的风彩，那豪壮的心音，对我来说都是如此熟

悉，如此亲切。这是安阳县人民用百万双巨手挥动倚天大笔，饱蘸时代激情，

谱写的灿烂华章，我们都会为这部志书的出版感到万分高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阳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时俱进，加快发

展，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

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和商贸流通体制改革，党政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做了大胆有益的尝试。

改革开放后，安阳县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坚持实施

科教兴县、开放带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市场为导向，以发展为主题，以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依托农

业大县的优势，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力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特色种

植业、特色养殖业和特色加工业不断涌现，形成了农、工、商“一条龙”和

种、养、加“一体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促进了全县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经济

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

x-,_lk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基本形成了钢铁、水泥、焦化、纺织四大工业格

局，总产值占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o此外，交通、通讯、电力、

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

进步、人民富裕的大好局面o 2003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47．7亿元，财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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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预算收入突破2．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25元，比1986年增长了

6．4倍，综合实力在全省109个县(市)排序中名列第16位。

有一代之治，必成一代之史。本届《安阳县志》就是对安阳县近20年

来辉煌历程的概括和总结，为安阳县树立起一块永不湮灭的历史丰碑。认真

研究这段历史，明其得失，鉴往知未，对我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现跨

越式发展，大有裨益。我国古代官吏历来就把地方，4-书作为他们决策施政的

要览，史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安阳知县马国桢下车伊始，便“亟索

邑志”，当他得知安阳县从未修过县志时，深为不悦，遂即选派人员，按部修

辑，编纂出安阳县历史上第一部县志。而后至今，安阳县先后编纂了8部县

志，这是我们全县人民至为珍贵的共同财富。以史为鉴，开辟未来，安阳县

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安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保香

2004年12月

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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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我于2003年12月来到久已向往而又颇为陌生的历史名邑——安阳县。

为了尽快地了解县情，我翻阅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编纂的第一部《安阳县志》o

嗣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又先后认真阅读了正在编修中的第二届《安阳县

志》的初、二、三稿。从前后蝉联的两部志书的比较阅读中，我认识了安阳

县悠久的历史、辉煌的现实和安阳县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从而使我对安阳

县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志书的功用在于“存史、资治、教化"，新旧志书，概莫能外。但是志

书的内容和体例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随着时代前进、社会发展的需要不

断创新。第二届《安阳县志》是安阳县改革开放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为了

更好地反映这一时期安阳县的历史全貌，志书的篇章设置在承袭前志框架结

构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调整。为突出反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增设了《经济总情》、《政治综述》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篇。同

时，刊削了前志已有、毋庸再述的章节。这就使得这部志书结构更为合理，

体例更为完备，内容更为丰富o

2l世纪初，第二届修志工作在全国范围逐次展开。这部志书的编纂就是

在这一“盛世修志”的大气候下，于2002年lO月开始起步，至2004年12

月正式定稿，历时两年零两个月。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县委、县政府

的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县长张保香为主任的编纂委员会。其具体工作，前期

由苏鸿莉副县长主管，后期由我负责。现在这部百余万言的志书即将付梓，

欣喜之余，我谨向曾对志书编纂予以悉心指导、大力帮助的上级修志部门，

向积极配合、鼎力支持这一工作的县直各单位、各乡镇，表示深切的谢意。

7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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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要感谢那些继晷焚膏、’宵衣旰食、辛勤耕耘的专业修志人员和所有参

与编纂、评审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真诚奉献，

这部囊括百业，包罗万有，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新方志的编纂成

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对于他们的突出贡献，安阳县人民将永远铭记不忘。

在《安阳县志》出版之际，我谨希望这本翔实而独特的县情著述能让更

多的读者了解安阳县、认识安阳县，进而支持参与安阳县的三大文明建设，

为谱写安阳县更加辉煌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安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曾垂瑞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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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为1990年版新编《安阳县志》的续修，定名为《安阳县志》

(1986—2002)o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运用现代科学理

论和方法，全面真实记述安阳县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情况，突出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色，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断限，上限1986年，下限2002年，区位环境资源篇起至事物

发端，为反映改革开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部分史实上溯到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的1978年及下延至付印o

四、本志采用篇章体的中、小篇结构。坚持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相

结合的原则设篇立章。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本志篇目的

大类按照环境与保护、资源与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民情民俗、经济、政

治、文化、人物、乡镇概况的顺序排列。全志除大事记和附录外，共设24篇

92章340节。

五、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末缀附录，

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类专志为纬。概述采用史志结合体，有述有议，

述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以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设置环境资源大部类，以环境、资源、人口构成大的环境理念。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舞台；资源是指自

然资源，是发展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和劳动对象；人，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

体和首要因素。环境、资源、人口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

续的发展观。

七、本志为突出时代特点，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专设“经济

总情"和“政治综述"2篇，分别置于经济部类和政治部类之首。为突出地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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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把“乡镇企业”升格为篇。在文化部类之首设“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篇。为适应事物发展的形势和变化，增设“小康村创建"、“旅游"、“开

放与开发"、“环境保护”、“党风廉政建设”、“重大决策”、“施政方式”等

章节。

八、本志“人物’’篇设“人物传记”、“人物简介”、“人物录”、“人物

表”，入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寓观点于叙事之中。行文力求准确、朴实、简洁。

十、志书正文黑白图片原则使用1986～2002年照片，彩色图片版部分使

用上溯或下延至本志出版时照片。

十一、本志政区、机关、职务名称均按时序以实记述。专用名称，首次

使用时用全称。

十二、本志使用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1986年lO月新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为准。计量单位以1993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的国家标准计

量和单位为依据。数字使用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规定》o

十三、全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县直各部门、各乡镇和档案馆。各项数

据以统计局为准，未进统计序列的，采用部门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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