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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乡县志序

武光汤·

《武乡县志》这部书，经过县志编纂办公室的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几

年来的辛勤劳动，以及许多革命老干部、老党员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终

于编成，这是值得庆贺的。

’武乡，古代属矗涅一。西汉置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武乡县素有

修志的传统，据考，明代永乐年闻，就创修了第一部县志。万历年间和清顺治，

康熙、乾隆，光绪年间以及一九二九年，又先后续修了六次。这几部旧志，对

武乡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和演变过程，以及历代建置沿革、山川

河流、风土习俗等等，记载较为详细，可资编纂新志时参考。但是，由于旧志

编修于封建时代，修志事业完全被当时的统治阶级纳入了封建纲纪的轨道，

其发凡起例，篇目设置，体现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礼观念，再加作者

的历史局限性，对许多史实的记载，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社会的历史偏见。

如对历代农民起义，动辄称。匪’．称。贼”，对豪绅恶霸，则妄加歌颂。

且其中有《烈女篇》、《节妇传》，更有。天人感应’等诸多迷信说法，实

为封建糟粕，殊不足取。

武乡县志失修已经五十余年，在此期间，武乡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武乡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

经历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巨大代价，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将这些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载

入志书，使其彪炳史册，流传千古，乃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编《武乡县志》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武乡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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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变化情况，作了全面的阐述和总结，并对地质资源，地理环境，民族人

口、文物古迹、自然风貌、风俗民情等方面的演变过程，作了认真的核实和

详尽的记载。其发凡起例，革故鼎新，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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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浴室。

第五节 科技成果

1992年—2003年，在实施科教兴县战略中，全县科技工作成效显著，多次受到省、市科委和县政府

的表彰奖励 。1993年一1995年县科委连续3年被省、市科委、县政府分别评为先进科委、先进集体、红

旗单位。1996年一1998年连续3年综合考核名列全市13个县区首位，得到市政府表彰奖励。在创建

科技先进县、乡活动中，黎城县动手早、力度大。1992年一1997年认真按照考核标准的10个方面27项

指标，逐项对照并加以完善提高。1997年6月成立了创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活动领导组，设立了创

先办公室，把创先活动纳人各级领导班子政绩考核范围。年底，科技工作经国家、省、市组成的专家评审

组严格审核 ，以总分1049分的成绩顺利通过验收，在长治市首家步入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行列。与此

同时，各乡 (镇)科委也积极开展创建科技先进乡(镇)工作。1994年上遥镇、城关镇率先步人全省科技

工作先进乡 (镇)行列。1995年一1998年东阳关镇、南委泉乡、西井镇、东崖底镇、李庄乡、柏峪乡、程家

山乡、停河铺乡、龙王庙乡、西仵乡、岩井乡、平头乡、柏官庄乡等13个乡(镇)先后步入全省科技工作先

进乡(镇) 行列。

黎城县大力实施科技兴县战略，积极开发和推广科技成果，先后有22个单位的45项科技成果分别

获省、市科技进步一、二、三、四等奖。2000、2001、2002年度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各一项，2003年获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农业科技成果

1991年—2003年，全县农业科技项目共有48项获奖。其中获山西省科技进步奖1项、山西省农业

集团承包奖 8项、长治市农业科技进步奖19项。2003年，获长治市科技进步奖一项(二等奖)、农村集

团承包奖两项(均为二等奖)。

1991年—2003年黎城县农业科技成果获奖情况

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和建设事业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生了极大的变化。上述种种重要史实，

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也发

如不载入史册，年长日久，势必无从

查考。新县志的编成，填补了武乡县五十余年来历史记载的空白，同时也为

有志于研究武乡史志的人们，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

《武乡县志》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以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反映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武乡县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提

供了参考依据和可资征信的借鉴。它对于武乡县干部掌握有益的资料，积累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增长才干，提高专业化，知识化水平，大有裨

益。同时，对于武乡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家乡情况，学习先烈事

迹，总结历史经验，培养爱家乡，爱祖国的高尚情操，继往开来，更好地为

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无疑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愿武乡县二十万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鉴古知今，同心协力，奋发图强，把武乡的山山水水

建设得更加美好。

一九八五年元月一日’

、
●

·注：武光汤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主席．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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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一部新的《武乡县志》问世了：这是武乡二十万人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

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武乡自西汉置县。两千多年来，勤朴勇敢的武乡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写

下了光辉的篇章。古代风流人物，曾经载入史册，近代革命志士，亦当名留

青史。辛亥革命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武乡一批在并求学的

仁人志士，忧国忧民，就为寻求救国之道而奔走呼号。一九三三年八月，中

国共产党武乡县党组织诞生后，武乡人民便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农民抗债

团，捣毁。官盐店”，创办《武乡周报》、《上党红花》，革命斗争如火如

荼，展开了崭新的历史画卷。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

局驻扎武东_山区，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辗转武乡一带，指挥华北敌后抗日战争，使武乡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

的一个腹心。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金县时仅十四万人口，就有一万四千多名

优秀儿女参加八路军，五千三百多名干部从事抗日工作，并承担了驻扎在武

乡军队和党、政机关的粮食供给和支前任务。武乡人民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

争的十一年中，傲军鞋十五万双，筹军粮二百四十万石，两万一千多名干部

群众为国牺牲，后人当永志不忘。

新中国诞生以后，武乡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成就很大，挫折不少。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全县各条战线充满生机，各项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生活

蒸蒸日上，实属历史上空前大好形势。

武乡修志始于明代永乐年问，五百余年续修八次。这次编修新县志，继

往开来，略古详今，上限古代，下限一九八三年底，既补续五十多年的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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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又自成一完整体系，力求成为一部系统的通志。

新县志编纂，从一九八零年开始，于一九八四年底完稿。几年来，承蒙

武乡在外工作的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指导，提供资料，参与撰稿，省，

地史志办公室的同志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多次不吝赐教，县志编纂办公室的

十几位同志在有关部门同志们大力协助下，兢兢业业，辛勤攻修，终于完成

了县志编纂大计。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l

武乡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军的新的历史时期，必将继续发扬革命传统，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l

一6一

中共武乡县委书记 郝永和

一九八五年元月八日





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十、优秀艺文选标准是：著名人士、著名作家写武乡和驻武期间写下的

作品，武乡籍作家、作者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摄影、绘画选标准

是：参加省级以上美展和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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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四卫生体育 ·535·

第一章 卫生机构 网络

第一节卫生行政事业单位

黎城县卫生局

县卫生局是县政府主管全县医疗卫生工作的行政职能部门。2003年，局内设办公室、医药综合股、

爱卫股。在编人员7人，设局长1人，副局长2人。

代管县红十字会办公室、县公费医疗办公室；局设药品检验所；下辖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卫生防疫

站、县妇幼保健站、县卫生学校及西井地区医院等22个单位。

局长李向民后庄村人 (1991—01—1993一01)

杨锐北曹庄村人 (1993—01—1998—04)

杨廷北大寺村人 (1998—05—2002—01)

刘忠芳范家庄村人(2002—0l—2003—10)

赵国红李庄村人 (2003—10一 )

黎城县卫生防疫站址河下西街109号，建于1977年。内设财务科、防疫科、卫生科、检验科、健教

科、防痨科、地病科、质控科、放射科，办公室，门诊部，拥有专业与行政人员44人。设站长1人，副站长

3人。

秦访华、陈根虎、赵志宽、赵增旺、樊艾玲、魏六生先后任站长。2003年3月，撤销防疫站，分设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黎城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址河下西街109号，2003年3月成立。内设办公室、检查监督科、综合

检查科，共有干部职工26人。王敏良任所长。

黎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址河下西街109号，2003年3月成立。内设防疫科、结核防治科、化验

科、地方病科、健康教育科、财务科、门诊部，共有干部职工30人。主任魏六生。

黎城县妇幼保健站址鼓楼街75号，建于1981年。内设办公室、财务科、宣教科、妇保科、儿保科、

放射科、检验科、婚检科、医护办等10个科室，有医护、行政人员26名。设正副站长各1人，书记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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