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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一

新编《尉氏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尉氏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着重记载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县情；有助于领导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地决策；有助于世人认识尉

氏，研究尉氏，建设尉氏。

二、篇目结构：

卷首置县行政区划图、照片、序、凡例、目录、总述、大事记，正文设地理、人口、

经济制度演变、农业、林业、水利、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乡

镇企业、财税，金融、经济管理、人民生活、政党、政府、人大政协、政法、劳动民政、

群团、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医药体育、习俗方言、宗教、人物、乡镇概况三一。
十二篇，卷末设附录、补记及编后记。以志设篇，下设章、节、目。

三、体例：

采用述、记、志、传、介、录、图、表等体。总述为县情举纲提要；大事记载夏禹 。，

以来境内大事；志，以志各方面历史与现状；传、介以志名人；附录录文献辑存、图表一

补文字叙述之不足；补记补本志下限之后、90年前各年要事。

四、断限： 一

记述不作上限。大事记贯古今，志以事物出现始，略古详今，重记当代，详记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实绩，以体现时代特点。下限一般

止于1985年；乡镇概况因征集资料晚，止于1988年；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名录止于定

稿。

五、纪年：
’

，

历史纪年沿旧称，以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六、文字

使用规范简化字。专业名词、符号依国家统一标准。作为计数的数字(词)一般用

阿拉伯数字，用以构词或修辞的数字(词)一般用汉字。

七、称谓
～

直书其名。地名使用标准全称。记述古代事件时，使用古地名，以括号注明今称。

八、统计数字：

一般以县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其所缺数字，以有关部门提供数字为准。计量单位．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与符号(试行)》为准。

九、资料来源：

中央、省、市、县及有关大专院校档案、旧志、正史、报刊、专著、有关单位提供、

当事人回忆、调访等，所用资料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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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记载地域 ，

本县志所记地域范围为现行政区划所辖范围。1930年一1948年11月，中共洧川县
地下党活动收入本志。

十一、专指词语

行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11月尉氏解放前后；“建国前(后)一、“新中国

成立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文化大革命一系指

1966——1976年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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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劳1
序 一

就任伊始，适逢新《尉氏县志》定稿，总编室的同志邀我审稿。
并为之序。念县志乃一县博物之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巨大

作用，它的纂成意义重大，是尉氏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于是不揣

浅陋，欣然命笔，首先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辛勤笔耕于此的同志

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锦绣江山，政通人和，盛世修志，事在必举。新《尉氏县志》

继承旧志传统，大胆改革创新，征集大量新资料，用社会主义新观

点，新方法，把尉氏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县情展现出来，洋洋
百二十万言，纵溯历史，横陈百业，集古今之史实，教益于后人。

新《尉氏县志》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尉

氏县人民战天斗地、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尉氏“旧貌变新颜”的

战斗历程及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尉氏县人民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锐意改革，计拓进取，谱写的历史新篇章。展卷览阅，耳目一新。

尉氏县匹：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一步步发展成为以农业为基础，林、

牧、副、渔业并举的多种经营结构，工业形成～定规模，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社会事业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前进足迹清晰

可见。

《尉氏县志》将做为振兴尉氏的信息库而发挥巨大作用，将做

为教化人民的乡土教材而使民心鼓舞，将激发旅居或工作在异乡的

尉氏籍志士仁人为振兴桑梓而献策出力，将为后人了解尉氏、建设

尉氏提供历史借鉴。

我衷心地祝愿尉氏县在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进一步改革开

放，再上一个新台阶!

尉氏人民政府县长

马思强

1992年12月1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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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修志之举，为历代所重。

尉氏县古有修志传统，自明永乐十六年(1418)至民国二十二

年(1933)，其五百余年内，曾七次修《尉氏县志》，四次修《洧川

县志》。对县疆域之变迁，世事之兴衰，政治之明幽，吏宦之廉污，

经济之发展。百姓之苦乐，天地之灾害，奸宄之祸国，悉加记载，

传流于世，作为一县博物之书，起到了资治、教化、存史之作用，

这是尉氏人民的骄傲。

尉氏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久，沃野坦荡，又置河南省太阳辐

射最高值中心，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尉氏人民勤劳善良，强智多能；

尉氏物产品种齐全，备具特色。然而数千年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

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加之人民群众无力抵抗大的自然灾害，以致

使尉氏人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8年，中共尉氏县党组织建

立，领导尉氏人民同黑暗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终于赢得了1 948

年尉氏解放，党又领导全县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
验，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大道。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谱写了历史新篇章。

星移斗转，旧貌新颜，应有志以记之。1982年，县委、县政府

专设修志机构，调集得力人员，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征集新的

资料，在历代县志的基础上，开始了刨修社会主义新《尉氏县志》

的浩繁工程。十历寒暑，五易其稿，今终成定稿，付梓在即。

新《尉氏县志》卷首设总述，为县情举纲提要，继立大事记为

全书之经，接着为地理、人口、经济制度演变、农业、林业、水利、

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乡镇企业、财税、

金融、经济管理、人民生活、政党、政府、人大政协、政法、劳动

民政、群团、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医药体育、习俗方言、

宗教、人物、乡镇概况等分志，凡32篇137章394节，分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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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附录和补记，共计120万字，为后人了解尉氏、建设尉氏将

提供历史的借鉴。实为尉氏人民的一件幸事。 ～+
一 ．

．、

《尉氏县志》之纂成，‘是集体劳动之成果，端赖前几任领导的

关心及各界支持，特别是前后具体参加县志编纂的同志呕心沥血，。

默默无闻，艰苦工作，更值称道。本志即是他们劳动的结晶。唯参

与编纂及提供材料诸同志之辛劳能对本县今后各项事业有所裨益，

惠及子孙，造福来世，则愿足矣。
’

，

然，编辑同仁虽躬为事举，而水平有限，且书成众手，误讹纰

缪在所难免，俟博达之士赐教。是为序。

籀箍A萎墨量盏害黄振海《尉氏县志》编委会主任、总编
八w¨甘

。 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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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2．9——1984．12。
， 主‘任：马政宣
’

副主任：高，峰 左继贤 赵洁民 马志民

刘书法 李景顺 刘兴民 李元岭

马化民 马俊杰 赵庚申 董爱焕

1984．12——1987．9

主任：张成才

．， 副主任：马文玉 聂恒章 尚冰昭 王维臣

郭松林刘兴民 ，

1987．9——1989．4
主任：程广寄

副主任：聂恒章 左继贤 赵洁民 王念道

夏少怀 马鸿勋

，

4

1 989．4—1 993．9

主’任：黄振海 ，

副主任：聂恒章 马鸿勋 冯宪政 刘善亭

黄东厚

主任：

副主任：

马思强

张德贵

主任：韩丙寅

靳天顺

副主任：朱家政

， 囵
· 岳朝堂

办 公室
1 382．9——1984．12

1984．12——1989．4

1982．9——1984．12

1982．9——1984．11

1982．9——19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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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志编纂委员会

于兆福1988．4一
马炳臣 1989．4——

李善曾 1991．1——

《尉氏县志》编辑人员
·。 总编：黄振海

副总编：于兆福

编辑：刘同伦

刘焕之

蔡石根

： 卢 铁

’资料编辑：陈梦莲

编 务：王苗计

马仁甫

， 陈 红

李振民

刘中合

粟永彦

李善曾

李新民

时惠今

仝彦华

王 钧

黄 钲

马炳臣

李 请 雷世闯 马建仁 ．

刘进昌 王金凤 孟庆枚 ：

赵霞李灵仙

《尉氏县志》各篇编辑人员

篇 名 定． 稿 初 稿

总 述 于兆福
大 事 记 刘中合 王钧
地 理 于兆福 刘同伦
人 口 于兆福 李新民黄钲
经济制度演变 刘焕之

农 业 刘焕之

林 业 刘焕之

水 利‘ 刘焕之
， 工 业 ‘ 刘焕之

交通运输 时惠今-、

邮 电 时惠今

城乡建设 时惠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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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志

篇 名 定 稿 初 稿

‘商 业 卢铁 栗永彦

粮 油 卢铁 栗永彦

乡镇企业 刘焕之

财 税 时惠今

金 融 时惠今
’

经济管理 卢铁

人民生活 仝彦华 李新民黄钲

政 党 李善曾 王钧

人大、政协 李善曾 王 钧

政 ’府 李善曾 王 钧

政 法 李善曾 王钧

劳动民政 李善曾 李新民黄钲

群 团 李善曾 王钧

军 事 仝彦华 蔡石根

教 育 ． 刘中合 李振民

科 技 马炳臣 ．李振民

文 化
’

马炳臣 李振民

卫生医药体育 马炳臣 李振民

李新民黄钲
习俗方言 于兆福’

张启焕周万钧

宗 教 仝彦华 李新民黄钲

人 物 刘中合

乡镇概况 仝彦华

附 录一 刘中合

补 ，记 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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