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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志

序

新编《通许县志》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许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它的出

版问世，是通许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是全县人民的一大喜事。意义深远，

值得庆贺!

志书的主要作用是“存史、资治、教化"，。尤重“资治”。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能够取信于民，成为国家的执政党而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的即是善于总结

历史经验，为我所用；勇于承认并正视自己的失误和不足，接受教训，从而实

，事求是地探索前进的道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因此，《通许县志》的出

版，对于我们认识通许的过去，了解通许的现在，探求符合县情的、发展通许

经济的规律，制定正确的决策，以更好地研究通许、建设通许、振兴通许，无

疑将起很大的作用。

通览全部志书，受益匪浅。这部志书的特点主要有：

一、时代特点突出。。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本志是在改革开放、大搞经

济建设的新形势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重视下开展的一项浩繁系统工程。

它记述了通许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通许面貌翻天覆地

的变化和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实为时代新篇。

二、指导思想正确。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编写的资料宝库。 。

三、锐意创新。本志虽继承旧志之精华，但却不拘泥旧章，而是敢于解放

思想，锐意创新，如采用小篇体制、加重经济篇章之份量、详今略古、突出地

方特色等。
。

，

四、众手成志。本志是在全面动员、各部门撰写专志、多方搜集资料的基

础上，由总编室广征博采，汇聚各方卓见，然后分口编写初稿的。继而经各部

门审查增删，专家、学者、同行志士及领导全面评审，热心的学者还操笔删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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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篇章，终由总编室编纂成帙的。故新编《通许县志》实可谓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一部指导思想正确，资料翔实可靠，时代、地方特色突出，篇目设计合

理、超越历代志书的地方百科全书。

值新编《通许县志》出版之际，谨向大力支持我们工作的上级领导部门，

向热心帮助、指导我们工作的专家、学者、同行志士，向为我们提供资料的各

部门及各位同志致谢!向呕心沥血、精心著述的全体编写人员致谢!

县委书记马鸿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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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的综合工程，是一桩继往开来、承前启后，

裨今世、惠后代的千秋大业，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优良传统，故世代相袭、

经久不辍。就通许而言，自明正德(1506～1521)始，迄中华民国22年

(1933)，垂400余年，修志之举达12次之多。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又倡兴

此事。1983年，在全国修志高潮推动下，县委、县政府远见卓识，立即组建

通许县志编纂委员会，并调集得力人员成立县志总编辑室，重开本县修志大

业，用心良苦，自不待言。

历代的执政者及现今各级的当政者何以如此重视修志工作?因志书乃资

治、教化、存史之著，为一方的百科全书，所以它的作用对为政者来说，是任

何著作也难以取代的。

承前启后，鉴往知来。通观志书，即得历代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之道，则

可取其经验、效其政略，以谋划今日治国兴邦之策；知历代政局衰败、政权覆

灭之缘，则可接受教训，决定取舍，以免遭蹈历史覆辙之苦。知本地优势、自

身特点之据，则可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择捷径、壮优势，以正经济高速发展

之本；知发生灾害、引起祸患之由，则可总结规律，立足主动，以奏兴利除弊、

造福一方之效。明养尊处优，为政腐败而失信于民之例，则可知倡廉洁、立清

正而为民公仆之理；晓虚空浮夸、追名逐利之害，则可知实事求是、务实真干

之需。故当今之为政者欲要所辖一方之工作卓有成效，不仅要认真研究贯彻中

央之方针政策，而且还应深刻了解本地的具体情况；不但要熟悉现状，而且还

应弄清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脉络。只有这样，方可制订出顺乎客观规律的、符合

自身特点的政策，以收事半功倍、成就一番事业之利。近些年来，不少地方从

志书中得到启发，找到开发地方资源，振兴地方工业、发展本地农业、兴办乡

镇企业，大办旅游事业之门，拓宽发挥地方优势，迅速振兴地方经济之途，从

而真抓实干，艰苦创业，一举后来居上，闻名遐迩，便是一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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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祖国地大物博，江山如画，然其在历代帝王手中的境况却与今迥然不

同，何以如此?史籍志书已有明确结论。而今，欲使祖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使中华民族屹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先进国家之林，就应对国民经常进行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使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进而振奋精神，发奋图强，排难除险、勇于奉献。在这方面，志书则正

是一生动而难得的教材。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此正是志书巨大作用之所在。

县长齐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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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本志分门别类，横排竖写。体裁为记、志、传、图、表、录并用。篇前设

概述、大事记，以下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政党、政权·政协、群众团
‘

体、政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农业、林业、畜牧、水利、工业、交通·邮电、

能源、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商业、财税、金融、经济监督管理、人民生活、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医药·体育、宗教·习俗、方言、人物，共29篇，

119章，348节。篇后设附录。

概述置于卷首，有叙有议，叙议结合，综述概貌，总揽全书；大事记纵贯

古今，择录全县大事要事，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结合记述；其它各篇均采用

记叙文体，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本志将应收录而又难以列入上述篇章的资料，集于志末之附录，以免资料

散失j且可保持资料的完整。

本志贯通古今，记事基本从建县开始，部分内容则适当上溯；下限至1985

年底。原则是立足当代，详今略古。

为使1986--1990年全县的重大成就，发展变化得到及时反映，在附录后

特增加《1986--1990年大事纪略》。

本志不为生人立传。志中所载人物都是对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和较大影

响者，或具有特殊技艺、名传境内外者。逝世者以卒年先后为序，在世者以生

年为准，表以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党政机关各部门及区(乡、公社)领导人，只记正职；缺正职时，记一名

主持工作的副职，时间为主持工作时间。

历史纪年，中华民国以前沿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中华民国以阿拉伯数

1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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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记写，后注明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数字，一概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固定

词组、成语、专用名称及表达性语言、仍用汉字。旧纪年之年、月、日，中华

民国以前用汉字；从中华民国开始，则用阿刺伯字表示。

本志所用数据，以县统计局之资料为准，缺者，选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

本志在记述机构、会议、事件等的名称时，首次写全称，后注明简称，再

使用时即可使用简称。特殊简化用语，如“一打三反"、“五讲四美三热爱”、

“三包四防”等，首次使用时，注明具体内容。

本志资料来自各有关资料、史籍、有关著作、书报杂志、回忆录、口碑资

料等，广征博采，经考证落实，去伪存真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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