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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郑州市委书记 王有杰

作为一方之全史，本地区的百科全书，《郑州市志》是社会

主义时期编纂出版的第一部新方志，是全面、系统、客观、真

实反映5000年郑州自然、经济、社会、人文各方面历史与现状

的科学文献。它的出版，填补了郑州历史上的空白，无疑是郑

州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件盛事。 主

郑州历史悠久，是我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作为中华民族

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郑州是黄帝部族活动的中心区

域，夏、商、周等时期都城的所在地和王畿地区，在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内曾是国家和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其中原文明传播

惠及全国乃至海外，为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重要贡，

献。自唐以降，郑州日趋衰落，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

国，郑州遭受帝国主义铁蹄蹂躏和水、旱、蝗、汤的灾祸，衰

微破败成一座小县城，城区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o“马路不平，

电灯不明，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是旧郑州的真实写照o

“雄鸡一唱天下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郑州人民重新安

排河山田园，规划建设城市，仅仅用了50年时间，就把一个千

疮百孔、破烂不堪的小县城，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通讯枢

纽，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原地区商贸中心城市和重要

的工业基地，使古城郑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之视今犹

如今之视昔o 5000年的郑州文明史，灿烂辉煌，万古流芳。而

今，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郑州，正以昂扬的姿态，加快改革开放

步伐，以商贸城建设为龙头，以“三港五区"(航空港、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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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公路港和两大开发区、商务区、保税区、科技园区)开发

为基础，以六大支柱产业为支撑，努力把郑州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商贸城市，再续郑州新的历史篇章。

这次新编的《郑州市志》科学地记述了郑州地区的历史和

现状，保存了珍贵的、极其丰富的科学史料，是郑州市情和地

情的重要载体，是一部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思想性、资料性

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地方百科全书；是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一

部郑州地方资料文献总汇；是全面、系统、准确反映郑州市情

的权威性著述。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

志为鉴”o它的问世，对于各级领导科学决策，对于社会各界了

解郑州、认识郑州、研究郑州，对于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历史

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向海内外宣传郑州、

展示成就、招商引资，都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科学的全面的资

料性市情著述，作为郑州人民光辉历史业绩的真实记述，新编

《郑州市志》不仅在当前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将一代一代地传诸

后世，具有长久的认识价值和科研价值。它必将激励人们以史

为鉴，吸取郑州发展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思过

去，认识现在，开拓未来，把今后郑州的事情办得更好一些；

必将激励人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郑州，积极投身于振兴郑州、建设郑州的

伟大事业。

值此《郑州市志》各卷陆续出版之际，谨以是言为贺、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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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郑州市市长 陈义初

沐浴着改革开放盛世的春风，郑州设市以来第一部社会主

义新方志——《郑州市志》问世了。这是郑州市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特为之祝贺!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郑州及所属县(市)地方志

的编纂亦发端较早，纂修频频，有资料可考的，自明以来，郑

州志至少有7次编修，各县志亦多至七八修。现存的郑州志及

各县志书达40余部。以郑州志而言，被视为志书源头者，最早

可追溯到南宋人编修的《郑州图经》，可惜此书已亡佚弥久了。

明代，郑州至少曾在景泰、嘉靖、万历年间三次修志；清代，

郑州曾于顺治、康熙、乾隆年间三次修志；民国5年郑县再次

修志。今存者仅《(明嘉靖)郑州志》、《(清康熙)郑州志》、

《(清乾隆)郑州直隶州志》、《(民国)郑县志》4部。这些志书，

虽囿于时代和阶级局限，记述多空疏贫乏，且存有不少封建糟

粕；但其中毕竟为后人保存了许多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

方面的珍贵资料。

郑州最后一次纂修志书是在民国5年(1916年)，距今已

80余年。其间郑州经历了巨大历史变革，社会面貌和城市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填补郑州这段历史空白，使郑州

的修志事业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1981年4

月，中共郑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郑州志编纂委员会，

从1986年开始，《郑州市志》的编纂工作全面展开o

《郑州市志》是列入全国地方志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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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凡30卷600多万字，分为8个分册出版。该书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继承历史、反映现

实、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为宗旨，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

上自远古、下至1990年5000余年郑州的历史发展进程。本着由

古及今，详今略古的原则，通过纵横结合，完整、系统、真实

地记述郑州市各项事业历史发展的演变轨迹。重点反映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郑州城市

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及经验教训，记述郑州历史

上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和社会新风尚。全书采用述、记、

志、表、录、图等多种体裁，文图并茂，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所收资料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可以说是一部认识郑

州、宣传郑州、开发郑州、振兴郑州不可或缺的必备参考工具

书。

编修志书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任务十分艰巨。在

《郑州市志》的编纂过程中，各部门、各系统积极配合，通力协

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广大修志工作者，特别是市志

总编室的专业人员，甘于淡泊，辛勤笔耕，殚精竭虑，倾注了

大量心血，在此谨向关心支持和参与志书编纂的各方面领导和

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世纪之交，承前启后，任重道远。地方志是一项可供开发

利用的能量巨大的文化精神资源，我相信《郑州市志》必将对

当代和未来郑州社会文明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发挥愈来愈巨大

的作用。



凡 例

一、《郑州市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

后世为宗旨，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条目式结构，按照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设卷，卷下设类目、

条目、子目三个层次，其中条目为资料编排的基本单位，子目视必要而设置。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表、录五种基本体裁，以志为主。图、照穿插

其中。书末设有附录，辑存重要历史文献等资料。

四、记述内容立足当代，详近略远。上限尽可能溯及事物在本地区的发

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总述”、“专记”及彩页等不受下限时间限制。

五、所记述内容的地域范围为1990年郑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原则上宏观

反映全市，微观偏重市区(包括历史上的郑县、郊区范围)，兼及市辖6县。

六、人物志所载人物，以郑州籍为主，同时收入在郑州活动工作并有重大

影响的非郑州籍人物，分别以传记、事略、简介、名表形式反映。

七、称谓运用使用第三人称。专用名称一般使用全称，需要使用简称的，

在第一次使用全称后加注。凡出现“郑州市”、“全市”、“市区”等区域概念，

除加注说明的以外，“郑州市”、“全市”一般指含市辖县的郑州市行政区域范

围；“市区”包括市内各区。

八、清代以前历史纪年按各朝代年号纪年，夹注公历；从民国元年起，除

视内容需要者使用民国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外，一般都按公历纪年。凡文中出

现“郑州解放”时间概念，指的是1948年10月22日。一“解放前”指1948年10

月22日之前，“解放后”指1948年10月22日之后。

九、计量单位及数字用法以1985年9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法》和1996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十、本志资料来源主要为档案、文献、史籍及调查资料，数据来自统计部

门和有关单位。所引资料除古籍和重要引文标明出处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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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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