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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药鉴一是我们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优良传统，故历代从政

．者莫不重视编史修志，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将其列为首要政务，甚或

执笔亲撰。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多

次倡导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需要，党中央号召广大干部研究国情，再次倡导编纂地方

志。信阳地区行政公署遵照上级指示，予1 982年成立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设置总编辑室，随即开展《信阳地区志》的编纂工作。编

委会和总编室动员地区直属各单位及各县市的修志人员积极参加；

经过征集资料、撰写初稿、专家评议、内部审核、反复修改，现已

编竣定稿。时值即将出版之际，我深感欣慰，谨向所有关心和参与

本书编辑工作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敬意。 ，，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四顼基本原则和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突出革命老区、山区

。和农业经济地区的特色，全面准确地记述了信阳地区的自然面貌和

’，社会发展状况，重点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进程，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的经

。验教训，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地方历史文献。它的出版，对于正在

§进行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向子孙后代传递革

命精神，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

，，

当前全区人民正在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及第八

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希望广大干部及从事各项建设事业的．专业

r工作者，应注意从本书中汲取精神营养，借鉴历史的经验，做好当

前的工作，以实现振兴信阳的宏伟目标。 。

‘

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景献琢

：。 1 991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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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 ．

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园共产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信阳

地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_■一

o

2、记述时限上限不限，下限一般止于1 987年。大事记和总述编延至

定稿的1 990年；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副书记任职表和信阳地区行署专

员、副专员任职表廷至志稿送审的1 992年1月；社会风情编的入口统计

延至1 990年7月1日零时，本编的民族节和文化编的科学技术章延至

1 988年或1 990年。

’3、全志结构参考|曩志传统，按照科学门类从简分类，计设总述、大事

记、地理、政治、军事、产业经济、流通经济，国民经济管理、文化、社

会风情、人物、附录1 2编。编下依事业性质并参照部门分工从细分章，节

和目或因事或因时面分，其中大事记和人物编不设章节，，总述编设章不设

节一 ．．

·

4、统计数字以地区统计局发布的为准，统计局缺的，采用有关部门提

供的数字。
。

5、称谓：无论历代或当代的一切团体、机构、官职、爵位、职衔等，。

均使用当时的定称或习惯简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在括号内注明筒+

称。。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

6、人物收录范围仅限本区籍的人士。立传人物皆为已故者，以卒年为 、

序排列；入名录和表购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列。
。

7、纪年：清代及其以前一般用朝代年号，年、月、日用汉字表示；中

华民国及其以后用公元纪年，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总述和大事。

记编，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是公元纪年，汉字表示的是农历纪年。

8、计量：以国务院1 984年公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

位的命令》中规定的计量单位为准，个别需照顾历史习惯的地方，沿用1日

计量单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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