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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志
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滑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总编辑室)

现有人员

行政领导：

主 任(以兼职先后为序) 宋敏韩金成李耀宗苏法存 陈正岁

副主任齐永常(1985．1任职，主持工作，1993．7退休)

欧阳平(1989．10任职，1993．8主持工作)

崔自贵(1982．10调入，1985．1任职)

申有亭(1990．8任职)

胡会玲(1994。1～1994．4任职)

王世举(1987．10调入，1996．1任职)

调研员张庆科(1985．5任职，1993．7退休)

编纂人员：

主 编崔自贵(1985．1任职)

副主编秦深义(1982．11调入，1992．3任职)

李玉梅(1983．3调入，1992．3任职)

编 辑杜香梅(1983．5调入)

赵永邦(1985．8调入)

郑玉章(1984．11调入)

王世举

申有亭

李印山(1982年调入)

丁国霞(1991年调入)

杜秉宇(1990年调入)

‘张西顺(1991年调入)

李春彩(1992．9调入)

胡会玲

马凤兰(1986年调入，1988年停薪留职，1992年退休)

王宏玉(1991．6调入)

校对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国霞王世举王宏玉 申有亭张西顺李玉梅

李印山李春彩杜香梅郑玉章赵永邦胡会玲秦深义崔自贵

欧阳平
⋯

工作人员：

l王福卿I(1983～1989．10任会计)

郑玉章(文印)

常爱云(1985．8任资料员，计生专干)

王素真i1985．8调入，征集资料，1995．12退休)

王宏玉(电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茎奏

j

；

。

蠢塑冀餮冀

薹蓠霸翼霪霪，霹鬻蓑箍薹|雾鹫；塞鬟写蓄雾搿蔫i藏|藿霎雾：茎羹蓁冀雾霜羹錾爵塾羹蓁冀

餐搭喜鸯蓁墓雾誉嚣；i

鸳薹雾蓁蓁錾羹冀夔翼；

． 雾若茎薹霎薹羹稻|萋l藐鍪蠹型翥

|璧蓁蓁墨蓁羹速速羔

霎蓁妻

冀鋈霎冀霪薹蓁雾羹鋈雾雾雾霾羹蓁

～；褒爨丽萋l雾藿季蠢醇季塞|搴薹[旧|弓叁肴蓄劳产雾L霎霪

霪，囊鬻《粪!

譬耄壁垂季薹篓蠢簿鬻雾均萋羹羹需缝彗翼薹i雾『}|錾；蠢羹羹瞪瑟姑貊；露萎羹受羹羹霪

警萋垂薹薹妻量，|霎～萋薹薏鬟藐羹黧霎蚕垂；薹；翼誊曼裂蓄翼羹爹氅獬鳓；

o～1991年任办事员)影t袁宏

‘。特 约

人特约编

����x



序

。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新编《滑县志》，在上级领导关怀
、

和支持下，修志人员尽职尽责，精心编写，反复修改，历时13年，于今问

。世。这是滑县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滑县修志史

上的一座里程碑。

新编《滑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记述了滑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如实地记述了卫国工匠暴动、瓦岗寨农民起义、李文成起义、盐民暴．

动、滑县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注重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突出了新方

志的人民性。重点地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滑县人民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业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突出了

新方志的时代性。 ．

新编《滑县志》上溯新石器时代，下至1987年，亘古之事，无所不

。包，既是一部载古记今的博物之书，又是一部极合时宜的乡土教材。此

志可使党政领导“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发挥地方优势，振兴滑

县经济；可使人民群众知古明今，热爱家乡，革故鼎新，建设家乡；可使

科技人员取得史料，研究滑县，鉴往镜来，开发滑县。

当今，滑县正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时期，我殷切期望全县

人民以新编《滑县志》为资鉴，汲取经验教训，励精图治，为滑县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谱写新的篇章。 ．’‘

中共滑县县委书记王新康

1995年4月10日





序

余奉命主持滑县政务，适逢新编《滑县志》进厂付印，邀余作序，实

不敢应允，推辞再三，意愿不就，乃不得已而为之。

古人云：修志难于修史。所谓修志难者，即“考核难，典则难，续修

难，重修更难。’’新编《滑县志》为重修之志，编纂历经十有三载，前四任

县长冉繁广，付永信，杨森三，张庚诸位同志，对修志工作高度重视，在

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而今，志书即将问世，不无其功。

县志总编室工作人员，忠于职守，辛勤笔耘，’呕心沥血，竭才殚智，．数易

其稿，终撰成一部1 60万言之巨著，其功、其苦，余不赘言，展阅志书可

知也。值此，余谨向全体修志人员、评审志稿的专家、学者和关心支持滑

县修志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新编《滑县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纵述古今，

横陈百科，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图并茂，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点和地方特色，是了解滑县、认识滑县、建设滑县的一部百科全书，也

是教育全县人民群众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一部乡土教

材。它必将为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余殷切期望全县人民要以新编《滑县志》为借鉴，察古明今，继往开

来，为滑县科技发展，经济腾飞做出新的贡献，是为序。

滑县人民政府县长 高 峰

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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