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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巩县《沙鱼沟志》，是我乡有史以来第一部地方史志兼存的

“小百科全书”，现在编辑出版了。

编写一部具有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内容丰富的《沙鱼沟志》

是历史赋于我们的光荣使命，是全乡人民由来已久的愿望和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必

须。它是上承祖先遗产，有利当前，造福子孙后代的珍贵历史资

料。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我乡的政治经济，山。川地理、知名人士、

文化古迹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它是全乡人民进行劳动生产、科学实

验智慧的结晶。

沙鱼沟兴建干隋大业元年(公元604年)，距今一千三百多年，

历史悠久。是历代有名的重镇，建筑宏伟，市场繁荣，交通便利，

物产丰富。此时所建的兴洛仓是全国最大的粮仓，可储粮二百多万

斤。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数万亩荒山河滩自然

优势，鸡鸭兔羊巨增，果树林木满山．乡村企业兴旺，黄河鲤鱼驰

名。沙鱼沟人民历代衍息在黄河南岸，勤劳勇敢，不畏强暴，以坚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拨动着社会前进的车轮。

在《沙鱼沟志》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作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的统一。由-ff二所写年代较长，厂勺容

涉及面广，本乡历史无具体资料记载，就给编篡本志带来了许多不



便。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总编室的具体指导下，在全

乡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编志人员冲破种种困难，得以完成了这一继

往开来的光荣任务。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见识浅狭，时间仓促，

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可能吾志不随汝愿，请参阅者批评指正。值此

出版之际，对支持本志编写和提供宝贵资料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表

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沙鱼沟乡党委书记 周显宗

沙鱼沟乡人民政府乡长 宋宏业

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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