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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建国后，全面记述渭南地区历史发展的大型志书——《渭南地区志》就

要出版了，我感到十分高兴。

渭南是我的故乡，气候好，水土好。在这块肥土沃地上，孕育了大批国

家栋梁。据说25史立传的就有300余人，其中皇帝6位，宰相80余个。像

秦统一六国的功臣王翦、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隋开国皇帝杨坚、唐平息安

史之乱的郭子仪和著名诗人白居易、宋杰出政治家寇准、清军机大臣王鼎、

民国爱国将领杨虎城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

共产党成立以后，渭南这块土地充满了新的活力，涌现了无数英雄儿女。民

主革命时期，他们带领渭南人民举行了渭华起义，建立渭北、照金两个根据

地，开展解放战争，彻底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又

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渭南百业兴旺，经济繁荣，不少群众

已过上小康日子。

地方志就要记述本地的大好山河，记述这块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人民，

记述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为人民树碑立传，为社会主义歌功颂德。特别要

为人民中的优秀分子树碑立传，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歌功颂德，

使大家以优秀分子为榜样，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渭南地

区志》正是这样作的，希望大家以《志》为鉴，继往开来，建设渭南，振兴渭

南，为渭南的更加繁荣而奋斗!

习 仲 勋

1994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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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全区人民盼望已久的《渭南地区志》就要出版了，这是我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实属可喜可贺。

渭南，地处黄河流域中游，关中平原东部。南北高，中间低。华山、乔山

如两只大虎雄踞两端，黄河、渭河、洛河似三条巨龙盘旋其中，构成了一幅

虎踞龙盘的雄伟景象。境内气候宜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资源丰富。旧石

器时代，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原始的农业、手

工业，周、秦、汉、唐为京畿重地。宋、元以后，渭南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作为

联系我国华北、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不时发出自己的光彩。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勤劳勇敢的渭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

昂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使渭南在农业上成为全国商品粮、商品棉、奶山

羊生产基地，在工业上成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组成部分，在科技上成

为全国卫星测控中心、全国标准时间授时中心，为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发

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渭南地区志》记述了

新石器时代以来渭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兴

衰起伏与发展变化，既是渭南历史的载体，也是渭南现状的载体。它是各级

干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指导工作的良师益友，是海内外朋友认识渭

南的一个窗口，是科技工作者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料，

也是在全体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优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希

望全区人民热爱它、阅读它、使用它，为渭南地区的腾飞贡献自己的聪明才

智。

中共渭南地委书记 李天文

渭南地区行署专员 王志伟

渭南地区人大工委主任 智敏

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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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渭南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新体例

编纂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方志，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书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武器，对建国以后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是非标准，对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以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各次会议精神

为准绳。

三、全书的门类设置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为依据，按行业或类似行业立编，编下设

章、节、目。顺序排列以符合事物的内部联系为要求，先自然，后人类，再社会活动。

四、各类记事，上自事物的发端，下至事物的终结，未终结的记至1990年底。

五、本志取材的地域范围以现行政区为准。原属本区以后划出的市、县，除行政建制编如实

记述外，其余各编均不再记述。其统计数字也予剔除，剔除不了的在注释中说明。有些内容分

不开的事物，按相互联系记述。

六、编写体裁，主要采用记述体，包括志、记、述、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七、本志采取横排竖写即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方法记述。坚持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记事之

中。

八、书中语文为语体文，书面语。文字采用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

布的简化字。其中古人名、古地名或有专门含意简化容易引起误解者，仍用繁体字。

九、对朝代、古地名、政党、军队、机关、人物职务的称谓，按历史习惯相称。古地名与今名不

同的加注今名。今地名的记述一律以民政部门重新认定或确定的为准。

十、历史纪年一律按历史习惯记述，同时加注公元纪年。建国以后的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一、全书的数字书写一律按1986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其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词汇、成语、习惯语、序

数等仍用汉字。

十二、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后采用国务院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建国前则按各自时期的记

量单位来写。其中需要相互对比的，按今计量单位进行换算。

十三、人物编选人坚持本籍与在本地工作的并重，鼓励人们为渭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作

出贡献。其中立传者以其事迹是否典型为标准，入表入录者以其级别、成就、知名度为标准。生

人入表入录，但不立传。

十四、工农业产值，建国前按历史资料记述，建国后按1980年不变价格记述。非1980年不

变价格的则注明是何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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