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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其目的在于继承历史，服务现
●

实·新编《原阳县志》是一部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写
，

的地方志书，。它的面世是我县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I

J

．原阳由历史上的原武、阳武二县合并而成。位于豫北平原，黄河
，”

●
．

北岸，南接省会郑州，北拱市府新乡，东毗封丘、延津县，西与焦作。

市为邻。 ．‘

人世沧桑·，历史嬗变·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惊心动

魄的事件，涌现出许多流芳百世的风云人物，勤劳的祖先创造出了灿
i

烂的文明，留下了许多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珍品。新中国成立后，
l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原阳政通人和，百业俱兴，面貌日
一

新月异，社会迅速发展，将这些史实载入史册，意义重大，无可置疑。
f

‘

这部《原阳县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通古今，立足当代，
}

横陈百科，突出经济，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原阳县的历史和现状，它上
’ ；

’

1溯数千年，纵横百余里，体例完备，著述宏富，鲜明地突出了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色·它将唤起人们对原阳、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更加热爱，
’

i

将激发我们更加信心百倍、英勇顽强地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

L●

·史志编纂工程浩繁。修志人员辛勤笔耕，历届县委、政府全方位

支持，社会各界鼎力相助，终使这部百万言巨著得以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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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资治。《原阳县志》记载了本县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人

文资源和社会风情，作为原阳丰富的信息库，它将为两个文明建设提

供资料依据和历史借鉴，使我们能够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

开拓进取；它将为进行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以增
+●

强教育的感染力；它将为愿意共同开发原阳的有识之士提供详细的

县情介绍，以促进合作，互惠互利。愿《原阳县志》早日发挥其激励

今人；昭示后代，造福人民，惠及子孙的功用；愿全县人民能借助于

这部志书，励精图治，求实创新，为振兴原阳谱写出更加宏伟绚丽的

新篇章。

中．共原阳县委书记 邓 琳

原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2：王荣新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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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

●

●

一、新编《原阳县志》以马克思、歹Ij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系统地记述原阳县

自然、社会的各方面情况，’’以期起到志书“保存史料、服务社会"的

作用。

二、新编《原阳县志》并非旧志续修，其内容贯通古今，对旧志。
。

所载史料均作了认真筛选、去伪存真，以达古为今用之目的。

．三、本志叙事，上限按照能查到之资料，尽可能从事物开端写起，

下限一般到1985年底，有少数内容下廷。

四、本志篇目，以先tl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的顺序排列·卷，．

首先列概述，提要钩玄，总括全书t；次列大事记，纵贯古今重要史事，7

以为全志之经；下设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教科文卫、社会风情、 ．

人物、乡镇概况，附录等九编。除乡镇概况外，编下设有章、节J、目。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事条采取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根据实际需要，专志中多数章节之前冠以无题小序，或

追本溯源，综合始末，或从宏观上或从一侧面作必要的表述·

七、为便于记述，将政治编中旧政权、政党、社团编作一章集中

记述。

八、人物编按需要设传记、简介、名录、名表。人物传打破“生

不立传”惯例，以已故人物为主，兼收在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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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所用资料大部来自正史、古籍、各级档案馆和本县各部

门编写的史志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所用数字，一般采

用县统计局数字，少数取自政府各职能部门·金额一般使用可比价，

少数为当年价，可比价按不同时期分别使用。

十、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前，采用帝

王纪年或民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使用公

元纪年；

十一、本志所用地名，凡今名、旧名不一者，均使用当时名称，

必要时加注今名。

十二、本志行文规范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执行。数字、公元及民

国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帝王纪年均用汉字。计量单位，必要时沿用‘

当时计量标准‘

十三、本志所记机构名称和一些专有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或

简称加注全称，而后即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行

政区第四地方委员会’’称‘‘冀鲁豫四地委"，“原阳县抗日民主政府”

和“原阳县人民政府"均称“县政府"，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的“三反运动修称“三反"等·

十四，。本志下限时问至成书之时距离较长，为弥补内容上的空

白，特设《增记》附于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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