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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新编《济源市志》是济源历史上一项规模宏大而又艰巨的文化建设工
程，也是修志工作者广征博采、笔墨耕耘、十年寒暑取得的二项重大成

‘果。我们作为此项事业的参加者，受托为本书作序，·倍感荣幸。．。 。．，7夕
济源历史悠久，地势雄胜。太行、王屋高矗西北，沁、蟒、济、溴襟j一

带东南，民物富庶，人文荟萃。于古代，“轩辕祈天丹，开华夏民族之一
统；搿愚公移山”，垂炎黄子孙之精魂；搿小有洞天”，人间仙境；王屋风光，
名传遐迩。典籍俱在，可征而知。于近代，苏区革命，威震中原；一抗日堡
垒，屹立河朔。至于深山大谷，幅员辽阔，乃矿藏林木之宝库，珍禽异兽
之乐园；平川原野，泉甘土肥，乃河渠村镇之载体，粮棉生产之基地。居
民习俗，勤劳朴实，奢俭得中，喜学习，善经营，“治生鲜惰夫，积学多深
才”，以故历来精神与物质文明均为河朔之冠。

济源建制自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始，迄今已有近1400年历
史。明、清两朝，地方官宦和有识之士曾七次修志，但流传至今者只有三
部。最后一部，修于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距今已179年。在这
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从辛亥革命到“五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济源大地经历
了沧桑巨变。人民群众为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与牺
牲。在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济源人民跟着共产党，前赴后继，不怕牺
牲，数以千计的革命志士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济
源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愚公“每日挖山不止”的精神，劈山造田，兴修水
利，绿化荒山，创办工厂，使济源由一个河南省边陲穷县发展成为今天欣
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旅游城市。这段天翻地覆的光辉历史，很显然
是值得大书特书、使之永垂青史的。然而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缺乏有
系统的翔实记载，形成地方史上一个较大的断裂层。如不及时加以抢救，
恐世远言湮，老成凋谢，以后虽欲从事，势必更难。

修志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新中国建立卯多年来，尽管也有过“文革”
十年动乱的波折，但它仍然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少有的盛期。尤其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济源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团结奋进，振兴经济，出
现了搿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盛世局面，这就为修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思
想和物质条件。1982年春，济源党和政府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组建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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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志

机构，延聘编辑与采访人员，着手搜集文献资料，广访乡贤耆老，纂修新
一代社会主义方志。十年来，经全体修志工作者艰苦努力，终于编纂脱
稿，大功告竣。

新编《济源市志》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
的宗旨，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新的立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实事
求是地记述了济源地区自然环境、政治军事．经济形态、文化教育、文物
名胜、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凡重大事
件，均有记载，是一部内容比较完整、丰富的资料性“百科全书”。它的问
世，不但行将为各级党政领导在治理政务、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等方面制
定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而且也为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共
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乡土教材，对济源今后的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发挥巨大作用。当然，由于志书
内容浩繁，历史跨度较大，加之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尽管编纂者几
经修改，反复校核，讹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界有识之士加以斧
正，以便在今后的修志工作中不断完善。

· 2 ·

中共济源市委书记高文焕
济源市市长张殿臣

一九九二年四月



凡例

凡+例

一、新编《济源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在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j实

事求是地记述济源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反映济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业绩和

建设成就。 ．， 。；
‘’’J

．

，’

二、志书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一般都尽可能追溯到该事物有文字可考的最早阶段；

下限一般到1989年底止，个别事物，下限适当延长。

三、新编《济源市志》采用述、记、志、传、录五体并列，志为主体，中编结构的

编纂形式。本着以事业为主、兼顾部门分工的原则，把性质不同但有内在联系的相近专

业结合在一起，融为一编。专志分编、章、节、目等层次。目次符号，第一层次用_，

二、三0．1000表示；第二层次用(一)(二)．(三)⋯⋯表示；第三层次用1、2、3⋯⋯表

示。 。-

’四、专志共设24编。包括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城乡建设、文物名胜、

政党·群团、政权·政协、政法、民政·劳动、军事、经济管理、农业、工业、交通·．

邮电、商业、乡镇企业、财税·金融、人民生活、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宗

教·民俗，方言、乡镇简介。

五、《概述》从宏观上反映济源的自然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用纪事本末体编写。记述内容贯通古今，详今略

古。

七、专志的政治部分，专设《中共在济源的重要活动》一节，综述60余年中共领

导济源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走过的战斗历程，以突出中共在济源近现代史上的主导地

位。为突出时代特点和人民性，采取先共产党后国民党、先人民政权后旧政权的排列顺

序；日伪时期的行政设置及军事武装则附记之。

八、专志的经济部分，’首列《经济管理》一编，综述济源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宏观管

理概况；以下内容按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为序排列。

九、《人物》分人物传记、人物简介、人物表、人名录四部分。收录人物的原则

是：以本籍人为主，兼收长期在济源工作且有重大影响的外籍人；以收录正面人物为

主，适当收录少数反面人物9’以收录当代人为主，适当收录少数古代历史名人。收录的

范围是：地(市)、师级副职以上的党政军干部，正教授级的高级知识分子，国家级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革命烈士，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及民间艺人等。本着“生不立传”

的贯例，立传人物全是已故者，以卒年先后为序。简介人物以生年先后为序。

十、志书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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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志

十一、各历史时期的政治机构、官佐名称，依当时历史习惯称谓，一般不加政治性

定语；对人物直呼其名，不加褒贬定语。

十二，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命令执行。

十三、注释采用。页末注”(脚注)。需作注的地方，在右上角标出序号。注与正文

用短横线分开．

十四，志中所用数字，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所缺数字，由有关系统

提供。对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等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的记述，一是

按国土原则(即包括中央、省、地<市>驻济单位)计算，二是计算价格一律为当年

价格。但在进行不同时期增长或减少的比较时，则一律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

十五，《附录》主要收录历代修志情况简介和此次修志的重要文献。并选录部分古

今名人游览济源优美的山色风光和名胜古迹所写的诗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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