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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1 992年5月为

《徽县志》题词： “识乡、爱乡、建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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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宣部副部长聂大江1990年7N为《徽县志》题词：

“科学决策的依据，乡土教育的教材，后世行动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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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9月2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赞孝]五视察徽具丝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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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陇南春酒厂

宝徽公司厂区一角

天水市洛坝铅锌矿矿区

-"1

陇南春系列产品

天水市洛坝铅锌矿厂部

天水市小河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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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新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天坪矿区林问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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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田坝退耕还林坡地

甘洛集团鸿远公司厂部

甘洛集团洛坝铅锌矿尾矿坝

银杏树乡宏化流域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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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家镇峡门灌渠渠首

嘉陵镇头滩放牧的烟熏牛

伏家镇架山流域的退耕还林工程

徽县种业集团的玉米制种因

游龙川乡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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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树乡庆寿村的烤烟田 徽县林业站的银杏采叶圃

大河店乡的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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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乡的板栗

天麻有性繁殖人工授粉

水阳乡马王庙村的柿子



伏家镇贺店村大棚中的西红柿和茄子

泥阳镇的蒜薹

徽县银杏果

伏家镇的西瓜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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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镇谢坪公路桥 316国道游龙川段的盘山公路



徽县体育场

县城桥西住宅小区

凤凰山公园栖凤阁

微县建新路

伏家镇商贸街

县城北街口

江洛镇街东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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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远眺 文庙大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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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镇火焰山古堡

水阳乡姚家山佛爷崖

嘉陵镇东沟峡燕子洞

宋徽州城东河北岸段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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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宾楼花园一角

城关镇田坝社农田

水阳乡十里墩地貌

伏家镇川地远眺



嘉陵镇严坪头滩廖家坡

嘉陵镇严坪村前小河

嘉陵镇田河村农户

嘉陵镇严坪村东沟峡狮子洞

嘉陵镇通天坪塔院小景

嘉陵镇田河银杏山庄

头滩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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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镇东沟峡 虞关乡棒棒崖

玉米

嘉陵镇严坪梅崖瀑布

嘉陵镇田河村银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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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书协主席沈鹏题词

孔立公国画

马生桂国画 李西民国画



麻沿河乡的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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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铜佛像

城隍庙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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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瓷盖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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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提壶

汉代铜壶

宋代陶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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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川I乡郇家庄宋塔

伏家镇永昌寺(北禅寺)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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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稿评审会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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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办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编辑阎有琦，主编粱晓明、编辑李滦云、编辑刘志刚

后排左起：编辑田凌宇、编辑高加强、资抖员王永华、校对张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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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世纪之交，一部全新的《徽县志》面世了。这是徽县社会主义时代的第一

部县志，它对认识、开发、建设徽县，为徽县在新世纪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必将

产生出积极的影响o

新编《徽县志》，凡20编130余万字。内容涵盖了徽县地理、历史、政

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从自然横向和社会纵向，对徽县进行全方位的系统介

绍。可谓一卷在手，知千年兴衰。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窥见千百年来徽县这块

热土上所存在和发生的一切，可以看到勤劳睿智、生生不息的人民大众创造文

’明的业绩o‘无论其内容的丰富性、资料的真实性，还是思想的科学性，都超过

了旧志o

徽县古称河池，8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建县亦距今2100余年。其秀美

的风光，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人才j使这里素以“陇上江南”和

“金徽县”称著。宋、明、清三代，这里人才如群星荟萃，进士多达32名。近

代，这里又是红二方面军长征休整的“加油站”，700余名徽县儿女参加红军

北上抗El o这里又是中共陇南地下党的发祥地，至解放前夕，徽县有中共地下

党员2000余名。新中国成立后，徽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文明和精
、 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o

回眸历史，徽县修志传统源远流长，保留至今的旧县志多达5部。惜近代

县志编修中断70余年，使近代曲折而又辉煌、艰难而又壮观的历程和社会的

新风尚、新面貌未能载人史册，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在新世纪到来和祖国西

部大开发的今天，如果还写不出一部新县志，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这伟大的

时代。我在徽县工作十余年，在历史是暂短的，但在人生却是漫长的。作为历

任众多县长中的一员，倘在自己任期内能为徽县多办几件实事，能看到这部上

承先河、下启来者的县志脱颖而出以飨世人，也算了却了平生一大夙愿!

披览这部沉甸甸的巨著，我不能不为县四大机构历届领导和各行各业的积

极支持及编写者的辛勤劳动而赞叹不已!洋洋130余万字，字字饱含心血，行

瞳

【I『}}}}



2

行显示才智，

非淡泊宁静者

面对《徽

评判的目光审

章，这是摆在

愿生活在徽县

美丽、文明、

书在读者手中，见仁见智，褒贬自有公论。请关心徽县的广大读者们，开

卷阅读吧!请步人县志，尽情欣赏徽县的每处胜景吧!以上数语，是为序。

徽县人民政府县长赵卫

2000牟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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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歹IJ

史唯物主义为准则，实事求是地反映徽县自

围内考证不清之事物或根据不足之观点，本

，以1990年底徽县行政区划为准，问或涉

及历史区域。风俗以本县中部地区为主，兼顾南北山区。断限上起有资料可考

处，下止1990年，个别内容有延伸。

四、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49年12月4日徽县人民政

府自汪川镇(原属本县，现属天水市秦城区)迁入城关镇而言o ．

五、本志结构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先自然后人文，先经济基础后上层

建筑的顺序横排竖写。全志分为首篇、主体、末篇三部分。首篇为目录、序

言、凡例、概述、大事记；主体为各专志，分为20编97章335节三个层次，

节下另设目；末篇为附录和后记。 ‘一．

六、本志使用序、述、记、志、传、图、表、录多种体裁，并辅以照片，

按详今略古的原则，以现代汉语记述为主，由材料体现观点，编者力图不加评

述。

七、本志对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政治运动采取

分合并用的形式，除散记于各篇之中外，还列了部分专题集中记述，以反映地

方特色。
’ 。

八、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均用历史年号，但在括号内加注

公元年号，其月日仍为农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用公历。历史地名首次

出现，考确者在括号内加注今名o

九、本志用字除必要的繁体字外，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

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数字用

法以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的通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计量一般采用国际单位制，个别情况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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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引文对繁体字以简化字代替。加注用( )号，加字及补文用

[ ]号，改正错别字用()号，脱文用口号o
十一、本志为简明扼要，每节中重复出现的常用语或专用名称首次出现皆

用全称，之后即承前省略，如“中国共产党徽县委员会”简写为“县委”o为

确保内容详备，保留了若干交叉互见的文字0

十二、本志所用资料，多来源于历史书籍、地方文献、档案资料和社会调

查，诸说不一者，编者集体推敲择定。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资料为准，统计局

缺少者。由有关部门提供。资料和数字恕不注明出处。

十三、本志所记人物分传、简介、表(录)三种形式。遵照生不立传的原

则，对个别年事已高、影响深远的人物予以简介。凡省军级以上命名的烈士或

表彰的人物均予列表；凡县团级(含副职)以上党、政、群团人士和评聘为高

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人士予以列表。职务、职称、荣誉称号兼而有之者，按先职

务、后职称、再荣誉的顺序，每人只在志书表中出现一次。人物中未注明少数

民族和女性者，皆为汉族和男性。所载以正面人物为主，以彰往昭来。亦有少

数罪恶昭彰者，以鉴后人。

十四、本志按三级审稿制度，经中共徽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志编委

会，中共陇南地委、陇南行署、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陕西人民出版社三级

审定o ．
．

一


	封面
	徽县志
	《徽县志》编辑人员
	图片
	徽县行政区划图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1992年5月为《徽县志》题词：“识乡、爱乡、建设乡”。
	原中宣部副部长聂大江1990年7月为《徽县志》题词：“科学决策的依据，乡土教育的教材，后世行动的借鉴”。
	徽县县城远眺
	县城南角
	吴山
	1989年9月2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视察徽县丝绸厂
	中共徽县县委办公楼
	徽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1992年6月7日，原国家体改委主任袁保华视察徽县时题词
	夜幕下的陇南春酒厂
	陇南春系列产品
	宝徽公司厂区一角
	天水市洛坝铅锌矿厂部
	天水市洛坝铅锌矿矿区
	天水市小河水泥厂
	甘肃新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洛集团鸿远公司厂部
	通天坪矿区林间公路
	甘洛集团洛坝铅锌矿尾矿坝
	城关镇田坝退耕还林坡地
	银杏树乡宏化流域梯田
	伏家镇峡门灌渠渠首
	徽县种业集团的玉米制种田
	嘉陵镇头滩放牧的烟熏牛
	伏家镇架山流域的退耕还林工程
	游龙川乡稻田
	银杏树乡庆寿村复种的油葵
	银杏树乡庆寿村的烤烟田
	徽县林业站的银杏采叶圃
	大河店乡的木瓜
	天麻有性繁殖人工授粉
	榆树乡的板栗
	水阳乡马王庙村的柿子
	伏家镇贺店村大棚中的西红柿和茄子
	地产花菇、核桃、板栗、猕猴桃
	泥阳镇的蒜薹
	泥阳镇郑垭村的雪梨
	徽县银杏果
	伏家镇的西瓜交易市场
	徽县部分地产药材
	柳林镇谢坪公路桥
	316国道游龙川段的盘山公路
	凤凰山公园大门
	徽县城北大门
	徽县火车站一角
	县乡公路一段
	柳林镇蜗牛峡
	徽县体育场
	徽县建新路
	县城桥西住宅小区
	伏家镇商贸街
	县城北街口
	凤凰山公园栖凤阁
	江洛镇街东口
	凤凰山远眺
	文庙大成殿
	吴山纪念塔
	东关清真寺姆拉楼
	水阳乡泰山庙
	高桥乡青龙观
	嘉陵镇火焰山古堡
	宋徽州城东河北岸段遗址
	水阳乡姚家山佛爷崖
	伏家镇中坝拧拧柏树
	嘉陵镇东沟峡燕子洞
	青泥岭(铁山)远眺
	永宁河、嘉陵江合河口东清庄
	宴宾楼花园一角
	水阳乡十里墩地貌
	城关镇田坝社农田
	伏家镇川地远眺
	嘉陵镇严坪头滩廖家坡
	嘉陵镇严坪村东沟峡狮子洞
	嘉陵镇通天坪塔院小景
	嘉陵镇严坪村前小河
	嘉陵镇田河银杏山庄
	嘉陵镇田河村农户
	头滩小景
	柳林镇洛坝的运矿索道
	江洛变电所
	水阳乡深沟龙潭瀑布
	头滩小景
	头滩小景
	文池秋色
	嘉陵镇东沟河口
	嘉陵镇造矾沟口
	水阳乡十里墩蜂崖水库
	嘉陵镇田河村银杏树
	大河店乡青泥河黑龙潭
	柳林镇峡口小景
	嘉陵镇东沟峡
	虞关乡棒棒崖
	嘉陵镇严坪梅崖瀑布
	嘉陵镇田河村银杏林
	玉米
	王吾斌书法
	韦自强国画
	韦自强国画
	韦自强书法
	全国书协主席沈鹏题词
	孔立公国画
	马生桂国画
	李西民国画
	麻沿河乡的根雕
	马生桂书法
	根雕作品
	马生桂书法
	王永斌国画
	王永斌国画
	刘卫石篆刻
	高绂书法
	成俊明书法
	齐淑云工笔画
	汪智荣国画
	李树雄书法
	马怀智(子愚)书法
	赵遇泰书法
	李瑞民书法
	王常青泥塑
	宋代文官佣
	汉代铜佛像
	宋代青釉狮托盏(现存省博物馆)
	城隍庙大殿
	新石器时代骨梳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
	宋代武士刻像砖
	历代货币
	徽县大河店修路碑(四通)
	宋代瓷盖碗
	宋代刻花陶砖
	汉代铜壶
	战国时期铜兵器
	宋代陶佣
	铜提壶
	汉代铜蒜头壶
	永昌寺(北禅寺)佛像
	伏家镇永昌寺(北禅寺)佛殿
	栗川乡郇家庄宋塔
	吴山吴玠墓碑
	嘉陵江漂流
	灯展作品
	甘洛集团威风锣鼓表演
	羊皮扇鼓舞
	范淑秀绢塑
	县志稿评审会与会人员合影
	县志办工作人员合影

	目录
	序
	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