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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湾应该有本书。”这是邢湾镇的党政领导、名流贤达、文人雅士的心声，

也是古镇父老几代人的期盼。

　　古镇邢湾，其史也久远。在新市村北发现了唐代李伦的墓志铭，此处距

隆尧王尹村的唐祖陵仅 1.5 公里。位于穆口村的通济石桥建成于明万历十二

年，至今已有 429 年。清同治顺德府癸酉科拔贡张万庆（穆口村人）一曲《豫

让桥怀古》震动邢州城，被科考官称作“出京以来所见的最好文章”。

　　薄村广化寺及双塔、杨庄的杨兴寺、边庄的石塔、王村的灵善庙，以及

塔圪台（环水村旧称，在清乾隆年间顺德府志上已有记载）, 许多历史古迹和

美妙的传说都演示着邢湾这一块古老的土地，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喜怒哀乐。

　　名镇邢湾，其名亦远播。一条温顺的滏阳河从村中穿过，并深情地拐了

个弯。上千年来，邯郸的船只，顺流而来，向着天津扬帆而去。从天津逆水

而来的纤夫们，低沉的号子声在滏河两岸日夜回荡。邢湾是七百里滏水上最

重要的码头，邢德路（邢台至德州）从邢湾通过直达山东。商贾云集,骡马嘶鸣；

舟楫相接，黄尘飞腾；财货聚散，纵横驰骋。水旱码头，八方贯通。

　　改革开放使古镇邢湾焕发了青春。沉寂了半个世纪的邢湾镇从名存实亡

的水旱码头演变成了工业重镇。邢湾一带的青壮年纷纷告别土地走向全国各

地，推销邢湾几百家企业的产品，使邢湾的名字出现在全国的报纸上、广播里、

电视中，甚至大小城镇的墙壁上、电杆上、厂矿里、车间中。全国县以上城

市中哪里没有邢湾人？！真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

　　三十多年来，邢湾镇已由原来六、七家厂子发展到现在六百多家企业，

税收增加了 1000 倍，已占全县百分之二十八。

　　主导产品有数控机床、木工机械、矿山机械、食品机械、建筑机械、汽

摩配件、制钉、铸造、农机、工程建筑和民用机械十大行业，上千种型号的

产品。许多企业在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如龙泉剑公司的钢钉、邢工公司

前  言



的滚丝机、瑞福祥公司的木工带锯机，其产品销量已占全国第一。

　　对家乡充满感情的河北省政法委副书记李剑方说：既有厚重的昨天，又

有辉煌的今天，抚今追昔，邢湾真该有本书了。

　　邢湾这本书呼之欲出，2012 年正月，时任邢湾镇党委书记的杨现军把王

剑波、张子其、张文斗、张志峰、朱省卫等人邀请到他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

邢湾应该有本书。这是邢湾各界的企盼。为此，我推荐王剑波局长执笔写这

本书，在座的都是编委主要成员，张子其任编办主任，大家共同努力，把这

件事办好。之后，编写工作展开。2012 年 2 月 27 日，周振鹏到邢湾镇任党

委书记。他到任之后，及时听取了有关情况，明确表示：编好这本书很有意义，

镇里在财力、人力和物力上继续全力支持，保证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王剑波，任县旧周人，当年曾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乡党委书记，后任

县文化局长多年。五年前退休，他经历丰富，思维敏捷，知识渊博，笔耕不辍。

诗词歌赋，小品文章常见诸报端。他执笔的《大屯风物志》去年出版，好评如潮。

一年多来，王剑波局长深入民间，走遍了邢湾镇二十二个村庄，和一百多人

座谈。上邢台、下南宫、去任县、赴省会，拜见领导，会晤名流，夜以继日，

废寝忘食，常常写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以致指肘生茧。但一头华发，精

神矍铄的王剑波依然是谈笑风生，乐此不疲。

　　《古镇邢湾》这本书付梓在即，李剑方书记忙于联系出版社和装帧设计

等事宜，邢湾镇党委书记周振鹏和镇长骆军峰等领导也在为筹措资金、领导

题辞、各方沟通而忙碌。

　　《古镇邢湾》是集体智慧和多方努力的成果，她追求真实，尊重历史，

文字平实，力求准确。这本书抢救了邢湾镇的历史文化。编者企盼大家在这

本资料书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时逢春暖花开的季节，

　　《古镇邢湾》已脱颖而出。希望这本书能给邢湾的乡亲们带来对悠久历

史的深切回味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古镇邢湾》编委会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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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邢湾镇的概况
XINGWANZHEN DE GAIKUANG

第一章　邢湾镇的概况

第一节　地理环境

邢湾镇（又称邢家湾镇）地处华北平原南部，位于任县东

北边缘，东与巨鹿相接，北同隆尧为邻，属三县交界之地。邢

湾镇北上距首都北京 400 公里，距省会石家庄 100 公里，南下

距邯郸 80 公里，距邢台市 40 公里，邢（台）德（州）公路、

邢（台）衡（水）高速和宁（晋）鸡（泽）公路穿镇而过，交

通十分便利。

邢家湾镇总面积 53 平方公里，耕地 68832 亩，全镇共

辖 22 个行政村（含 16 个自然村）。截止 2012 年，共有居民

12889 户，43397 口人。该镇既是农业重镇、商业重镇，更是

一个工业重镇。从农业上讲，邢家湾镇大部分村庄属陆泽区，

土壤属典型潮土和褐色潮土两种，土质较粘，潜在肥力高，保

水保肥性较好，适宜小麦、玉米、谷子、高梁、大豆和棉花等

多种农作物的生长，粮棉资源极为丰富。从商业上讲，任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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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九条河流，而邢家湾镇则为众水汇集之地，特别是滏阳河自

南向北穿镇而过，自古以来，为南起邯郸北到天津的水上交通

要道，同时，也是西起邢台、东到德州这条骡马大道的必经之

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邢家湾在很久以前就成了水旱码

头。人们为了生存，在这个水旱码头上或装车卸车、或装船卸

船、或席地摆摊、或肩挑叫卖，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使这

个水旱码头成为商贾往来、货物集散的繁华市场。从工业上

讲，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邢家湾的手工业产品就驰名南北。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邢家湾镇的工业更是日新

月异，长足发展。到目前，已拥有机械制造、拔丝制钉、汽

摩配件三大支柱产业。他们生产的各种加工机床、数控旋切机、

木工机械、食品机械、建筑机械等产品畅销海内外。如位于

邢家湾镇的邢台邢工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的滚丝机和龙泉剑钉

业有限公司的钢钉、蚊钉、卡钉以及水泥钢排钉等产品不仅

远销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和京津地区，而且出口到俄罗斯、

韩国、朝鲜和东南亚。

现在邢家湾镇的人民，正在利用先天的地利优势，乘改革

开放的东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共

创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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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沿革

邢家湾镇自古以来就隶属任县。据传，春秋时期，地属晋

国（前 780 年～前 476 年），东周景王（姬贵）2 年（前 543 年），

郑国（今河南新郑一带）大夫羽颉逃奔到晋，晋平公封其为“任

大夫”，“任地”始名“任邑”。战国时期，东周贞定王（姬介）

16 年（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任邑划归赵国，

改名渚阳。秦始皇（赢政）时（前 246 年～前 209 年），渚阳

归属钜鹿郡。汉高祖（刘邦）6 年（前 201 年）渚阳改任县。

三国时期，属魏国之地。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

又归属襄国郡。到了宋、辽、金、元时期，邢家湾一带先后属宋、

辽和宋、金拉锯作战的战场。到了明朝建文帝（朱允炆）元年

（1399 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一连三年，战火不断，

农田荒芜，瘟疫流行，邢家湾一带是饿殍遍野，地旷人稀。朱

棣登上帝位后，永乐年间（1403 年～ 1424 年），山西洪洞县

移民和山东逃荒难民奉命在此定居。农村人口才得以补充，村

庄之中才略有生机。清军入关后，属顺德府。中华民国时，属

直隶冀南道，邢家湾一度曾改为邢穆里、邢穆寨和邢穆镇。沧

桑数变，朝代更替，但邢家湾在任县辖区却始终未变。 

抗日战争时期，任县设四个区，邢家湾一带属第一区，邢

穆镇为区政府驻地。1953 年，邢家湾一带属第三区，邢家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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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三区公所驻地。1958 年 11 月，为澧东人民公社。1960 年冬，

澧东人民公社改为邢家湾工委。1984 年 3 月，改建邢家湾乡。

1985 年 5 月，改为邢家湾镇。1996 年，全县将原来的 14 个乡

镇合并为 8 个乡镇，原郑庄乡合并到邢家湾镇，统称为邢家湾

镇，沿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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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邢湾镇的村庄及由来

邢家湾镇共有 16 个自然村（含 22 个行政村），现分述如下：

邢家湾：位于任县东北部，在县人民政府驻地任城镇东

北 22 公里处，为邢家湾镇人民政府驻地。相传，在很久以前，

有邢姓在滏阳河拐弯处定居，故名邢家湾。另有穆姓在其西

边定居，取名穆家口。清朝末年，将两村合一，定名为邢穆里。

民国年间，又称邢穆寨、邢穆镇，现称邢家湾（含滏东、滏西、

穆家口和滏北四个行政村）。该村有县医院分院一所，县邮

局分局一所，初级中学一所，小学 4 所，医疗点 4 个，农业

银行邢湾营业所和邢湾信用社。原来全年七个庙会，现在村

委会规定，减少为两个，即农历四月十三日和十一月初一日

为庙会。另外，每月三、六、九为大集。滏阳河从村中南北

穿过，邢（台）德（州）公路、宁（晋）鸡（泽）公路和内

（丘）邢（湾）公路分别从村南和村西穿过，交通十分便利，

乡镇企业非常发达。

东黄庄：位于邢湾镇南部，在镇人民政府以南 1.5 公里处。

相传，明朝永乐年间（1403 年～ 1424 年），有黄姓从山西洪

洞县迁到此地，在滏阳河东岸定居，故名东黄庄。村有小学 1 所，

医疗点 1 个。该村以农业为主的个体工业户逐年增加。

西黄庄：位于邢湾镇南部，在镇人民政府以南 1.5 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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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为东黄庄的派生村。原来此地东有滏阳河，西有大陆泽，

是个买卖鲜鱼的市场，久而久之，成为村庄。因东有东黄庄，

故名西黄庄，所以，此村虽小，姓氏却多。据说，有两个刘姓，

两个郭姓，三个王姓，一个范姓，一个鲁姓，一个陈姓、一个

张姓和一个李姓。另外，周姓、朱姓和谢姓已经无人。村有小

学 1 所，医疗点 1 个。个体工业户逐年增加。

孙家庄：位于邢家湾镇东南部，在镇政府驻地东南 1.5 公

里处。据传，明朝崇祯年间（1628 年～ 1644 年），山东连年

灾荒，有百余户孙姓难民从山东逃荒在此定居，故名孙家庄。

村有小学 1 所，医疗点 1 个。

贾家庄：位于邢家湾镇南部，在镇政府驻地东南 1.8 公里处。

据传，明朝崇祯年间（1628 年～ 1644 年），有贾姓难民自山

东逃荒到此落户，故名贾家庄。村有小学 1 所，医疗点 1 个，

滏阳河从村西南北穿过。

杨家庄：位于邢湾镇南部，在镇政府驻地东南 1.5 公里处。

据杨家家谱记载：明朝永乐年间（1403 年～ 1424 年），杨姓

数户从山西洪洞县迁此落户，定居立庄，故名杨家庄。村有小

学 1 所，医疗点 1 个。

牛辛寨：位于邢家湾镇东部，在镇政府驻地东南 4 公里处。

相传，该村比较古老，原名牛新村，北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

年～ 1127 年），该村为北宋的边远村庄，经常遭金兵骚扰。

为了巩固基层政权和地方治安，县下设寨。绕村掘土筑墙，是

为寨墙，寨墙又高又厚，坚固壮观。沟中灌水，是为寨河，寨

河之水自滏河引进，四季长流。东西南北设四个寨门，故又改

名牛新寨，后习称牛辛寨。村有小学 1 所，医疗点 2 个。农历



7

第一章  邢湾镇的概况
XINGWANZHEN DE GAIKUANG

六月十三日、十月初一日有庙会。该村人均耕地较多，工业发

展较快。每月逢五为集，即初五、十五、二十五为集日。

边家庄：位于邢家湾镇南部，在镇政府驻地正南 3 公

里处。据边家家谱记载：明朝崇祯年间（1628 年～ 1644 年），

有山东边姓数户逃荒到 此定居，故名边家庄。村有小学 1 所，

医疗点 2 个。滏阳河从村西南北穿过。该村逢二、逢七为

集日。

郑家庄：位于邢家湾镇西部，在镇政府驻地以西 4 公里处。

相传，唐代郑姓在此落户立庄，故名郑家庄。村有小学 1 所，

医疗点 2 个，邢（台）德（州）公路从村南穿过。该村以农业

为主。

新市：位于邢家湾镇西北部，在镇政府驻地西北 4 公里处。

据传，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六年（公元 634 年）在此地建寺

院一座，后逐渐形成村落，取名新寺，习称新市（村内设新一、

新二、新三、新四共四个行政村）。村有小学 1 所，医疗点 4 个。

农历九月十三有庙会。每月逢一、六为集日，农业为主。

义和村：位于邢家湾镇西北部，在镇政府驻地西北 1.5 公

里处。据传，该村建于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年间（1644

年～ 1662 年）。当时，隆平城（今隆尧）苛捐杂税甚多，百

姓不堪重负，纷纷躲税外逃，时有屈、闫两户逃到此地定居立

庄，遂称“躲家庄”。后来，两户相处甚是和睦，故称义和村。

义和村名不虚传，自立庄近 400 年，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和民

事纠纷。村中有小学 1 所，医疗点 1 个，宁（晋）鸡（泽）公

路从村东穿过。该村以制钉业发达而闻名。

王村：位于邢家湾镇西部，在镇政府驻地正西 6 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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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唐代，王姓在此居住立村，故名王村。再一种说法是，

王村本来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公元 1399 年，燕王朱棣发动“靖

难之役”，一连三年，战火不断，王村村民被杀的只剩下一户

王姓人家，故后来称为王村。村内有小学 1 所，医疗点 2 个。

农历四月十三和九月初九为庙会，每月逢五、十为集日。邢（台）

德（州）公路从村南穿过。目前，该村有一千多户，4000 多人，

工农业都比较发达，任县重点企业亚泰集团原建于该村。

薄村：位于邢家湾镇西部，在镇政府驻地正西 7 公里处。

相传此村建于唐代。因地处大陆泽，故名泊村，后改薄村。宋

孝宗（赵眘）乾道六年（1170 年），该村村西修塔两座，以

赏大陆泽景色，故又称双塔薄村（另有双塔建于元代之说）。

村有小学 1 所，医疗点 1 个。农历九月二十六有庙会，该村以

双塔闻名于百里之遥。

南张村：位于邢家湾镇西部，在镇政府驻地西 4 公里处。

宋代，张姓在此定居，故名张村。到了清末，北邻隆平城（今

隆尧）也新建一张村，为与隆平张村区别开来，更名南张村。

村有小学 1 所，医疗点 2 个。农历二月初八有庙会。

刘家庄：位于邢家湾镇西南部，在镇政府驻地西南 6 公

里处。据传，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 年～ 1313 年），刘姓

在此落户立庄，故名刘家庄。村有小学 1 所，医疗点 1 个。

邢（台）德（州）公路和马河分别从村西北穿过。

环水村：位于邢家湾镇西南部，在镇政府驻地西南 4 公里处。

据清朝宣统二年《任县志》载：“该村原名塔圪台，在县城东

北三十里，上有居民，四面皆水，非舟不行。”大约在清宣统

三年（1911 年），根据该村地理环境，改名环水村。村北有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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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公路，村东有宁（晋）鸡（泽）公路，村西为顺水河、

南澧河、沙铭河和留垒河 4 河汇合处。北澧河从村西、村北穿过。

村有初中、小学各 1 所，医疗点 4 个。农历三月十三日为庙会，

腊月二十五日为年集。另外，还有全县独有的一大景观，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早起桥头有大集，就地设摊者，肩挑叫卖

者，熙熙攘攘，热闹非常。目前，该村有一千多户，5000 多人，

属大村。近几年来，工业发展较快。王其和式太极拳的创始人

王其和、刘仁海和曾任邢台市市长的张洪义均为该村人。

（本章参照《任县志》结合邢湾镇具体情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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