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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滦县志》历时五载j今将问世，实为本县一大喜事。值此为本志作

序之际，谨向全县人民及社会各界表示祝贺。

’滦县历史久远。唐虞时为冀州幽州地，殷商时为孤竹国地，至辽天赞二

年(923)建制为滦州，民国二年C1913)改州为县，始有滦县之称。明嘉靖年 。．

间，首次官修《滦州志》，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编纂成《滦县志》，其间先 +i

后续修8次。这些旧志多偏重于对人文历史的记述，而对经济、物产、教育、

实业等方面的史实，则失于详实记述。 。

新编《滦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弃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之弊，注重记述经济实业之史实，

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本县历史全貌及现状。全书设地理、经济、政治、军

事，文教卫生、社会和人物7编。共47章。，资料翔实，考据严谨，基本上达+

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

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全县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滦县已

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指引下，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新编《滦县志》的问世，‘ j

无疑将为我们了解滦县、建设滦县提供充足的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起到极
、

为有益的作用。为此谨望所有关心家乡，热爱家乡，．愿为家乡的建设付出努

力者，参阅本书，指导工作实践，并用以教育、启发后代子孙，使之真正起；‘

到“资政、存史、教化力的积极作用。。 _- ，。·
．，

‘ ，

1’ '

滦县人民政府县长史立芳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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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滦县志》的出版，是全县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是留给后人珍贵的

社会财富。 ，

滦县官修志书始于明嘉靖年间。到民国二十六年，已先后八次续修。历代修志尽管

在篇目，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往往体例相沿，或续前志所缺，或补旧志不足，且多有轻

经济、重人文的弊端。今修新志，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创设概述．大事记、经济、政治

等篇章，翔实地记述了本县的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纵览全书，滦县千年画卷历历

在目，4给人以启迪。。 。’

。新县志的编修，得到中共滦县县委，滦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一九八六年六月

建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始由王洪秋任主任，后因人事变动改由我做此项工作。五年

多来，县政府不仅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给予支持，而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
修志工作中疑难问题。评稿会后，把巳调出县志办公室的几名同志又重新调回参与修改

工作，还专门调一名统计局副局长负责志书数据审核。这些，无疑增强了志书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编修新县志是一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必须有一个事业心强、默默奉献的写作班子。

县志办公室的同志没有辜负县委、县政府的期望。他们齐心协力，勤奋工作，克服了严

寒酷暑和资料不足的困难，整理了比较详尽的史料。工作紧张时不休假，加班加点，废

寝忘食，把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无声地灌输到修志工作之中。

完成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还需要社会各界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承担撰写分志任

务的各单位有近百人投入此项工作，他们提供了包罗万象的资料，成为编写县志的可靠

基础。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到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和有关专家都曾为滦县的修志工作给‘

予了及时指导，对许多关键问题乃至各章各节都详加修改，严格把关。各县、区、场的

同行为提高《滦县志》的质量，奉献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我代表滦县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和县志办公室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l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一，启迪后人，补史资治，相

信滦县新志会为滦县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也基于此，在新编《滦县志》

成书之际，深感欣慰。

在志书编修过程中，虽数易篇目，屡经修改，由于水平所限，仍难免错漏，恳望广

大读者指正，以便续修时纠谬补遗。 ；

滦萎主龛全芸萎萎言昙茎差 贾光珠
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一九九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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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滦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真实性的有机统一，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

述滦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着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人民群众的功

绩。 ．
，。

二、新编县志上限自设治公元923年(辽天赞二年)起，对有些需追本溯源的事

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截止于1985年。为反映事物发展的整体性，个别章节有所延伸。

三，新编县志于篇首设概述，大事记，总摄全志。之后为地理、经济、政治、军事j

文化，社会，人物等七编。编下设章，节，目。后为附录。

四．内容上，贯穿古今，详今略吉，立足当代。详细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

设，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建国后的历次

政治运动分写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

五，各编及部分章首，．加无题小序，略述轮廓梗概，提示要点。有的章节之后，附

。 有专记，附录。

六、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以滦县

． 籍为主，兼收客籍人。也收入个别反面人物，以警世人。对在事业中有成绩或建树的生

人，则采用。以事系人刀的方法，在有关章节中予以叙述。

．-一七，文体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相结合，以志为主。概述有叙有议，叙

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文体除引用古籍外，一律采用语体文。

． 八，纪年。建国前用传统的朝代和帝王年号纪年，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号。民国时期，

共产党领导下的活动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

九、文字一律使用法定简化汉字，力求规范，精炼。

十，计量单位执行1984年国务院的统一规定。个别历史事物，为反映原貌则．依旧
～ 制。 j

．

。

‘十一，除朝代和帝王纪年外，所有数字均用阿拉伯数码。

十二，文中建国前，后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8

年11月29日滦县县城从国民党政权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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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

滦县，位于河北省东部。辽代建置i始称滦州。时州境广阔，袤延200余里，今之

唐山及滦南、丰南、唐海县的大部均在境内。民国初年改州为县，辖土袭旧。随时局变

化县境划小。现之滦县东与昌黎．卢龙隔河相望，西邻丰润．唐山，南同滦南接壤，北

界迁安、迁西。地处东经118。147一118。497，北纬39。35—39。587之间。在1027'平方公

里(1982年实测前称99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原占71．7％，低山丘陵25％，河漫滩

3．3％。辖31个乡镇，510个行政村，9个居民委员会，1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484715

7人，汉族占99．5％，余为满、回．壮、，蒙古、朝鲜，黎、达斡尔各族。 ，

滦县历史悠久，早在20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已有人类在此生息。唐虞时为冀州、幽州

’地，商为孤竹，周近山戎，秦汉属右北平郡，隋属卢龙，唐设石城、马城二县地，辽天

赞二年(923)设州，历经金、元．阴、请、中华民国诸代。1935年沦为日伪统治区。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与邻县解放区分别组建过丰滦迁，迁滦卢和滦西、滦北等联

合县。1958年撤县治建唐山市滦州区，次年复县。1983年行市辖县制，遂属唐山市至

今。 ．
，

多变的时局造就了滦县人民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20世纪初，闻名中外的义和团运

动在滦县反响极大，为驱除外患，’先后数千人大闹永平府，拆毁教堂，赶走教士，杀死

， 劣等教民，进剿八国联军I为推翻帝制，有识之士发动了著名的滦州起义。起义受到全

国各地的有力支援，也得到各国驻华使团的承认。搿辛亥革命发轫于武昌，而滦州起义实促

其成一(1936年《国民政府令》)。此后，清廷搿深知大势巳去，恐惧日深刀(冯玉祥《我的

生活》)，终于年后土崩瓦解，结束了清朝200多年的封建统治。1925年，进步青年接受

t马克思主义，反列强，反混战，反封建压迫，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滦县支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滦县人民的斗争方向明确，精神振奋。著名的冀东抗日大暴动

在滦县港北村首举义旗，打乐亭，征卢龙，进军迁安城，为整个冀东抗日打下坚实基础。

境内各地抗日军民积极开展地遭战、地雷战、游击战，组织了武工队．破交队，为配合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做出重要贡献。其间有2300多名革命志士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

贵生命。滦县终于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旭日东升。

滦县地处京畿，是联结东北与京、津、唐的咽喉要道，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光绪十

八年(1892)，唐(山)胥(各庄)铁路东延至滦县，是为滦县铁路建设之始。逾两年，中国

第一座铁路大桥——滦河大桥建成通车。到1985年，已有京沈、京秦、京坨，卑水4条

铁路贯通全县，全长84公里，境内设10个火车站，日均客运量3439人次，年货运量321

万吨。民国年问初建现代化公路，并于二十一年(1932)首通客运班车。到1985年有县级

以上公路通车干线8条，全长130．2公里，交通量17470车次／昼夜。另有乡镇级以下公路

通车干线19条，全长150．4公里。客运周转量11590．08万人／公里，货运周转量773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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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公里o

， 全县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山地丘陵易造成水土流失，南部沙地保墒性能差。因此，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滦

县人民防洪筑堤，防旱排涝，取得很大成绩。到1985年，滦河防洪大堤延长到14．9公

里，保堤标准为抵抗洪峰流量2．5万立方米／秒。建小型水库12座，塘坝115处，扬水

站38座，抽水站416处，闸带桥7座，打机井4541眼，砖石井2870眼，挖排水沟590

条。全县有万亩以上灌区8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21万亩，相当1949年的18

倍。

农业机械从无到有。到198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36711马力，有大中型拖拉

机387台，小型拖拉机1265台，巳初步形成耕、种、收、运，加工和植保的系列生产系

统。’ 。

发达的交通、农田水利和农业机械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强的基础条件。滦县

属综合农业区，1985年农业总产值18522万元，为1949年的8．3倍。农田种植素以花生、

杂粮为主。花生生产在全省称著，品种的引进要追溯到19世纪初叶，经过百年的试种、

改良和推广，到20世纪初年全县播种花生4万亩，1925年增加到20万亩。通过扩种

花生，发展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昔无食而今果腹矣，昔无衣而今榜襦矣，小民方

庆更生一(光绪二十二年《滦州志》)。到1985年，全县播种花生298487亩，占总耕地的

35．2％，亩产量由建国前的二三十公斤提高到151公斤，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滦县巳被

定为国家搿优质花生生产基地"和“花生米出口体系建设基地一。

畜牧水产业有较快的发展。到1985年，全县有大牲畜48067头，为1949年的1．67

倍。猪只存栏212751头，为1949年的2．2倍。家禽养殖也比建国初大为增加。畜牧水

产业年产值达到3755万元，比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加8倍和7．4倍。
“

林业，特别是桑蚕生产历史久远，早在4世纪初(东晋十六国时代)，即由江南引种

植桑，+至请末，巳广为栽植。1955年开始养蚕，以后逐年发展，1966年全县养蚕8400

张，蚕茧产量45．1万斤。1985年，全县林地面积发展到61739亩，森林覆盖率5．8％，

为解放前的1．6倍，果品总产量718．6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55倍。．

解放前，滦县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仅有榨油、酿酒．食品加工、农具制修、烧制砖

瓦、采石烧灰等私营个体工业，国办工业只有发电、印刷两家。新中国建立后，工业生

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985年，全县工业企业有1762个，其中县办34个，乡镇办285

个，村办1443个。总产值1046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6％。而1949年，工业产值

仅为1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0．8％。有蝗产品如地毯，服装、丝绸、柔道布、陶瓷、

万能角钢巳打入国际市场，远销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科威特、新加坡、香港、日本
等13个国家和地区。

‘‘

丰富的建材资源是发展滦县经济得天独厚的条件。石英砂岩初测储量为5341万吨，

筑路石碴取之不尽，i985年产54．6万吨，产值248万元。沿．河滩涂12个沙场，年产粗

沙300万吨，产值180万元。另有大量的石灰岩、自云岩、大理石、云母，伟晶岩，天然

油石、陶页岩等，是生产石灰、砂灰砖，水泥制品、彳i粉等丰富的原料基地。现有建材

工业企业674个，从业人员近1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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