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市

中国社会出版社

i志



石家庄市志
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第五卷

中国社会出版社

。1
，

，

◇一‘



责任编辑：唐兴汉

特邀编辑：路洪昌

护封设计：梁勇

英文翻译：冯瑞英

监 制：唐兴汉路洪昌

图书在版编目(C口)数据

石家庄市志／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IsBN 7—80088—727_一8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12

I．石⋯ Ⅱ．石⋯ Ⅲ．地方志一石家庄Ⅳ．K2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7034号

石家庄市志

第五卷
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4(-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

保定市北方胶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6印张：38插页：8字数：850千

1999年12月第1版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册定价：380．CO元(全五卷单价76．∞元)

IsBN‘7_80088—_72卜8／Z·109



两匿币司

石
1=A百4

进行速度充满希望地

家庄之歌
王 志 敏 词

王坤雪冰李正曲
> >

(缒l言一一迫I言一一5
5 l互·童§墨I；一一0)l

八．
． ．／—＼f、

5 3—4 5 3 I 1_5一l 6 7 1 5

我 们是山， 太行高

，’’、 ‘

5 3 4 5 3

我 们是

I 2⋯I
耸，

——、，，
o o ● ● I

7 1 2 1 2 l 5一一3 3 3 l

滹沱奔 腾。英雄的

6 6．i丛l 6一一型I 2—2 2。迪I 2‘一一返1
人民青春的城，初升的太阳灿烂的星。 今天

o · · · I · · · ‘
I ·

· · ‘
I · · o

_

5 1 4． 3 l 2 6 2 3 2|1 6 5 1 2 4 I 3—3 4 I

我们播 种希 望，明天我们收获光 明。今天

睁
，、-，．’、

．i 6‘运5 l三．i墨V墨I 5‘一6悟一照5 5卜4 5童3—2 l Ii一一II1 · l 4 1 2 2 l 一一 l 5一一 l · l 1一一Il

们播种希望，明天明天删】收获光 明。

5．i·奎l Ii一6五I墨一一三悔一盟l 6．一6 5一I．i一一II

石家庄市歌



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7年7月4日成立

主 任：l贾 然I
副 主任：王葆华 刘力夫王同林靳茂儒卫万青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天佟乐夫赵庆春夏荫南 崔 志l程振鹏1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 方秉钧 王常兴 田清泉 江文兴任启顺 邢绍彬 刘贵霞

刘席铭 安飞麟 李占元 李长林李建英 李登瑶杜印武

吴金玉 肖 野杨俊科张鹏发苑泽生周春发高永桢

徐尚斌徐增厚梁友录l赖祖德I魏春芳
办公室：顾问杨俊科 ．． ，

主任高永桢 ’；．

副主任刘铁侃周启富 成立 ～

成员 于凯旋王卫王文娟杨文涛 陈典秀李新铭

周 莘高健梁 勇

1990年11月14日调整

主 任：沈志峰

常务副主任：李建英

副主任：王盛邦 王富玉徐增厚
’

顾 问：孙永生．1杨亚东I
。

‘’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长庚王国勋 王顺元 王彦春．田汇平 吕 希许三喜

孙彩然 刘兆安 刘铁侃刘喜明 杨俊科李 明 李一忠

李天印 李占元李长林李永祥李振山 聂振学 梁友录．

办公室：顾问杨俊科

主任刘铁侃．一 ．

副主任张良

成员 马福香杨文涛李新华 张长社赵振献梁 勇
．

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93年lO月16日调整
+．，? +‘’：

。

名誉主任：赵金铎

主 任：沈志峰

副主任：张二辰 商润身 杨俊强 郭广生杨宝昌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福香王 智 王全贵王国玉邢彦南 刘铁侃孙喜斌

齐惠明 朱增永何欣 宋敏李山林李天印 狄天顺

陈炳谦杨素梅李藏柱张辰来赵长拴徐英杰‘褚明海

办公室g主 任

副主任

秘书科

编审一科

编审二科

邢彦南

李藏柱

科长

科员

科长

科员

科长

刘铁侃

王晓莉

苟志俊

郭尚武

李新华

周少玲

马福香

韩 芳

赵振献

科员 刘建洲 刘素英武光宇

1995年5月10日调整

名誉主任：赵金铎

主 任：沈志峰 ，

副主任：张二辰黄宗直 李宏英 郭广生庄允倜 杨志辉 李耀峰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马福香王国玉 王海祥王磁生邢彦南 刘铁侃；宋，敏
， 李山林李天印狄天顺 李景林李藏柱赵长拴郭 省

． 徐英杰褚明海檀振英

办公室：主 任邢彦南 ．、

副主任李藏柱刘铁侃马福香

秘书科科长王晓莉’
、 科员 苟志俊韩芳

‘’‘

编审一科科长郭尚武

科员李新华赵振献 一 ’÷

编审二科科长 周少玲(1996年6，月调离)
。

刘建洲(1996年12月任) k

’ 科员 刘素英武光宇．， ‘

jjIljjj】j{，，jjij



1998年12月25日调整

名誉主任：陈来立。

主 任：张二辰

副主任：王海洋黄宗直郭广生杨志辉庄允倜 刘灿光李耀峰
委 员：王玉民 张发旺王磁生 马玉文王进泽张振东。徐英杰

李天印 梁建山 李景林檀振英 王国玉 李藏柱刘铁侃

马福香

主 任

副主任

秘书科

编审一科

编审二科

编审一科

编审二科

李藏柱

刘铁侃马福香

邢彦南

科长王晓莉
7

科员黄俊清苟志傻韩芳

科长郭尚武

科员李新华赵振献

科长’刘建洲

科员 刘素英武光宇

1999年12月31日市地方志办公室

李藏柱

刘铁侃马福香王晓莉

科长武光宇

科员赵振献苟志俊韩芳

科长郭尚武

科员李新华

科。长刘建洲

科员 刘素英黄俊清 曹 芳

任任员科主研书主副调秘

公办

_*≮

．，，}1．2、，＆霉{々rl嚣《*，d秽{
0

～l、p鼎甏



石，家 庄 市 志

主 编：李建英

常务副主编：刘铁侃马福香 郭尚武．

副1主 编：(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新华 李登瑶杨文涛 杨俊科张 良

郝建国 赵振献 梁 勇 高 健 高永桢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新铭张长社 ．



石 家 庄 市 志

第五卷

责任编辑：郭尚武(总纂执行) 梁勇 张长社

各篇撰稿人：

教育侯世远郭子瑜 贪志魁韩彬林刘景鸿李富爱檀海静
甄介凡

文化徐佩

贾清海

科技祁安云

冀振义

陈锦栋

李凤田 张合义胡志忠傅鸿渊 周继高 赵藏身

李惠敏周红妮’乔和平 刘建英 李子杰

王书印侯忠玲魏秉森郑凤杰 武鸿儒 万东红

王树谦

卫生刘世仓郭俊隆苏志斌刘 娜

体育谷生才 张涛刘全福李慎璞孙玉善

文物名胜孙启祥张四正娄会荣

民族宗教风情 纪志顺金 莹 王晓峰董双珍 阎玉杰 宋伟

周鸿祥 ‘

人物杨俊科栗勇 周连颖 陈民欣

附录赵领

审 稿：郭广生杨志辉刘灿光李耀峰王玉民李藏柱

终审机关：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

终审人员：许明辉许振彪王广才 贾辉铭杜英路殿国



目 录 1

目 录

第十八篇教育⋯⋯⋯o⋯⋯⋯⋯⋯⋯(1)

第一章科举教育⋯⋯⋯⋯⋯⋯⋯⋯(4)

第一节儒学⋯⋯⋯⋯．．．⋯⋯⋯⋯(4)

第二节书院⋯⋯．．．⋯⋯⋯⋯⋯⋯(5)

第三节社学、义学⋯⋯⋯⋯⋯⋯(6)

第四节私塾⋯⋯⋯⋯⋯⋯⋯⋯⋯(6)

第五节科举制度⋯⋯⋯⋯⋯⋯⋯(7)

第二章学前教育、小学教育⋯⋯⋯(8)

第一节学前教育⋯⋯⋯⋯⋯⋯⋯(8)

．第二节小学教育’．．．⋯⋯⋯⋯⋯(11)

第三章中等教育⋯⋯¨⋯⋯⋯⋯(20)

第一节普通中学⋯⋯⋯⋯⋯⋯(20)

第二节农、职业中学⋯⋯⋯一(37)

第三节中等师范学校⋯⋯⋯⋯(42)

第四节中等专业学校⋯⋯⋯⋯(44)

第五节技工学校⋯⋯⋯．．．⋯⋯(49)

第四章高等教育⋯⋯⋯⋯⋯⋯⋯(52)

第一节学校设置?⋯⋯⋯一⋯一(52)

第二节学制与专业设置⋯⋯_(55)

，第三节科研⋯⋯⋯⋯⋯⋯⋯⋯(61)

第五章少数民族教育与特殊教育⋯⋯

‘⋯⋯⋯⋯⋯⋯⋯⋯⋯⋯⋯·．．．⋯·t(65)

第一节少数民族教育⋯⋯⋯⋯(65)

第二节特殊教育⋯⋯⋯⋯⋯⋯(66)

第六章成人教育⋯⋯’．-．⋯⋯⋯⋯(67)

第一节扫盲教育⋯⋯⋯⋯⋯⋯(67)

，第二节干部教育⋯⋯⋯⋯⋯⋯(68)

。． 第三节职工教育⋯_：⋯⋯⋯··(68)

第四节农民教育·f⋯⋯⋯··j⋯·(70)

第五节市民教育⋯⋯⋯⋯⋯⋯(71)

．第六节成人中等专业教育⋯⋯(72)

r第七节成人高等教育⋯⋯⋯⋯(74)

第八节社会力量办学⋯⋯⋯⋯(77)

第七章教育研究⋯⋯⋯⋯一⋯⋯(91)

第一节机构⋯⋯⋯⋯⋯⋯⋯⋯(91)

第二节学术团体⋯⋯⋯⋯⋯⋯(93)

第三节教育刊物⋯⋯⋯⋯⋯⋯(94)

第四节教育科研成果⋯⋯⋯⋯(94)

第八章教师⋯⋯⋯⋯⋯⋯⋯⋯⋯(95)

第一节来源⋯⋯⋯⋯⋯⋯⋯⋯(96)

第二节进修⋯⋯⋯⋯⋯⋯⋯⋯(98)

第三节待遇．-⋯⋯⋯⋯⋯⋯～“(98)

第四节民办教师⋯⋯⋯⋯⋯⋯(99)

第九章教育行政⋯⋯⋯⋯⋯⋯⋯(100)

第一节机构设置⋯⋯⋯⋯·：⋯·(100)

第二节管理体制⋯⋯⋯⋯⋯⋯(103)

一第三节招生⋯⋯⋯⋯⋯⋯⋯⋯(104)

第四节教育经费⋯⋯⋯⋯⋯⋯(106)

第五节教育设施⋯⋯⋯⋯⋯⋯(113)

第六节勤工俭学⋯⋯⋯⋯⋯⋯(116)

第十九篇文化⋯⋯⋯⋯⋯⋯⋯⋯⋯(130)

第一章文化机构⋯⋯⋯：⋯⋯⋯··(131)

、；第一节管理机构⋯⋯⋯⋯⋯⋯(131)

第二节群众团体⋯⋯⋯⋯⋯⋯(133)

第三节文化馆站⋯⋯⋯⋯⋯⋯(134)

第二章图书馆⋯⋯⋯⋯⋯⋯．．．．．．-(138)

第一节市图书馆⋯⋯⋯⋯⋯⋯(138)

第二节省图书馆⋯⋯⋯⋯⋯⋯(139)

第三章戏剧⋯⋯⋯⋯⋯⋯⋯⋯⋯(139)

，一第一节表演团体⋯⋯⋯⋯⋯⋯(141)

第二节．剧目⋯⋯⋯⋯⋯⋯⋯⋯(144)

：第三节演出活动⋯⋯：⋯⋯⋯·t(145)

第四章曲艺⋯⋯⋯⋯⋯⋯⋯⋯⋯(146)

第五章音乐⋯⋯⋯⋯⋯⋯⋯⋯⋯7(149)

．第一节专业音乐团队⋯⋯⋯⋯(150)

第二节业余音乐团队⋯⋯⋯⋯(151



2 目 录

第三节民间器乐⋯⋯⋯⋯⋯⋯(151)

第四节 比赛评奖⋯⋯⋯⋯⋯⋯(152)

第五节音乐团体⋯⋯⋯⋯⋯⋯(153)

第六章舞蹈⋯⋯⋯⋯⋯⋯⋯⋯⋯(153)

第一节舞蹈团队⋯⋯⋯⋯⋯⋯(154)

第二节舞蹈活动⋯⋯⋯⋯·．．．⋯(154)

第三节石家庄市舞蹈家协会(160)

第七章杂技⋯⋯⋯⋯⋯⋯⋯⋯⋯(160)

第一节专业表演团体⋯⋯⋯⋯(161)

第二节业余表演团体⋯⋯⋯⋯(162)

第八章美术⋯⋯⋯⋯⋯⋯⋯⋯⋯(162)

第九章摄影⋯⋯⋯⋯⋯⋯⋯⋯⋯(165)

第十章书法⋯⋯⋯⋯⋯⋯⋯⋯⋯(169)

第十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一第三节

第十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七章

第一节

电影⋯⋯⋯⋯⋯⋯⋯⋯(172)

制片⋯⋯⋯⋯⋯⋯⋯⋯(172)

发行⋯⋯⋯⋯⋯⋯⋯⋯(172)

放映场所⋯⋯⋯⋯⋯⋯(174)

艺术教育⋯⋯⋯⋯⋯⋯(176)

私办科班⋯⋯⋯⋯⋯⋯(176)

公办学校⋯⋯⋯⋯⋯⋯(176)

演出场所⋯⋯⋯⋯⋯⋯(178)

场所⋯⋯⋯⋯⋯⋯⋯⋯(179)

管理及机构⋯⋯⋯⋯⋯(184)

报刊⋯⋯⋯⋯⋯⋯⋯⋯(186)

市报刊⋯⋯⋯⋯⋯⋯⋯(186)

地区报刊⋯⋯⋯⋯⋯⋯(188)

省报刊⋯⋯⋯⋯⋯⋯⋯(188)

图书出版发行⋯⋯⋯⋯(198)

图书出版⋯⋯⋯⋯⋯⋯(198)

图书发行⋯⋯⋯⋯⋯⋯(202)

图书销售⋯⋯⋯⋯⋯⋯(206)

广播电视⋯⋯⋯⋯⋯⋯(209)

广播⋯⋯⋯⋯⋯·‘⋯⋯一(209)

电视⋯··⋯⋯⋯⋯⋯⋯·(215)

音像⋯⋯⋯。⋯⋯⋯⋯(222)

管理机构⋯⋯⋯⋯⋯⋯(224)

档案管理⋯⋯．．．⋯⋯⋯(225)

机构⋯⋯⋯⋯⋯⋯⋯⋯(225)

第二节设施⋯⋯⋯⋯⋯⋯⋯⋯(228)

第三节馆藏⋯⋯⋯⋯⋯⋯⋯⋯(229)

第四节档案收集与整理⋯⋯⋯(231)

第五节档案利用和编研⋯⋯⋯(233)

第六节宣传教育⋯⋯⋯⋯⋯⋯(234)

第七节科技档案⋯⋯⋯⋯⋯⋯(235)

第二十篇科技⋯⋯⋯⋯⋯⋯⋯⋯⋯(238)

第一章 自然科学⋯⋯⋯⋯⋯⋯⋯(238)

第一节机构⋯⋯⋯⋯⋯⋯⋯⋯(239)

第二节科技队伍⋯⋯⋯⋯⋯⋯(252)

第三节科技管理⋯⋯⋯⋯⋯⋯(258)

第四节政策与体制⋯⋯⋯⋯⋯(262)

第五节科技服务⋯⋯⋯⋯⋯⋯(265)

第六节应用技术与成果⋯⋯⋯(281)

第七节技术交易⋯⋯⋯⋯⋯⋯(292)

第八节国际科技交流⋯⋯⋯⋯(294)

第二章社会科学⋯⋯⋯⋯⋯⋯⋯(297)

第一节研究机构⋯⋯⋯⋯⋯⋯(297)

第二节队伍⋯⋯⋯⋯⋯⋯⋯⋯(303)

第三节学术活动⋯⋯⋯⋯⋯⋯(304)

第四节研究成果⋯⋯⋯⋯⋯⋯(307)

第五节团体⋯⋯⋯⋯⋯⋯⋯⋯(316)

第六节管理⋯⋯⋯⋯⋯⋯⋯⋯(322)

第二十一篇卫生⋯⋯⋯⋯⋯⋯⋯⋯(327)

第一章行政机构⋯⋯⋯⋯⋯⋯⋯(327)

第二章医政管理⋯⋯⋯⋯⋯⋯⋯(328)

第一节组织管理⋯．．．_⋯⋯⋯(328)

第二节技术管理⋯⋯⋯⋯⋯⋯(328)

第三节中医管理⋯⋯⋯⋯⋯⋯(329)

，第四节护理管理⋯⋯⋯⋯⋯⋯(329)

第五节医疗保健⋯⋯⋯⋯⋯⋯(329)

第六节医疗救护⋯⋯⋯⋯⋯⋯(330)

一第七节医疗事故管理⋯⋯⋯⋯(330)

第八节职称晋升⋯⋯⋯⋯⋯⋯(331)

第三章防疫⋯⋯⋯⋯⋯⋯⋯⋯⋯(334)

第一节防疫机构⋯⋯⋯⋯⋯⋯(334)

第二节法定急性传染病管理与防治

⋯⋯．⋯．⋯．．：．：．．⋯⋯⋯．．．⋯⋯⋯(337)●⋯■■●●●●●●●●●●●●●●●●●●●●●●●●●●●●●●●●●●●●

，j；；II，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3

第三节计划免疫⋯⋯⋯⋯⋯⋯(340)

第四节劳动卫生⋯⋯⋯⋯⋯⋯(341)

第五节职业病防治⋯⋯⋯⋯⋯(343)

第六节地方病防治⋯⋯⋯⋯⋯(345)

第七节结核病防治⋯⋯⋯⋯⋯(345)

第八节食品卫生⋯⋯⋯⋯⋯⋯(346)

第九节环境卫生⋯⋯⋯⋯⋯⋯(348)

第十节学校卫生⋯_⋯⋯⋯⋯(349)

第四章医疗⋯⋯⋯⋯⋯⋯⋯⋯⋯(350)

第一节机构⋯⋯⋯⋯⋯⋯⋯⋯(350)

第二节技术⋯⋯⋯⋯⋯⋯⋯⋯(367)

第五章妇幼保健⋯⋯⋯⋯⋯⋯⋯(376)

第一节机构⋯⋯⋯⋯⋯⋯⋯⋯(376)

第二节妇女保健⋯⋯⋯⋯⋯⋯(379)

第三节儿童保健⋯⋯⋯⋯⋯⋯(380)

第六章药政管理⋯⋯⋯⋯⋯⋯⋯(382)

第一节药品检验机构⋯⋯⋯⋯(382)

，第二节药品供应⋯⋯⋯⋯⋯⋯(383)

第三节药品管理⋯⋯⋯⋯⋯⋯(383)

第七章医学教育与交流⋯⋯⋯⋯(384)

，第一节医学院校⋯⋯⋯⋯⋯⋯(384)

第二节在职医学教育⋯⋯⋯⋯(384)

_．第三节国际医学交流⋯⋯⋯⋯(385)

第八章医学科研⋯?⋯⋯⋯⋯⋯··(385)
‘

第一节机构⋯⋯⋯⋯⋯⋯⋯⋯(385)

第二节成果⋯⋯⋯⋯⋯⋯⋯⋯(388)

第九章爱国卫生运动⋯“⋯⋯．．．(389)

第一节机构⋯⋯⋯．．．⋯⋯⋯⋯(389)

第二节城乡卫生运动⋯⋯．．．⋯(389)

第三节卫生监督与贯彻卫生法规⋯

··········································(390)

第十章红十字会⋯⋯⋯⋯⋯⋯⋯(391)

第二十二篇体育⋯⋯⋯加⋯⋯⋯⋯(392)

第一章群众体育⋯⋯⋯⋯⋯⋯⋯(393)

，第一节学校体育⋯⋯⋯⋯⋯⋯(393)

第二节职工体育⋯⋯⋯⋯⋯⋯(394)

第三节农民体育⋯⋯⋯⋯⋯⋯(394)

第四节幼儿体育⋯⋯⋯⋯⋯⋯(395)

第五节老年人体育⋯⋯⋯⋯⋯(396)

第六节伤残人体育⋯⋯⋯⋯⋯(396)

第二章竞技体育⋯⋯⋯⋯⋯⋯⋯(396)

第一节田径运动⋯⋯⋯⋯⋯⋯(396)

。第二节体操运动⋯⋯⋯⋯⋯⋯(397)

第三节游泳运动⋯⋯⋯⋯⋯⋯(397)

， 第四节球类运动⋯⋯⋯⋯⋯⋯(398)

第五节武术运动⋯⋯⋯⋯⋯⋯(402)
’

第六节摔跤运动⋯⋯⋯⋯⋯⋯(402)

第七节举重运动⋯⋯⋯⋯⋯⋯(403)

第八节柔道运动⋯⋯⋯⋯⋯⋯(403)

第九节军事体育⋯⋯⋯⋯⋯⋯(403)

第十节棋类运动⋯⋯⋯⋯⋯⋯(406)

第十一节 自行车运动⋯⋯⋯⋯(406)

第十二节拳击运动⋯⋯⋯⋯⋯(407)

第十三节滑冰运动⋯⋯⋯⋯⋯(407)

。第三章体育竞赛⋯⋯⋯⋯⋯⋯⋯(407)

第一节石家庄市综合性运动会⋯⋯

⋯⋯·⋯··⋯⋯⋯·⋯⋯··⋯⋯·；····(408)

第二节承办河北省体育比赛⋯⋯⋯

，·····························-············(408)

n第三节承办全国和国际体育比赛⋯

················?·········⋯·············(412)

第四节国际体育交往活动⋯⋯(414)

第五节石家庄市运动员代表河北省和

国家参加比赛⋯⋯⋯⋯⋯⋯⋯⋯(415)

j一 第六节石家庄市体育代表团参加河北

省综合运动会和青少年运动会(418)

’t第七节运动员⋯⋯⋯⋯⋯··弗一(419)

第八节教练员⋯⋯⋯⋯⋯⋯⋯(420)

第九节裁判员⋯⋯⋯⋯⋯⋯⋯(420)

第四章业余训练⋯⋯⋯⋯⋯⋯⋯(420)

第五章体育科研⋯⋯⋯⋯⋯⋯⋯(423)

第六章医疗保健⋯⋯⋯⋯⋯⋯⋯(423)

第七章体育宣传⋯⋯⋯⋯⋯⋯⋯(423)

第八章组织机构⋯⋯⋯⋯⋯⋯⋯(424)

第一节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424)



4 目 录

第二节石家庄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

········-···⋯··········-··⋯······-····(424)

第三节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424)

第四节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河北省石

家庄市分会⋯⋯⋯⋯⋯(425)

·第五节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石家庄地区

总会⋯⋯⋯⋯⋯⋯⋯⋯(425)

第六节河北省体育总会⋯⋯⋯(425)

第七节石家庄市国防体育协会⋯⋯

-·········-················⋯·············(425)

第九章体育设施⋯⋯⋯⋯⋯⋯⋯(425)

第十章体育经费⋯⋯⋯⋯⋯⋯⋯(427)

第二十三篇文物名胜⋯⋯⋯⋯⋯⋯(428)

第一章文物⋯⋯⋯⋯⋯⋯⋯⋯⋯(428)

第一节遗址⋯⋯⋯⋯⋯⋯⋯⋯(428)

．，第二节墓葬⋯⋯⋯⋯⋯⋯⋯⋯(429)

第三节石刻⋯⋯⋯⋯⋯⋯⋯⋯(430)

，‘第四节古建筑⋯⋯⋯⋯⋯⋯⋯(432)

第五节文物管理⋯⋯⋯⋯⋯⋯(435)

第二章名胜⋯⋯⋯⋯⋯⋯⋯⋯⋯(436)

第一节苍岩山风景区⋯⋯⋯⋯(436)

第二节龙泉寺风景区⋯⋯⋯⋯(437)

第三节西山森林公园⋯⋯⋯⋯(438)

第四节荣国府、西游记宫、降妖幻境

一一⋯⋯⋯⋯⋯⋯-⋯⋯⋯··(438)

第五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439)

第二十四篇民族宗教风情⋯⋯⋯⋯(440)

第一章人民生活⋯⋯⋯⋯⋯⋯⋯(440)

第一节收人⋯⋯⋯⋯⋯⋯“⋯·(440)

·?第二节支出⋯⋯⋯⋯⋯⋯⋯⋯(443)

第三节结余和储蓄⋯⋯?⋯⋯··(444)

，’第四节物资消费⋯⋯⋯⋯⋯⋯(445)

，第五节居住条件⋯⋯⋯⋯⋯⋯(449)

第二章民族⋯⋯⋯⋯⋯⋯⋯⋯⋯(450)

第一节人数与分布⋯⋯⋯⋯⋯(450)

第二节来源与变迁⋯⋯⋯⋯⋯(451)

第三节管理⋯⋯⋯⋯⋯⋯⋯⋯(451)

第三章宗教⋯⋯⋯⋯⋯⋯⋯⋯⋯(452)

第一节道教⋯⋯⋯⋯⋯⋯⋯⋯(452)

’第二节佛教⋯⋯⋯⋯⋯⋯⋯⋯(454)

第三节伊斯兰教⋯⋯⋯⋯⋯m(455)

第四节天主教⋯⋯⋯⋯⋯⋯⋯(457)

第五节基督教⋯⋯⋯⋯⋯⋯⋯(459)

第六节宗教管理机构⋯⋯⋯⋯(459)

第四章风俗⋯⋯⋯⋯⋯⋯⋯⋯⋯(460)

第一节生活⋯⋯⋯⋯⋯⋯⋯⋯(460)

。：第二节民间节日⋯⋯⋯⋯⋯⋯(461)

第三节现代节日⋯⋯⋯⋯⋯⋯(463)

’第四节婚姻⋯⋯⋯⋯⋯⋯⋯⋯(464)

第五节丧葬⋯⋯⋯．．．⋯⋯⋯⋯(465)

。第六节称谓⋯⋯⋯⋯⋯⋯⋯⋯(466)

第七节喜好⋯⋯⋯⋯⋯⋯⋯⋯1(467)

第八节陋俗⋯⋯⋯⋯⋯⋯⋯⋯(467)

第五章方言⋯⋯⋯⋯⋯⋯⋯⋯⋯(468)

1第一节语音⋯⋯⋯⋯⋯⋯⋯⋯(468)

第二节词语⋯⋯⋯⋯⋯⋯⋯⋯(473)

第三节语法⋯⋯⋯⋯⋯⋯⋯⋯(481)

第二十五篇人物⋯⋯⋯⋯⋯⋯⋯⋯(482)

第一章人物传⋯⋯⋯⋯⋯⋯⋯⋯(482)

‘第一节政治军事人物⋯⋯⋯⋯(482)

第二节经济科技人物⋯··V⋯··(513)

第三节文化教育人物⋯⋯⋯⋯(518)

第四节医药卫生人物⋯j⋯⋯·-(523)

第二章革命烈士⋯⋯⋯⋯⋯⋯⋯(525)

第一节市区⋯⋯⋯⋯⋯⋯⋯⋯．t(525)

第二节辖县⋯⋯⋯⋯⋯⋯⋯⋯(544)

第三章劳动模范⋯⋯⋯⋯⋯⋯⋯(555)

第一节 国家级劳动模范⋯⋯⋯：(555)

第二节省级劳动模范⋯⋯⋯⋯(561)

，第三节市级劳动模范⋯⋯⋯⋯(563)

附录⋯⋯⋯⋯⋯⋯⋯⋯⋯⋯⋯⋯⋯⋯(589)

，建市文献⋯⋯⋯⋯⋯⋯⋯⋯⋯⋯(589)

编志始末⋯⋯⋯⋯⋯⋯⋯⋯⋯⋯(593)

]；；|冒习1；：}。●o，；

，。{；

；



目 录 1

MAIN CONTENTS

。

姒



2，目 录

Chapter llI Epidemic Prevention··································-····························(334)

Chapter lV Medical Treatment·⋯⋯··⋯⋯·⋯⋯⋯··⋯·⋯···⋯·······⋯·⋯⋯·⋯⋯··(350)

Chapter V Health For Women and Childrea···-·-·-··-··································-··(376)

ChapterⅥMedicines and Chemical Reagents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382)

ChapterⅦMedical,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Exchange⋯⋯⋯⋯⋯⋯⋯⋯⋯⋯⋯⋯(384)

ChaptertⅧMedical Scientific Research⋯⋯⋯⋯⋯⋯⋯⋯“⋯⋯⋯⋯⋯⋯”⋯⋯一(385)

Chapter IX Patriotic Health Sports············：···················‘···················-········(389)

Chapter X Red Cross⋯⋯⋯⋯⋯⋯⋯⋯⋯⋯⋯⋯⋯⋯⋯⋯⋯⋯⋯⋯⋯⋯⋯⋯⋯(391)

PARTⅡⅫPHYSICAL CUI，1飞瓜E⋯⋯⋯⋯⋯⋯⋯⋯⋯⋯。⋯·?：⋯⋯⋯⋯⋯⋯⋯⋯··(392)

Chapter I Mass Sports···············-···················································⋯··(393)

Chapter II Athletic Sports···································-···-················-·········-·-(396)

Chapter HI Athletic Contest···································-······························-··(407)

Chapter lV Sparetime Training ··········-····-····················‘···························(420)

Chapter V Ph、，si‘：{ll Scientific Research···-··-····························-··················(423)

ChapterⅥMedical Health⋯⋯⋯⋯⋯⋯⋯⋯⋯⋯⋯⋯⋯⋯⋯⋯⋯⋯⋯⋯⋯⋯⋯(423)

ChapterⅦPhysical Propagation⋯⋯⋯⋯⋯⋯⋯⋯⋯··：·z⋯⋯⋯⋯⋯⋯⋯⋯⋯⋯(423)

ChapterⅧOrganization⋯⋯⋯⋯⋯⋯⋯⋯⋯⋯⋯⋯⋯⋯⋯⋯⋯⋯⋯⋯⋯⋯⋯⋯(424)

Chapter IX Sports’Facilities ····························⋯·-⋯·······················-··-···(425)

Chapter X Sports’Funds ⋯⋯⋯⋯⋯⋯⋯⋯⋯⋯⋯⋯⋯⋯⋯⋯⋯⋯⋯⋯⋯⋯⋯(427)

PARTⅡXⅢa兀．n瓜AI，I也LICS AND SCENIC s】?or ⋯⋯⋯⋯⋯⋯⋯⋯⋯⋯⋯(428)

Chapter I Cultural Relics ⋯⋯⋯⋯⋯⋯⋯⋯⋯⋯．．⋯⋯⋯⋯⋯⋯⋯⋯⋯⋯⋯⋯·(428)

Chapter lI Scenic Spot···········-··-·································-·-························(436)
PARTⅡXⅣCU趼OM AND∞NDITION oF THE PE()PLE⋯⋯⋯⋯⋯⋯(440)

Chapter I People’S Life⋯⋯⋯⋯⋯⋯·⋯⋯⋯⋯⋯⋯⋯⋯⋯⋯”，⋯·-⋯⋯⋯⋯(440)

ChapterⅡNationalities⋯⋯⋯⋯⋯⋯：⋯⋯⋯⋯⋯⋯⋯⋯⋯⋯⋯⋯⋯⋯⋯⋯⋯··(450)

Chapter IlI Religion·······························-·······⋯···；·································(452)

ChapterⅣCustom⋯⋯⋯⋯⋯⋯⋯⋯⋯⋯⋯⋯⋯⋯⋯⋯⋯⋯⋯⋯⋯⋯⋯⋯⋯⋯(460)
Chapter V Dialect·····································⋯···········-·-······················⋯··(468)

PART II X V PERS0小IAGE⋯⋯⋯⋯⋯⋯⋯⋯⋯⋯⋯⋯⋯⋯⋯⋯⋯⋯⋯⋯⋯⋯⋯··(482)
Chapter I Biographies for the Personages⋯⋯⋯⋯⋯⋯⋯·⋯⋯⋯⋯⋯⋯⋯⋯⋯一(482)

ChapterⅡRevolutionany Martyrs⋯⋯⋯⋯⋯⋯⋯⋯⋯，⋯⋯⋯⋯⋯⋯⋯⋯⋯⋯··(525)

Chapter III Model Workers·····⋯···*；o o o二⋯····-·····⋯·。········⋯·······················(525)

APPENDIX⋯············································—-···。，····················‘···-··············(589)

The Documents on Founding a City⋯⋯⋯⋯⋯⋯⋯⋯⋯⋯⋯⋯⋯⋯⋯⋯⋯⋯⋯⋯．(589)

T11le 1i蚴e Process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hronicle···········⋯······················(593)



第十八篇教 育。1

第十八篇 教。‘育

春秋时代，晋国大夫栾武封于栾邑时，就

有一些学人通过家塾传授知识；西汉时，李躬

曾授业于获鹿县的封龙山下；东汉时期，著名

学者伏恭任常山太守时：‘敦修学校，教授不

辍”。唐代隐士姚敬、学者郭震亦曾在鹿泉封

龙山下收徒授业。栾城出现苏味道、阎朝隐、

阎镜几、阎仙舟等进士；真定、鹿泉、石邑、并

陉等县也出现一大批进士、举人。宋熙守三

年(公元1070年)，龙图阁学士知府吴中复创

修真定府学。此后，真定、获鹿、井陉诸县不

仅有县学，“县亦置小学”。宋代河北仅有的

两处书院，中溪书院和西溪书院，皆建于封龙

山下。元代著名文学家、理学家刘因曾讲道

于获鹿。明代真定府各县纷纷创立社学．形

成书院、官学、社学、义学并举的教育体制。

入清以后，获鹿县有白鹿书院，栾城县有龙冈

书院，并陉县有东壁书院(又名文昌书院)、皆

山书院，正定有风动书院、尊闻书院。各县义

学也有所发展，井陉有8处，获鹿有9处，正

定有7处，栾城县先后有18处。私塾有家

塾、宗塾、村塾等多种类型，学童少则几人，多

则十几人。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八年

(公元1902年)，正定府中学堂建立，各县亦

陆续将书院、县学改为高等小学堂、初级小学

堂和师范讲习所(后改为简易师范)。

辛亥革命后，倡导破除封建迷信．兴办新

学，一些村庄将寺院、道观、庙宇改建为学堂。

截至民国26年(公元1937年)“七·七事

变”前夕，正定县有师范学校3所，中学1所．

高小8所，初小256所；栾城县有高小6所．

各村都有初级小学；井陉县有高级小学6所，

学生407名，初级小学246所，学生8523名；

获鹿县(包括石门市)有河北省立工业职业学

校1所，有完小10所，初小225所，学生

14563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当年10月石门及附

近各县相继沦陷，各类学校皆停办。民国27

年初，伪石门市筹备处成立后，将市内小学渐

次恢复起来。次年10月，伪石门市公署成

立，设教育科，推行奴化教育。与此同时，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井陉、获鹿、正

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恢复和发展教育事

业，实行教学与宣传抗日相结合。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政府接管了石门市及附近县的日伪占

领区。 ．

1947年，栾城、井陉~正定、获鹿及石门

市相继解放。人民政府建立后，立即着手恢

复教育工作，动员小学复课；对中等学校进行

了整顿，动员附近各县逃亡到石家庄市的学

生回原地学习，将市内原有的中等学校合并，

成立联合中学。正定县也将原有的中学和师

范合并，成立晋察冀边区正定联合中学。强

调学校要向工农子女开门，为工农兵服务，实

行教导合一，推行民主管理；取消“党义”、“公

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课程，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向师生进行系统的中

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科学知

识教育。 ． ； 一

石家庄市解放后．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十

分重视在职干部、T人和翻身农民的政治、文

化学习，强调劳动人民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

而且要在文化上翻身。很快恢复了民教馆，r

厂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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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了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市内各区和

厂矿企业都成立业余学校，把职工教育列为

厂矿企业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农村普遍成

立冬学，组织农民学政治、学文化。 -。，

1948年3月，石家庄市联合中学分为市

立中学、女子中学和师范学校。同年9月，又

将市立中学分为一中和二中。1949年8月，

河北省工业学校由天津迁至石家庄市。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石家庄市积极贯

彻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教育必

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

方针，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市一中增设了

高中班，师范学校增设了中师班，一些热心教

育的人士，办起了人民中学(后改为三中)，井

陉矿建立了井陉矿中学。河北省立高等农业

学校由临清县迁石；正定县成立了正定二中

和三中；获鹿、井陉、栾城也各建起了一所中

学。各学校结合历次运动，对广大师生进行

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教育。

工农教育在这一时期开展了扫除文盲运

动‘，普遍推广祁建华①速成识字法和常青②

速成写作法。党员干部，凡在文化上未达到

初中文化程度的，业余学习一律以学文化为

主。，国营、公营、私营各较大企业均建立了业

余学校，较小企业以区为单位成立工余学校，

河北省在石家庄市成立了工农速成中学，农

村继续开展冬学运动。

1953—1957年．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教育工作在“整顿巩固，重点

发展，提高质量j稳步前进”的方针指导下，石

家庄市着重发展高中、中师、工农速成中学、

中等技术学校，提倡厂矿、机关、部队办学，加

强政治思想领导，健全工作制度，进行教学改

革，试行教育部制订的中、小学生守则。1957

①祁建华：西南军区文化教员。
⑦常青：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文化教员。

年，提出“广大中小学毕业生应当到农村去。

参加农业生产，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

民”：这一指示有力地推动了石家庄市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的工作。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教育事业也

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石家庄市新建10所

中学，使中学总数达到17所，在校人数比石

家庄解放时增长5．7倍；小学增加到177所，

在校人数比解放时增长4．14倍；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到87．25％。还建了1所聋哑学校。

幼儿教育也有了发展，建成幼儿园16所，新

建和迁入的中等专业学校9所。石家庄师范

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医学院也于

19贴年相继迁石。井、获、正、栾四县教育事

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有很大发展，四

个县的县中都增加了高中班，初中增加到14

’所，另有小学戴帽初中班25处。

1957年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有力地

反击了右派势力的向党进攻，但出现了扩大

化的倾向。石家庄市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教

职员多达129人。井、获、正、栾四个县被错

划为右派分子的教职员也多达418人。挫伤

了一大批教职员的积极性。

1958-1965年，石家庄市的教育事业，

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以后，中共中央于1958年5月提出“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
’

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

须由党来领导”。并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培养

师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

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必须改变政治教育

中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把生产劳动列为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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