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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任丘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改革开放，迎来新的盛世。

将上下数千年的丰富史料，绳结总汇，编纂成志，这是一件上慰先人、下惠子孙

的大事，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书成付印，令人欣慰，

草成此文，权作志序。

任丘地处冀中平原，过去一向以“畿南要冲’"的战略地位受到历代封建统

治者的重视。达官显宦、文人墨客，为昭彰河山形胜、文治武功，留下大量颂诗

赞文。明朝嘉靖年间，知县王齐始修《任丘县志》，可惜已经失传。明万历六年至

清道光十七年，四次修志，详列了任丘的沿革、建置、职官、赋税、教育、人物等，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自道光十七年迄今，一百五十余年未行修志。新中

国建立前，内忧外患，兵燹迭起，任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建设理想的

社会，义和团运动曾在这里如火如荼般兴起，辛亥起义也在这里进行过激烈战

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任丘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前仆后

继、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

动统治，当家做了主人。新中国建立后，任丘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尽

管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如实记述任丘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翻天覆地的变化，讴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下的人民大众，编写社会主义新志书，使之传诸后世，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

容辞的义务。为此，1986年1月，我们抽调人员，组建机构，划拨经费，着手修

志。经过六年紧张编纂，终于成书。

新编《任丘市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分门别类地记述了本市的地理、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全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将大量历史资料进行了科学分析，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客观地、真实地记述了任丘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和突出的

地方特色。它记述时空涵差广博，门类齐全。一卷《任丘市志》在手，足不出户，

便可纵观我市数千年的历史，横览我市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一部关

于任丘市情的“百科全书’’，用“资政之书、教化之篇、存史之册一来称它，实不为
，

过。

编修志书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工程浩大，非众手不能成志。新编《任



丘市志》从搜集资料到定稿，数百人参与，历时六年，五定篇．目，六易文稿，行行

字字渗透着编修人员的汗水，凝聚着省、地地方志系统的领导与专家的心血。
漆侠教授在百忙中审阅全书并作序，充满殷切关怀之情。我们谨代表中共任丘

市委、任丘市人民政府，向所有为本志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
读者对本志的不足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

中共任丘市委书记高慕娟

任丘市人民政府 市长马金龙

199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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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新纂修的《任丘市志》与清道光年间纂修的《任邱县志》，已相隔了一百五

十年之久。这一百五十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贫穷落后的旧任丘向生机勃勃的新任丘发生剧烈变革的伟大时代。《任丘市

志》忠实地记录了这个伟大的转变。 。

旧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这样一个特点，即：不劳而

食的剥削者寄生者占极少数，一无所有和所有不多的贫雇农和无产阶级数量

也不大，绝大多数是小所有者阶级。旧任丘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土改之前，全

县53644户，地主482户、富农1609户，仅占全县总户数的3．9％。可是，地主、

富农所有的(人均)土地，则分别为贫农的四、五倍或两、三倍。正是由于封建

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才窒息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广大的任丘劳动

人民陷于贫困的深渊。在党的领导下，任丘人民终于翻了身，经过土地改革，几

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农业生产获得了明显的发

展。以粮、棉、油料产量为例，1949年的产量为基数100，粮自1949年的3998

万公斤达到1987年的18006．91万公斤，增长了350；棉花从1949年88．5万公

斤达到715万公斤，增长了700；油料自1949年的156万公斤达到661．5万公

斤，增长了324。由于农业生产的这一发展，到1987年，任丘98％的农户已经

达到了温饱的生活水平，旧社会的饥号啼寒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任丘市志》所

记录新旧任丘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60年代初，我国外遭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封锁、扼制，内受自然灾害连续

困扰，生产建设遇到严重的困难。其中能源尤显得短缺，首都的公共汽车一时

之内不得不代以煤气作动力。但，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是任何困难也压不倒

的。大庆、胜利等油田相继开发，70年代华北油田又继而开发，从而使我国成

为石油生产的大国。华北油田的中心就在任丘，它的开发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

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而且为石油的勘探也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个在历史上默默

无闻的小城市，随着石油的开发突兀而起了。《任丘市志》的作者，有力地抓住

了这个变化，不但详细记述了石油的勘探、开采总过程，而且对在石油开发的

带动下，任丘市城市建设、各门类工业以及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也作了叙述，从

而突出地表现了任丘市这个新的石油城的风貌，并以此作为任丘市的新特点



．而记录下来。

旧任丘没有近代化的工业，仅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手工业。新中国

建立后，任丘陆续兴办了麻绒、机械六十个工厂，到1976年工业总产值达．

4086万元(1980年不变价)。1976年任丘油田开发之后，如前所说，任丘市工

业有了明显的发展，机械、电子、化工、建材、轻纺、食品等工业有了较大的发

展，并形成了一批骨干企业，有的产品成为优质名牌产品，工业总产值到1987

年达41991．5万元，为1976年的．10．27倍。工业的发展，使工业总产值在任丘

工农业总产值中发生巨大变化。t949年工业总产值仅占19．4％，1978年即达

到了44．7％，而到1987、年则增长为67．9％。这说明任丘市已经成为一个生机

勃勃的工业城市。古今中外历史发展表明，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某些重要地

区，总是在有关国计民生最根本的基础工业发展的带动之下，其他工业和行业

才随之而广泛发展起来。《任丘市志》把任丘开发石油以来的工业发展作了重

点论述，不仅说明了任丘市发展的这一特点，而且对其他地区经济的建设和发

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任丘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清朝末年，任丘革命党人就开始了反清

活动。到1927年，任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支部，开始反对国民党和北洋

军阀的反动统治。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冀中区党委领导下，任丘人民

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与敌伪、日寇进行英勇抗击，作出了壮烈的牺牲。之后，在解

放战争中，发扬了任丘人民顽强的战斗风格，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

斗争。接着又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在奇袭白虎团的战斗中，立下

了卓著的战功。《任丘市志》记述的这些革命业绩，将指引着世世代代的任丘

人，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在任丘市委、市政府领导关怀下，孙杰等同志完成了《任丘市志》这部巨．

制，向任丘人贡献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百科知识，

尤为重要的是，它从新旧任丘的对比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

作为一部乡土教材，在任丘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定能发挥它的重要作

用。

漆 侠

于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2年2月20日



氏 憾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依据史料，客观

地反映任丘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为中编结构，设概述、大事记、政区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政党群团、政权政

协、基础产业、石油工业、地方工业、农业、商业、财税金融、经济综合管理、军事、文教科技、

体育卫生、风俗民情、人物、杂记等。概述、大事记不列入编的序列；专业志以行业分类为

主，结合部门设置，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

三、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不设上限，下限止于1987年底。个别跨限事物，为记述

完整，延至1990年。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域为主。历史事件、人物涉及的析出地区，随事记载。

五、全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纂写。以志为主，其它为辅。’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用字以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文化部和

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引文加引号，注明出处。．

七、本志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用传统纪年，其中，清以前各代帝号年号均用汉字记述，

中华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记述，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公元前×x

年简为“前××”，公元后x×年简为。××”。“解放前后”系指1945年4月30日任丘城解

放前后。

八、本志各项数据，以政府统计资料为准。短缺者，以业务部门数字补充。一律书写阿

拉伯数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字。工农业产值除注明者外，其余均为当时价。

九、度量衡的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按历史资料照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一律以1990年国家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十，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并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者为主，只记事实，

不作评说，以卒年为序排列；生人对社会有较大贡献者，则以事系人。

十一、地名以标准化地名为准，古地名加注今地名。．5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为正史、旧志、历史档案、专著、报刊、回忆录、家谱、口碑等。

1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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