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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1982年11月19日公布)
，

主任江连仲

． 副主任耿升东孙文炳盖荣智

委员耿复贵吴金斗|赵希美l I王均田I姜化庄张致祥 吕桂云

徐承斌范天禄韩树坦张云轩王明春张守让l张杰桐I
宋玉明王锡三张守田 韩春英马云海阎洪义王语心

李文玉张锡鹏王奎明 阎洪喜 肖润智 I宁廷义l

顾问l李治臣I吕月如

第二届(1985年7月1 El公布)。
●

主任冯俊玲(女)

副主任殷炳明 王书田刘鹏兴孟庆敏张云轩

委员郭维升．马英杰宋建亭刘清义尹连弟陈贵先王明春

范天禄牟聚寅于全国李汝展耿佃福魏学孔李聚铭

王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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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1988年1月18 Et公布)。

主任王观庆 7

副主任殷炳明 李风奎姜苏中l王吉贵I王世刚 张殿勋

委员马英杰郭维升宋建亭刘清义巴德伦解永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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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1990年6月18日公布)
，

， ，

主任王观庆

副主任邴玲(女)刘德成万学胜郭洪明王海芝

委员李文水李春豪王汉志刘鹏兴秦顺堂张效忠

刘荣昌孟庆敏王安祥王振环郭俊恒王明春

善

刘荣昌

王明春

张殿勋

王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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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1993年10月5日公布)

主任步乃章

副主任邴玲(女)刘士合卢文芝郭洪明王海芝

委员万学胜王文德刘鹏兴张坤成张士忠李文水王安祥

贾金民张殿勋刘荣昌孟庆敏王振环郭俊恒王兰田

王明春宋魁武刚传武

第六届(1994年8月5日公布)

主任步乃章 ．

副主任邴玲(女)刘士合卢文芝郭洪明王金普

委员万学胜王文德刘鹏兴丁培泉李泽林李文水王安祥

贾金民一张殿勋刘荣昌孟庆敏王振环郭俊恒王兰田

王明春宋魁武刚传武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沾化县志》审稿委员会

(1990年6月11日公布)

苏乃军

王观庆孙宝珩周士范

邴玲(女)殷炳明刘

王海芝王荣胜王文德

尹泉林f宁廷义I刘荣昌

宋魁武张士忠张殿勋

姜苏中赵文林郭振汝

秦顺堂唐友春崔玉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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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1993年10月5日公布)

主任步乃章

副主任邴玲(女)刘士合卢文芝郭洪明王海芝

委员万学胜王文德刘鹏兴张坤成张士忠李文水王安祥

贾金民张殿勋刘荣昌孟庆敏王振环郭俊恒王兰田

王明春宋魁武刚传武

第六届(1994年8月5日公布)

主任步乃章 ．

副主任邴玲(女)刘士合卢文芝郭洪明王金普

委员万学胜王文德刘鹏兴丁培泉李泽林李文水王安祥

贾金民一张殿勋刘荣昌孟庆敏王振环郭俊恒王兰田

王明春宋魁武刚传武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沾化县志》审稿委员会

(1990年6月11日公布)

苏乃军

王观庆孙宝珩周士范

邴玲(女)殷炳明刘

王海芝王荣胜王文德

尹泉林f宁廷义I刘荣昌

宋魁武张士忠张殿勋

姜苏中赵文林郭振汝

秦顺堂唐友春崔玉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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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化县地方史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张云轩(兼)

工作人员(借聘)徐德范

1982．9～1984．10

1984．10,--一1987．6

副主任张云轩(主持工作)牟聚寅

工作人员张玉琨 吕胜然李同云耿墉(借聘)l张宪义l(借聘)
·、

：

1987．6～1990．4 。

．

一

副主任王世刚(主持工作)张殿勋刘荣昌

调研员张云轩 ’t

工作人员张玉琨 吕胜然李向升(曾任副主编)尹金卿(女)李同云‘

刘荣祥(聘)孙明升(聘)l张乃恺I(曾聘任副主编)季言章(聘)
张长彬(聘)宋魁武(聘)刚传武(聘)

主 任

副主任

调研员

工作人员

1990．4～1993．11

王海芝
’

张殿勋刘荣昌 ‘、

张云轩

张玉琨尹金卿(女) 阎希清 吕胜然宋魁武(聘)

刚传武(聘)王今昔(聘)刘荣祥(聘)孙明升(聘)

匦囹(曾聘任副主编)匿捆(聘) 张长彬(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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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3年．1
7 V

主 任王金普

副主任张殿勋刘荣昌

工作人员尹金卿(女) 阎希清宋魁武

王今昔(聘)刘荣祥(聘)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特邀编辑

主要摄影

《沾化县志》

刘荣昌

宋魁武刚传武王今昔

(以姓氏笔画为序)
5

王世刚王金普尹金卿(女)

牟聚芳李向升李同云．李

张云轩张长彬张玉琨张

耿明堂阎希清梁秀珍(女)

滕民生 ，

王容沈兴华

鲍振华金延安

《沾化县志》

组 长刘荣昌 ．

成 员宋魁武刚传武王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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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编《沾化县志》经诸多同志辛勤努力十余载，终于出版。伏案展阅，不胜

感慨。 、．
．t’

：

新县志是沾化县成书行世的第四部县志，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第一
。

部县志，因而它又是记载中国共产党丰功伟绩的一部重要史册。
‘

沾化为县近千年，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一地文明。‘尤其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不屈

不挠、前赴后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全‘

县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励精图治，改革创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均取得重大成就。新县志对自然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事业的兴衰；对共产党 ．

领导人民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革命烈士创建的

丰功伟绩，尽作了记载。同时，也客观记述了其间出现的失误。既可“前有所

鉴"，又可“后有所稽”。我作为中共县委书记’，在任期间成此大事，实感荣幸。值

此，向为编修本志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人员致以慰问。“．J 一

我于1987年2月调中共沾化县委工作。8年的实践使我感到，要认真贯

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深刻了解县史，认清现状。新县志对洞察

县情，认识本地优势，贯彻好中央政策，促进本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无疑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编修县志是一项庞大的社会文化工程。新县志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晶。

在修志过程中；各部门、各单位热情提供资料；省、地及兄弟县、市史志办公室

的领导、专家、学者，曾在沾化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热情

帮助和指导。我谨表示衷心感谢J
、

奉片言，权为序。

，曹兴宽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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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沾化修志，始于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历明、清、民国计11次。而成

书刊印传世的仅3部：明万历《沾化县志》、清光绪《沾化县志》、民国《沾化县

志》。这些旧志为我们了解沾化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但旧志多记人文，极少

涉及经济，且夹杂不少封建糟粕。因此对全面了解沾化还远不能达到要求。

7建国后，1960年试图编修新志，终因国民经济困难而作罢。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80年代初全国兴起修志热潮。本县从1982年

9月组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着手修志的准备工作。至1987年调整县史志

办公室领导班子，遴选主编，充实修志人员，修志工作正式起步。自本年冬发凡

起例，征集资料。编纂人员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广征博采，辛勤笔耕，字斟句

酌，精心编纂，七度寒暑，六修篇目，五易其稿，这种对工作矢志不渝的精神诚

可嘉赏。 一
．．

’

新编《沾化县志》，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本县1840年以来政治、经济、自然、

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资料翔实，远非旧志可比。新志文风朴实，语言简

洁，流畅可读，时代风貌和地方特点随处可见。地方志书向被称为“资治之本"，

‘‘辅政之书刀，新县志必将起到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作用。无庸讳言，由于年深

日久，资料征集困难，加之编纂水平所限，志书纰漏之处，在所难免，诫望有识

者匡正。

我自1991年7月调沾化工作，深感为政一县，如对其历史缺乏透辟了解，

既难正确分析现状，更难以科学地筹划未来。正值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

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际，新县志付梓，实为雪中送炭，可喜

可贺。值此，聊以数语以为序。

步乃章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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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方闻家乡新县志杀青，又接县政府副县长邴玲同志盛情邀我为新县志作

序，不胜欢欣。奈我年老智衰，恐难堪此任。然桑梓情谊，重托难违。伏案濡笔，

浮想联翩。
、

余在幼年时期，目睹国家时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人民颠沛流离，

灾难深重。沾化地处边陲，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盗匪蜂起，人民灾难叠加。尤

其“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踏入县境，日伪匪合流，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人民更

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幸共产党的阳光沐浴沾化大地，人民奋起抗

战，开辟垦区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日战

争的胜利。刚刚求得解放的沾化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掀起参军参战、捐钱献物、做军衣军鞋，支援前线的热潮。如丰民村，组成丰民

子弟连，开赴前线。全县先后有上万名民工组成担架队、轮战营，随军转战。支

援衣物钱财则难以数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上千名沾化儿女捐身献

命。新县志对上述一一作了详细记述，一可慰先烈英灵，二可激励后人爱国爱+

乡，奋发向上。我作为往事的目睹者，心魄得安，并对新县志编纂者由衷嘉赏。

沾化历史悠久，世传太公、秦皇、唐宗、金主皆曾涉足境内，自宋独立为县，

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沾化人民素以勤劳、朴实、崇礼义、尚节俭著称。然县

域皆退海之地，土地多盐碱，自古受旱、涝、洪、潮、蝗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时常

多灾并发，灾情属省内最甚。加之封建制度的束缚，人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解

放后，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人民当家做主。建国后，兴修水利，大

搞农田基本建设，综合治理旱、涝、碱，实行科学种田，昔日不毛之地，今日粮棉

一 丰产。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乡人民逐步摆脱了“力耕稼，

少商贾"的旧习俗，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工从商，大搞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经

济，人民初步摆脱贫困。工业生产，从无到有，发展迅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之

深入，沾化经济已呈腾飞之势，不久便可跻身先进之林。至于教育、文化、卫生、

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日新月异，恕不赘述。沧桑

变化之丰功伟绩，尽载县志，功在当代，益在千秋，我甚感欣慰。



序

我从本届修志之初即在滨州地区分管地方志工作，离休后仍充任滨州地

区地方志编委会名誉主任，深知修志之不易。地方志横及百科，纵贳千载。本届
修志断限近1个半世纪，跨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时代。今日科学之

发达，事业之兴旺，远非昔日所比。因此，编修新县志决非易事。不是文字功底

较深、知识面较宽、具有一定方志理论水平、能辨析众议、通权达变、驾驭全局

的人，难予功成。我观家乡新县志，心悦诚服。新县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材料

翔实，地方特点突出，时代特征明显，文风朴实，语句流畅，不愧是社会主义第

一代新方志。愚见，待新县志出版发行，四海之内沾化赤子莫不一睹为快!
志乃信史。新县志出版行世，信今传后，鉴往知来，桑梓必将更美。遵嘱，谨

上数语，以为弁言。
7一

“杨再文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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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

资政、教育、存史服务。 7

． ．

二、本志记事自1840年至1987年。因事溯源，不受上限束缚。为积存资

料，特于附录中记述1988年以来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三、本志以下限县境为记事范围。断限内历次区划变更，主要集中在建置

中记述。为保持记事的完整性，或因选取资料困难，有的内容涉及他属区域。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附录5部分构成。专业志以事业立

志，按照科学分类，适当考虑社会分工实际，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分篇、章、节

3个基本层次，有的章、节设目、子目。篇、章、节、目分别编排序号，子目不排序

号。各篇(章)首因事制宜设置无题序言，以弥补篇目设置之缺陷，或彰明事物

因果关系，或沟通事物内在联系。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未体相结合的记

述方法。 ?
‘

五、本志以志为主，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体载，用语体文

记述。

‘六、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沾化籍为主，亦收录在沾工作贡献突

出的客籍人物；以正面人物为主，亦选择少数典型反面人物立传；以卒年先后

顺序排列。 。．

七、本志所用数字，以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为主，以有关业务部门统

计数字或调查数字为辅。采用公元纪年，清代及以前夹注历史纪年。计量采用

国际标准制及尚允许使用的市制单位。
．

．八、本志中“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解放"指1945年7月日本侵

略军退出沾化全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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