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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国以来第一部《乐陵县志》编纂出版，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事业，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乐陵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置

县。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垦荒耕织，修文治武，创

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 ．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革命前辈

的光荣革命传统，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

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团结战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

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我们感到必须编写出一部能够系统反映乐陵历

史全貌的新县志，以激励全县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县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这部新县志主要记述了1840年至1985年问乐陵

的自然风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演交情况。

部分内容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凡重大事件，力求记载。它将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后人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

历史遗产。

乐陵在历史上曾多次修志，明清两代成书刊印的有四部。民国时期，修志

将成，因日军入侵，志稿散失，查无下落。

我们这次修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事实求是地反映重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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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以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反映客观规律。基本上达到

料翔实、体例得当、突出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的要求。

义新方志，工程浩繁，任务艰巨。本志编纂人员团结奋斗，广．

虑，。琢磨砌磋，多易其稿，历时近十年，终于完成了这部用新

新方法、新体例编纂的新县志。

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我们借志成付梓之际，向

志》的编纂给予关心、协助，作出贡献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乐陵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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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乐陵县志》由概述、分志各篇和附录组成。概述，综叙县情，统帅全

书；分志设大事记、建置、自然地理、人口、农业、林业、金丝小枣、水利、工业、交通

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经济管理、财税、金融、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公检法、民政、

劳动人事、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物、风土、人物、杂记共30篇，

132章、383节；附录，收录本县历次修志记略、县名考略和部分老干部革命回忆

录等重要资料。概述和附录，不列入篇的序列。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

事记和有关分志。

二、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上限原则上定于1840年．少部分篇章适

当上溯；下限原则上截止于1985年，个别章节有下伸。

三、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

编年体和纪事本末相结合；各分志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

材料之中。

五、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对乐陵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

别反面人物；以本县籍为主，亦载少数曾在乐陵长期活动，有较大贡献的外籍人

物；立传只记事迹，一般不作评述；对立传人物适当区分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

六、对在世的英模、作家和学者等，其事迹、著作，分别在有关篇章中记述。

收录原则是须受到省以上有关部门的表彰、在省以上报刊、出版等部门发表过作

品者。

七、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夹注旧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

1944年9月18日本县全境解放之后。

八、本志记述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均用现行地名，少数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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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 例

名夹注历史名称。

九、本志所载数据，均采用县统计局数字或各有关单位数字。

十、本志材料，主要来自国家、省、地(市)、县档案馆和图书馆，本县各部门

及各乡镇村提供的资料，以及旧志、家谱、有关报刊和有关人士的口碑资料，并经

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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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概述

目 录

第一篇大‘事记

第二篇 建 置，一一冉丑鬻己 旦

第一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地理位置⋯⋯⋯⋯⋯

第二节隶属沿革⋯⋯⋯⋯⋯

第三节县名来历⋯⋯⋯⋯⋯

第二章疆域区划⋯⋯⋯⋯⋯⋯

(39) 第一节疆域演变⋯⋯⋯⋯⋯(44)

(39) 第二节行政区划⋯⋯⋯⋯⋯(45)

(39) 第三章县城与乡镇⋯⋯·⋯⋯“(54)
(43) 第一节县城⋯⋯⋯⋯⋯⋯⋯(54)

(44) 第二节乡镇⋯⋯⋯⋯⋯⋯⋯(54)

第三篇自然地理

第一章地貌地质⋯⋯⋯⋯⋯⋯(73)

第一节地貌⋯⋯⋯⋯⋯⋯⋯(73)

第二节水文⋯⋯⋯⋯⋯⋯⋯(74)

第三节地质⋯⋯⋯⋯⋯⋯⋯(75)

第四节土壤⋯⋯⋯⋯⋯．1．．⋯(76)

第五节植被⋯⋯⋯⋯⋯⋯⋯(78)

第二章气象⋯．-．⋯⋯⋯⋯⋯⋯(79)

第一节光照⋯⋯⋯⋯⋯⋯⋯(79)

第二节气温⋯⋯⋯⋯⋯⋯⋯(80)

第三节降水⋯⋯⋯⋯，⋯⋯“(90)

第四节季风与空气湿度⋯⋯(91)

第五节霜期，⋯⋯⋯⋯⋯⋯⋯(91)

第三章物候⋯⋯⋯⋯⋯⋯⋯⋯(92)

第一节自然物候期⋯⋯⋯⋯(92)

第二节农作物物候期⋯⋯⋯(92)

第四章 自然资源⋯⋯⋯⋯⋯⋯(93)

第五章 自然灾害⋯⋯⋯⋯⋯⋯(94)

第一节旱涝灾⋯⋯⋯⋯⋯⋯(94)

第二节风灾⋯⋯⋯⋯⋯⋯⋯(95)

第三节冰雹⋯⋯⋯⋯⋯⋯⋯(95)

第四节虫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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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四篇 人

⋯⋯⋯⋯⋯⋯⋯⋯(99)

增减⋯⋯⋯⋯⋯(99)

流动⋯⋯⋯⋯⋯(101)

构成⋯⋯⋯⋯⋯(101)

分布⋯⋯⋯⋯⋯(108)

⋯⋯⋯⋯⋯⋯⋯·(110)

育⋯⋯⋯⋯⋯⋯(1lo)

设置⋯⋯⋯⋯⋯(110)

口

第二节晚婚和节育工作的开展

⋯⋯⋯⋯⋯⋯⋯⋯⋯·(1 11)

第三节技术队伍和节育措施

⋯⋯⋯⋯⋯⋯⋯⋯⋯·(1 14)

第四节计划生育事业费⋯⋯(114)

第五节计划生育成果⋯⋯⋯(116)

第六节出席省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120)

第五篇农 业

置⋯⋯⋯⋯⋯⋯(125)

系变革⋯⋯⋯(125)

土地制度⋯⋯⋯(125)

改革⋯⋯⋯⋯⋯(127)

合作⋯⋯⋯⋯⋯(129)

公社⋯⋯⋯⋯⋯(130)

责任制⋯⋯⋯⋯(131)

农业概况⋯⋯(131)

农业生产的发展

··j⋯⋯⋯⋯⋯⋯·(132)

品种⋯⋯⋯⋯⋯(132)

第二节农业区划及作物布局

⋯⋯⋯⋯⋯⋯⋯⋯⋯(133)

第三节耕作制度⋯⋯⋯⋯⋯(135)

第四节 良种和农业技术的推广

⋯⋯⋯．．．⋯⋯⋯⋯⋯(135)

第五节农作物的栽培管理

，⋯⋯⋯⋯⋯⋯⋯⋯··(136)
。

第六篇
_ ●

第一章机构设置⋯⋯⋯。⋯⋯(151)

第一节林业机构⋯⋯⋯⋯⋯(151)

第二节场圃⋯⋯⋯⋯⋯⋯：“(151)

第二章林业资源与林业区划

⋯⋯⋯⋯⋯⋯⋯⋯⋯⋯··(153)

第六节植物保护⋯⋯⋯⋯⋯(137)

第五章棉花⋯⋯⋯⋯⋯⋯⋯⋯(140)

第一节建国前植棉简况⋯⋯(140)

第二节建国后棉花生产的发展

一
，． ⋯⋯⋯⋯⋯⋯⋯⋯⋯(140)

第三节 良种引进与推广⋯⋯(141)

第四节栽培管理⋯⋯⋯⋯⋯(141)

第五节棉花政策⋯⋯⋯⋯⋯(141)

第六章农田建设⋯⋯⋯一⋯⋯(142)

第七章农具农机⋯⋯⋯⋯”(142)
第一节农具⋯⋯⋯⋯⋯⋯⋯(142)

第二节农机⋯⋯⋯⋯⋯⋯⋯(144)

第八章畜禽水产⋯⋯⋯⋯⋯(144)
第一节畜禽的品种及发展

⋯⋯⋯⋯⋯⋯⋯⋯⋯·(144)

第二节畜禽的疫病及防治

⋯⋯⋯⋯⋯⋯⋯⋯⋯·(145)

第三节水产．．⋯⋯⋯⋯⋯⋯·(145)

林 业

第一节林果种类⋯⋯⋯⋯⋯(153)

第二节宜林面积和区划⋯⋯(154)

第三章林业生产⋯⋯⋯⋯⋯”(155)
第一节林木生产⋯⋯⋯⋯⋯·(155)

第二节果树生产⋯⋯⋯⋯⋯(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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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林业政策⋯⋯⋯⋯⋯(157)

第四节栽培管理⋯⋯⋯⋯⋯(158)

第五节植桑养蚕⋯⋯⋯⋯⋯(159)

第六节．林木病虫害及防治

⋯⋯⋯⋯⋯⋯⋯⋯⋯·(159)

第七篇金丝小枣
’

第一章机构设置⋯⋯⋯⋯⋯．．．(163)

第二章·发展概况⋯⋯⋯⋯⋯⋯(164)

第一节栽培起源⋯⋯⋯⋯⋯．(164)

第二节发展概况⋯⋯⋯。⋯(164)

第三章各时期的政策实施⋯(166)

第一节解放前的。红税”和购、销

⋯⋯⋯⋯⋯⋯⋯⋯⋯·(166)

第二节解放后的产、供、销
．．．．．．．．．．．·．．．．．．．--．······ (166)

第四章 品种、品质及性状成因

⋯⋯⋯．·．⋯⋯⋯⋯⋯⋯”(167)

第一节品种与品质⋯⋯⋯⋯(167)

第二节性状成因⋯⋯⋯⋯⋯(169)

．第五章栽培管理⋯⋯⋯⋯⋯⋯(169)
第一节育苗与栽种⋯⋯⋯⋯(169)

。第二节枣粮间作⋯⋯⋯⋯⋯(170)

第三节枣树管理⋯⋯⋯⋯⋯(170)

第六章采收、制干与加工⋯⋯(171)

第一节．采收．．．⋯⋯⋯⋯⋯⋯<171)

第二节制干⋯⋯⋯⋯⋯⋯⋯<171)

第三节加工⋯⋯⋯⋯⋯⋯⋯(172)

第四节枣木的应用⋯⋯⋯⋯(172)

第八篇水 利

第一章机构设置⋯⋯⋯⋯⋯⋯(175)

第二章治水沿革⋯⋯⋯⋯⋯⋯(175)

第一节主要河流⋯⋯⋯⋯⋯(175)

第二节建国前治水概况⋯⋯(176)

第三节建国后对主要河道的治理

⋯⋯⋯⋯⋯⋯⋯⋯⋯·(177)

第三章大中型水利工程⋯⋯(178)

第一节五条干沟的开挖治理

⋯⋯⋯⋯⋯⋯⋯⋯⋯·(178)

第二节主要闸涵工程⋯⋯⋯(179)
‘

第三节排灌工程⋯⋯⋯⋯⋯(183)

第四章农田水利⋯⋯⋯⋯⋯⋯(183)
第一节沟渠配套工程⋯o⋯(183)

第二节引黄(水)灌溉⋯⋯⋯(184)

第三节井泉建设⋯⋯⋯⋯⋯(185)

第四节洼地治理⋯⋯⋯⋯⋯(185)

第五章工程管理⋯⋯⋯⋯⋯⋯‘(188)

第一节主要河道管理⋯·“⋯(188)

第二节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188)

第六章水资源及水质⋯⋯⋯(188)

第一节水资源⋯⋯⋯⋯⋯⋯(188)

第二节水质⋯⋯⋯⋯⋯⋯⋯(189)

第三节人畜用水⋯⋯⋯⋯⋯(190)

第七章抗旱防汛⋯⋯⋯⋯⋯⋯(190)

第八章水利纠纷⋯⋯⋯⋯⋯⋯(194)

第九篇工 业

第一章机构设置j⋯⋯⋯⋯⋯“(197)

第一节工业局⋯⋯⋯⋯⋯⋯(197)

第二节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局

⋯⋯⋯⋯⋯⋯⋯⋯⋯·(197)

第三节供电公司⋯⋯⋯⋯⋯(197)

第二章建国前工业概况⋯⋯(198)
第一节地方工业⋯⋯⋯⋯⋯(198)

第二节军事工业⋯⋯⋯·：⋯!(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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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建国后工业的发展⋯(199)

第一节机械工业⋯⋯⋯⋯⋯(201)

第二节化学工业⋯⋯⋯⋯⋯(203)

第三节缝纫纺织工业⋯⋯⋯(203)

第四节木、塑、纸制品工业

⋯⋯⋯⋯⋯⋯⋯⋯⋯·(204)

第五节造纸印刷工业⋯⋯⋯(205)

第六节食品加工工业⋯⋯⋯(206)

第七节粮、棉、油加工工业

第八节电力工业⋯⋯⋯⋯⋯

第九节建材工业⋯⋯⋯⋯⋯

第十节乡(镇)村工业⋯⋯⋯

第四章名优产品⋯⋯⋯⋯⋯⋯

第十篇交通邮电

第一章交通⋯⋯⋯⋯⋯⋯⋯⋯(227)

第一节管理机构⋯⋯⋯⋯⋯(227)

第二节道路桥梁⋯⋯⋯⋯(227)

第三节客货运输⋯⋯⋯⋯⋯(235)

第四节运输工具⋯⋯⋯⋯⋯(240)

第五节交通监理⋯⋯⋯⋯⋯(240)

第二章邮电⋯⋯⋯⋯⋯⋯⋯”(242)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一篇城乡建设

第一章县城建设⋯⋯⋯⋯⋯⋯(251)

第一节街道建设⋯⋯⋯⋯⋯(251)

第二节房屋建设⋯⋯⋯⋯⋯(251)

第三节水电暖建设⋯⋯⋯⋯(255)

第四节园林绿化⋯⋯⋯⋯⋯(255)

第二章 乡(镇)、村建设⋯⋯⋯(258)

第一节乡(镇)驻地建设⋯⋯(258)

第二节农村建设⋯⋯⋯⋯⋯(258)

(207)

(208)

(211)

(2儿)

(222)

驿铺与烟墩⋯⋯⋯⋯(242)

清末民国时期邮电概况

⋯⋯⋯⋯⋯⋯⋯⋯⋯·(243)

战时通讯⋯⋯⋯⋯⋯(243)

建国后邮电事业的发展

·⋯⋯⋯⋯⋯⋯·⋯⋯··(244)

第三章市政管理⋯⋯⋯⋯⋯⋯

第四章建筑企业⋯⋯⋯⋯⋯⋯

第一节县建筑工程公司⋯⋯

第二节乡(镇)建筑企业⋯⋯

第五章环境保护⋯⋯⋯⋯⋯⋯

第一节环境污染⋯⋯⋯⋯⋯

第二节污染治理⋯⋯⋯⋯⋯

第十二篇商 业

’第一章私营商业⋯⋯⋯⋯⋯⋯(265)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商业概况

第二节公私合营商业⋯⋯⋯

第三节个体商业⋯⋯⋯⋯．．．

第二章国营商业⋯⋯⋯⋯⋯⋯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百货业⋯⋯⋯⋯⋯⋯

第三节五金业⋯⋯⋯⋯⋯⋯

第四节食品业⋯⋯⋯⋯⋯⋯

(265)

(265)

(266)

(267)

(267)

(267)

(271)

(272)

(259)

(260)

(260)

(260)

(261)

(261)

(262)

第五节饮食服务业⋯⋯⋯⋯(277)

第六节石油经营⋯⋯⋯⋯⋯(278)

7第七节药材经营⋯⋯⋯⋯⋯(279)

第八节经营管理⋯⋯⋯⋯⋯(279)

第三章供销合作商业⋯⋯⋯(280)

第一节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80)

第二节县社所属业务单位

⋯⋯⋯⋯⋯⋯⋯⋯⋯·(281)

第三节’基层供销社⋯⋯⋯⋯(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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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供销业务⋯⋯．．．⋯⋯(284)

第五节企业管理⋯⋯⋯⋯⋯(292)

第四章对外贸易⋯⋯⋯⋯⋯⋯(294)

第一节外贸机构⋯⋯⋯⋯⋯(294)

，第二节外贸商品⋯⋯⋯⋯⋯(294)

第三节商品经营⋯⋯⋯⋯⋯(297)

第五章粮食商业⋯⋯⋯⋯⋯⋯(298)

第一节机构设置⋯⋯⋯⋯⋯(298)

第二节粮食征、购、销⋯⋯⋯(298)

第三节油脂油料购销⋯⋯⋯(300)

第四节粮食储存与调运⋯⋯(302)

第五节粮油供应⋯⋯⋯⋯⋯(303)

第六节经营管理⋯⋯⋯⋯⋯(303)

第六章物资⋯⋯⋯⋯⋯⋯⋯⋯(306)

第一节管理机构⋯⋯⋯⋯⋯(306)

第二节物资供应⋯⋯⋯⋯⋯(306)

第三节专业公司⋯⋯⋯⋯⋯(307)

第十三篇经济管理

第一章计划管理⋯⋯⋯⋯⋯⋯(311)

第一节管理机构⋯⋯⋯⋯⋯(311)

第二节经济计划管理⋯⋯⋯(311)

第三节物资计划管理⋯⋯⋯(311)

第二章统计⋯⋯_⋯⋯⋯⋯⋯(312)

第一节统计机构⋯⋯⋯⋯⋯(312)

第二节统计业务⋯⋯⋯⋯⋯(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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