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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深泽县志》经各级各部门鼎力相助，通力协作，编纂人员广征博采，精心编修，

终于付梓问世，可喜可贺。

这部志书体例完备，言简意赅，以丰富的资料，朴实的文笔，记述了深泽县的历史

沿革、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历史事件、历代名人、文化教育、科技发展，

民俗风情、名土特产等各方面的情况，可谓一县之百科全书。读了它，可以全面了解深

泽县的历史与现状，从中获取有价值的资料。特别是深泽籍人，认真读一读这部志书，

更可增进对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的真切了解，加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鼓舞我们为振兴

深泽而努力奋斗。 ，

深泽县地域虽小，但地处京畿，历史悠久。自建县至今两千余年，在深泽这块土地 j

上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泽

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革命与建设中，深泽县不仅多慷概

悲歌之士，且更富能人巨匠，专家教授、艺苑群芳、体坛新秀，如繁星闪烁，为深泽历

史增光添彩。深泽人民素有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和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如今，深泽人

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万众一心，矢志改革，正在为深泽县的繁荣昌盛顽强奋斗。

《深泽县志》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有关专家、学者及修志同仁的指导和帮助，值此

书出版之际，谨表谢意。 奄

一|

二中共深泽县委书记王文治

深泽县人民政府县长郭领域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



凡例

凡 例

一、新编《深泽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全面记述深泽

县自然风貌与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况。

二、本志力求贯通古今，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断于1990年底。

三、各编、章所记内容，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民国以来，尤

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深泽县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

四、全书首设概述、大事记，下设地理、人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情、

人物8编，编下设章、节、目。编、章之首一般设无题序以示梗概．

五、记述形式以志为主体，亦采用记传体诸形式优点。大事记所记事件以编年体为

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

六，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为节省文字，记述中凡历史朝代皆用简称，如“明，，

(明朝)、“清"(清朝)、“民国’’(中华民国)、“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

前，采用历史习惯纪年法，用括号加注公元年号，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

华民国建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内的“如今，，、“现在，，指1990年。．。

七、书中数字二般以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则使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

八、书写形式，．凡公元纪年、统计数字、百分比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码，计量单

位，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资料，均使用现行的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九、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传主以本籍正面人物为主，同时选择个别反面人物入

传，以教育后人，引为戒鉴。在世人物有突出贡献或重大影响者，采用以事系人方法分

记子有关章节。 ．

十、本志所用资料来自档案材料、正史旧志、文物典籍、报刊及有关人士回忆材

料，经过考证鉴别后选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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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l

概、 ’述

深泽县地处河北省中部平原。东经115。4 7～115。2l 7。北纬38。7 7—38。

17 7。’东界安平县，西邻无极县，南接辛集市、晋县，北连定州市、安国县。县境东西

最大距离27公里，南北最大距离2l公里，总面积296平方公里。县城位于正(定)饶

(阳)公路和安(国)辛(集)公路交汇处。西南距省会石家庄市76公里。全县辖2

r 镇，8乡、124个行政村，62，152户、235，393人。汉族人口占99．9％，其余为回族、

满族、蒙古族、壮族，土家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
一

县境地势低洼，西高东低，变化平缓。由海拔40．2米降至29．8米，地面平均坡度

为万分之四。境内南有滹沱河，北有磁河、木刀沟，形成三河五堤。因其地势低洼易

涝，每值霉雨季节，三河横溢，积水久蓄不涸。秦汉时以其地方水泽深广而名深泽。地

处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受季风环流影响明显，气候干燥，四季分明。年平均降雨量

489．8毫米，年平均气温12．4℃，全年无霜期平均为188天。
。

深泽历史悠久。西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即为侯国。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

前124年)改侯国为县，今已两千余年。抗日战争时期，深泽县是冀中平原上最早的抗

日根据地之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深泽县属河

北省定县专区。1954年改属石家庄专区至今。 7

深泽经济以农业为主，盛产小麦、玉米、棉花。新中国建立前，由于封建地主剥

削、生产条件落后等原因。农民终日辛劳，难得温饱。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全县

粮食亩产59公斤，人均占有粮食只有“2．8公斤。广大农村百姓过着粗布衣裳土坯

房、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 一
．

新中国建立后，深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积极开

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面貌，全县工农业生产得

到迅速发展。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9，350万元，是1949年的18．2倍。其中

农业总产值为9，773万元，工业总产值为19，577万元，分别是1949年的6．2倍和575．8

倍。 ．

二

’

深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49年到1957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

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连年稳定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由1,612万元增长到2，182万

元，增长35％，特别是工业发展较快，工业总产值由34万元增长到346万元，增长

9．2倍。1958年搞“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浮夸凤、“共产凤”等“左”倾错误严

重泛滥，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工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出现了1959年到1961年

“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局面，不少工厂、学校停办；职工、教师下放回乡。经过贯彻执}
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工农业总，

j。 一 1 人夕一



2 概述，

产值达到3，393万元，比1957年增长55．5％。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

全县经济再次遭受严重影响，到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仅增长7．3％。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左”的错误得到纠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从农村到城镇，逐步改革经济体制，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大力发展农

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工商各业，全县经济进入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农业生产，经过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理三河五堤、挖河开渠、改沙治

碱、平整土地，打井办电、发展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90

年，全县水浇地面积达300，587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98％，建成1 10KV变电站一

座，35KV变电站二座，架设配电线路340，425公里，低压线路1206公里，总容量为

46，323千伏安，农业机械总动力15．4万千瓦。全县农田成方，林路成网，农田耕作、

排灌、收割及农副产品加工，均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特别是1980年推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以来，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连年增产。1990年粮食亩产达到645公斤，

总产12，664万公斤，分别是1949年的8．4倍和7．4倍，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称号。棉花因遭受雹灾，亩产40公斤，总产263．9万公斤，分别是1949年的2．2

倍和1．9倍。近年来果树种植发展较快，果林面积已达27，787亩。主要有苹果、梨、

桃、杏等，年产果品591万公斤。垒县林业覆盖率达到14％，已实现绿化达标，并荣

．获国家林业部授予的“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畜牧养殖业1990年总产值l，482

万元，其中大牲畜存栏8,996头，生猪存栏64．461头。家禽443，580只，年产肉527．4

万公斤、蛋201．5万公斤。．除满足县内人民生活需要外，还支援大城市居民消费。全县

，已形成良种繁育、防病灭病、饲料供应、储运销售等系列服务体系。 ：5：

工业生产已初具规模。主要行业有纺织、铸造，鬃毛加工、服装鞋革、造纸印刷、

化工、建材、铁柳编、建筑等。其中，鬃毛加工业发展较快，1986年创产值l，562万

元，成为河北省“三毛"(猪毛、马毛、羊毛)加工生产基地。建筑业已成为深泽县的支

柱产业之一，1985年以来，全县每年都有上万人建筑施工队伍活跃在京、津、山西、

内蒙、东北等地。1990年收入达1,222万元。1978年以后，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现已

成为全县经济的重要支柱。199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9，577万元，其中乡镇工业企业年

产值14，882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6％。县内工业主要名优产品有水煮猪鬃、“孔

雀牌"油漆刷、全棉大提花旅游口布、“宝龙’’牌暖气片、“乐喜，，牌钢制板式散热器、“金龟’’

牌低压阀门、白有光纸，“太行”牌健美训练器械等。其中水煮猪鬃、“孔雀，，牌油漆刷在国
际市场享有盛誉。 4。j

交通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主。县境内有正(定)一饶(阳)、安(国)—辛(集)，深

(泽)一晋(县)、深(泽)一定(州)4条柏油面公路交汇穿过。县城与各乡、镇均有

柏油面公路相通。横跨滹沱河建有长度为670．2米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县城设有长途汽

车站，交通方便。全县有载重汽车138辆，大、小拖拉机3，368台，年货运量39．2万

吨，客运量23．9万人次。邮电通讯四通八达，城乡已实现直拨电话，电报，直拨电话

可通全国大、中城市。

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营、集体、个体商业服务网点遍布

城乡。1990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118万元，其中国营商业占46．8％，集体商业占



概述 3

30．6％，个体商业占22．6％。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90年，全县有高中一所，初中13所，

农职中l所，小学120所。中、小学教师1,426人，在校学生31，243人，小学教育普

及率在99％以上。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全县科技人员中有

高级技术职称的30人，中级技术职称的485人，初级技术职称的1,694人。1976--

1990年，获得县级以上科研成果126项。县城内设有县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差转台、

电影院、人民礼堂、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有县坠子剧团一个，农村电影队75

个。深泽业余体校培训的女子举重、4柔道学员，曾多次参加省级以上比赛，获得国家级

金牌6枚，省级金牌147枚，破五项全国纪录。全县有县级医疗机构14个，农村医疗

机构343个，病床283张，共有医务人员716人。其中县医院各种医疗设备比较齐全，‘7

技术全面，能接收各种危重病人。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经常对地方病及各种传染

病进行检查和防治，控制了各种流行疾病的发生和蔓延。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

展，环境卫生大为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1988年被石家庄地区命名为，‘

卫生红旗县。
‘

县城建设制定了长远发展规划，城区面积由过去不足1平方公里扩大为5．44平方

公里。现已拓宽了街道，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对路面街容不断修整。如今的深泽县城

街道整洁、楼房林立、绿树成荫、路灯成行，一个新兴的现代小城镇已初具规模。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全县农民人均

纯收入525元，人均占有粮食538公斤，职工年平均工资1,389元。居民的吃、穿、

住、用明显改善。平日饮食多以细粮为主，粗粮大部分转化为肉、蛋以改善生活。各类

化纤、毛料服装及各式皮鞋，已在广大农村流行。近年来，新建住房多为预制板顶、带

前檐、玻璃门窗、装饰美观、室内宽敞的住宅，两层楼式的高标准住宅也逐渐增多。洗

衣机、收录机、电视机、电凤扇等现代家用电器已遍及城乡。1990年，全县居民城乡
一

储蓄余额达到1 3，309万元，人均565元，分别是1980年的27．7倍和23．5倍。

深泽人民素有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历代不乏忠勇慷慨之’

士。特别是1925年深泽县建起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后，深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昌盛，前仆后继，英勇拼搏，英雄业绩可歌可泣。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泽县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深泽县委)领导全县人民

‘开展短工增资斗争、抗交“杀猪税，，、县城庙会大宣传等。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

畏强暴，不怕坐牢，以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的残酷

剥削，唤醒了广大民众，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抗日战争时期，深泽人民 ·

在中共深泽县委领导下，成立抗日救国会、抗日游击队等群众抗日组织和武装，自制土

枪土炮，配合抗日主力部队开展平原游击战，在极端残酷的环境里，坚持斗争，粉碎了

日伪军的多次“清剿"和“扫荡”。在著名的宋家庄之战中，消灭日伪军l，500余人，开创

了抗日战争期间平原村落战以少胜多的先例。解放战争时期，深泽人民踊跃参军支前，

组成民工团、担架队、大车队，支援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平津战役。在八年抗日战争和

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深泽县有近万人参加人民军队，两千多名优秀儿女为国家和民族

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深泽人民无限珍惜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太平



4 概述

世，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正在以“自强、开拓、务实、奉献，，的精神，为振兴深泽经

济、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努力拼搏。

深泽地处保定、衡水、石家庄三个地区的交界处，是一个距大、中城市较远的边远

小县，工业发展较晚，基础薄弱，使深泽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深泽是革命

老区，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深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坚信不

移，这是振兴深泽的重要保证。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奋战，全县已形成现

代化农业生产的雄厚基础。工业生产规模虽不够大，但已经生产出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

一定竞争力的名优产品。深泽县地少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并有一支庞大的建筑施工

队伍，各行各业都拥有一定实力的科技队伍。在外地工作的深泽籍老干部比较多，可以

为发展深泽经济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所有这些，都是发展深泽经济的有利条件。充分

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进步为先导，努力增强工业实力，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深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主要途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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