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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县科学技术志》经过参加其编纂工作的全体同志一年多来的

辛勤努力，完成了对大量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加工，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是平山县科技战线的一项可喜成果，是全县人民特别是战斗在科技第

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智慧的结晶。

平山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远在新石器时代，平山县人民就已经

在这块太行山作屏，滹沱河为哺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并以勤劳和智慧，

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创造出了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改造

了自然，发展了生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及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历代地方史志所标榜的尽是统治者所谓的文

治武功，而劳动人民的发明和创造则难载史册，甚至一些有突破性的代

表科技发展方向的，冲击传统观念和势力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却被历

代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而屡遭戕戮，这是极不公正的，也是与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相悖的。
。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相继移驻平山县西柏坡村，西柏

坡一度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古老的平山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一系列

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平山县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特别是科技战线百花争艳，捷报频传，不少科技成果获国家部

级奖，填补了省内空白，促进了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因此，编纂《平

山县科学技术志》不仅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建设四个现代

化的迫切需要。 ：一

《平山县科学技术志》系统地反映了平山县不同历史时期科学技术

发展的概况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并在科

学技术进步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关系上进行了有益的

研究和探索，同时也生动地记述了当代突出的科技成就以及为科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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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的感人事迹。本志书史

并茂，并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有

起热爱平山、建设老区、科技兴县、

益。

‘

阎书章

1990年8月1日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通过全面记述平山

县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揭示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资

治、史存、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三、篇目结构以篇、章、节、目为序，个别章不设节。 ．

，

，。’

、

’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采用公元纪年。日不

详，列到月末，月不详，列于年末，日期相同用“△”表示。

五、时间断限：上限不限，下限N1989年12月底。’
r． 六、平山县于1937年12月成立抗日民主政府，19 45年10月分为两个

县，东部称平山县；西部称建屏县，1958年9月平山县、建屏县合并为

平山县。本志在记述中统称平山县。地理名称、政权、官职等称谓，一

律按当时的历史称呼。

七、本志数字记述，按照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国家出版局等7个部门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
j

行。t ，

，八、本志资料来源以各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书籍：报刊、总结

报告为主，并参考有关文件及省、地、外地档案馆搜集的部分资料。
”

九、本志文体采用现代汉语书面语，文字以1986年lO月10日国家颁

’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计量单位按19 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t

。． 十、简化用语见下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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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科学技术志简称全称表

简 称 全 称 简 称

中 共

县科委

县科协

石地行署

石地科委

县政府

中共平山县委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I科技体制改革

I农业大学·

}师范大学
I单位面积产量
l；．’

革命委员会

人民代表大会

石家庄地区

建国前

建国后

体改

农 大

师 大

单 产

革 委

人 大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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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山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东径ll 3。31 7一114。15 7、北纬

38。09 7--38。457之间。东临获鹿，南连井陉，北靠灵寿，西与山西省五

台县、盂县接壤。南北长67．3公里，东西宽66．5公里，全县总面积2648

平方公里，辖24个乡镇、712个村、1402个自然村。耕地面积460900亩，

总人口422610人，以汉族为主，有少数回族。平山县人民政府驻平山城

关，距省会石家庄市40公里。。。t
7

，’

：

‘‘

平山县的自然地形为“八山一水一分田"，位于太行山中段东麓滹

沱河沿岸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由中间河谷川地分别向’

南北崛起，西高东低依次倾斜。境内诸山系太行山余脉，较高的山峰南

驼海拔2281米。河流纵横，，沟川交织。主要河流为滹沱河，源于山西

境内，自西向东贯穿平山全境110公里。在中游筑坝，蓄水成湖，建岗南

(库容15亿立方米)、黄壁庄(库容12亿立方米)两大水库。山场面积

288．6万亩，宜林宜牧。干鲜果正常年产量可达832．55万公斤。主要矿产

有铁、锰、铜、铅、锌、银、白云岩、石灰岩、水晶、云母，钾长石、

大理石、钙矿石等44种。主要野生药用植物有名贵的党参、黄芪、灵芝
：

草、枣仁、五灵脂等，野生动物有山羊、狍子、旱獭、野兔、狐狸、黄

鼬、獾等。境内以石灰性褐土、褐土及潮土为主。本县属大陆季风气候

区，年降雨量530一690毫米，年均气温12．7"C，无霜期190天左右。 ：

、： 早在35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从事农业生

’产活动。县内的80余处文物古迹和出土的文物有商周时期的陶器，‘战国

时期的青铜剑、铜戈、铜版兆域图、酿酒，秦汉时期的陶匝、陶楼，唐
一。

一宋三彩罐，元明彩釉瓷器，清代的瓷罐掸瓶等。这些出土的当时的生产 ·

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品及遗址，如实地反映了平山县各个历史时期的科 ，．

技发展水平，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 ’，

。中华民国建立后，近代科学技术逐渐传入本地。1916年陆续建立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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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校，创办公立医院、电话局，开办简易工厂，成立了以推广农业新

技术为主的劝业所、农业学校，对平山的科技知识传播发挥了很重要作

7用。30年代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政府在平山建立了“华北联

合大学”， 《晋察冀日报》社自制油墨，农村中建夜校。开办耕畜繁殖

场。1948年1月初称为“边区创举"的沏沏水发电站开机运行。这些早

期的科技管理部门和技术行业为平山县科技知识的传播奠定了不可忽视

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县委的领导下，使解放了的平山人民在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推广新技术和新工具。1950年成立国营

农场，1952年试办水土保持谷坊工程，引入使用化学肥料，’推广甘薯、

小麦新品种。50年代中期，随着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生产委员会、交通

运输局、卫生科、鱼种场、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机构的成立，全县掀起

了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高潮，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专业人

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开展科学试验，普及科学技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农具的改革、新品种的推广i农药化肥的使用、耕作制度的改革，以及

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机械的应用，使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地方工业从

无到有，陆续办起了农具厂、机械厂、造纸厂、·发电厂、焦化厂、炼铁

厂，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业生产，使平山县的科学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但是1958年“大跃进"，瞎指挥、浮夸风，不按科学规律办事，

使一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整个科技工作受到干扰破坏。1961年调整国

民经济方针的同时，也调整了科技工作方针。1962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后，科技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到“文化大革命”前，广播、邮电、

交通、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应用与传播创造了必要条件。

本县科技战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农业方面：引进推广小麦、玉米

新品种，推广棉花营养钵育苗，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 《人民日报》报

道了南滚龙沟十年治山治水建成高产稳产梯田的事迹，·受到中央领导的

关注；工业方面：岗南电厂1．5千瓦发电机开始发电，并试制成功铸铁电

动机，一机厂生产的“塔崖镰”，东回舍机械厂研制生产的榨油机，古

月综合社研制生产的柿子剥皮机均受用户欢迎，部分社队已通电。冶河

大桥和跨越滹沱河的小觉大桥竣工通车。

1966--1976年“文化革命"，“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否定科技对生产力

2



的促进作用，．撤销科技管理机构，打击迫害科技人员，整个科技工作受

到严重干扰破坏，但是广大的科技人员顶着压力，仍然作出了一些成绩。

特别是农业战线的科技人员由于坚持不懈的推广新技术，在60年代末期

平山县小麦、玉米平均亩产·直在石家庄地区名列前茅。县医院妇产科

医务人员成功的为73岁的杨秀云切除腹中32．5公斤的重大肿瘤：化肥厂、

磷肥厂、大理石厂、造纸厂、冷冻厂相继建立，库湾拦网养鱼试验成功；

推广问作套种三种三收，玉米博单1号、墨西哥小麦品种引入推广。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拨乱反正，冤假错案

得到平反，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落实，砸碎了长期套在科技人员身上的枷

锁。各项科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科技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从1980年到1989年科学技术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科技管理逐步走向

科学化、法规化，各种群众性、专业性学术团体普遍建立，学术交流活

动空前活跃。为科技人员评定职称，为中级知识分子解决住房困难，家

属“农转非”，发放书报资料费，晋升工资、浮动工资，解决知识分子

入党难，表彰奖励先进科技人员，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社

会闲散优秀科技人员被录用，科技干部继续教育、社会办学、技术培训，

壮大了科技队伍，提高了科技人员素质：科技人员下厂、下乡、进山、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示范、技术承包等，推动了依靠科技发展经

济活动的开展。科技开发太行山，农业发展研究，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

和综合利用，玉米、小麦、水稻、棉花、花生新品种的培育、引进、推

广，地膜覆盖栽培等技术的引进、推广，大见成效；库湾养鱼、网箱养鱼使

产量大幅度上升；核桃、花椒等干鲜果品的产量居省内领先地位；果品．

贮藏力u-r．业有了迅速发展；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产品品种和数量不断

增加，科技成果层出不穷。

黎优57杂交稻，掖单一号、掖单二号玉米，津丰小麦新品种经济效

益显著；小氮肥企业技术经济指标全区第一，产品销往全省；新型螺钉

旋具产品指标居全国第二，除在全国销售外，还出口14个国家；太阳能

热水器获农牧渔业部一等奖；‘，磁感应强度及磁场对电流作用演示器获国

家教委一等奖；联合国援建的营造35万亩防护林工程W F P 2811工程，

已初具规模。1989年工农业总产值49982万元，工业总产值350899／元，其

中乡镇企业总产值22609万元。粮食总产量15169．2：／／公斤，干鲜果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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