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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台区志》经过全体修志工作者的艰辛努力和各界人士、各有关

单位的鼎力相助，现在出版问世。这部志书的出版，无疑是本区思想

文化建设的一大重要成果。

。邯郸历史渊源，人杰地灵。作为邯郸的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

现在的丛台区这块土地就是我国中原地区的一块要地。悠悠岁月，随

着历史演变，这里孕育了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赵武灵王、秦始

皇、廉颇、蔺相如，诸多历史伟人都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业绩。这

里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仍然广为流传。昔日的历史

辉煌使这里成为古赵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解放后，这里成为邯郸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建区以

来，全区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建设El新

月异，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多项工作在全市领先，在省和国家也

占有一席之地。

《丛台区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性地反映丛台区发展史的

文献。在全书的编撰过程中，重点把握了两点：首先，始终坚持存史、

资政、育人的方针。存史即作为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存留下来。资政

是以史鉴今，为现实工作服务。育人是培养教育跨世纪干部和广大的

青年一代。其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

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秉笔直书，写实传真，。述而不议，广征细

考，全面详实地记载丛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精神风貌。该书可谓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之作，是一部激励当代、启迪后人的历 ．

史教科书，它在全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将起到极为有益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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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全体修志人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既有明确的指

导思想，又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措施，还得益于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

的大力协作。《丛台区志》是集各方智慧的结晶，是专业队伍与社会各

界的集体之作。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为编纂、审定、出版提供帮

助的领导和同志们、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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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邯郸市丛台区委书诂易夕侈7
1 996年。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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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台区志》编就付梓，此乃

欣向荣之象征。

丛台区是邯郸市政治、经济

窗口。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是殷商的京畿。战国时期，赵敬侯迁都

邯郸，这里即为赵都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达，市井繁荣，文化璀

灿。久负盛名的赵武灵王丛台、回车巷、学步桥、插箭岭(含梳妆楼、

铸箭炉、照眉池遗址)及赵苑旅游区等诸多名胜与古迹座落其境；许

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源于这里。如“完璧归赵’?、“毛遂自荐’’、“邯

郸学步”、“负荆请罪’’、“胡服骑射”等至今广为流传。悠悠两千余载，

由于历史的变迁及战乱频繁等原因，由盛转衰，至解放前夕，丛台区

这块古老的土地满目疮痍。1 945年10月，历经沧桑的古城邯郸，在抗

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获得新生，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

大道。，． ·

解放后，邯郸市的行政区划几经变更。1 980年10月建立丛台区。

现辖3个乡、20个自然村，8个街道办事处、145个居民委员会，总面

积25平方公里，人口25．3万。丛台区地域宽阔，披城带乡，交通便

利，劳力充裕，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全区人民在中共丛台区委和

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利用本区优势，走科技兴区、商业兴

区、旅游兴区之路，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

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财富。1 993年，社会总产值55135万元，

工农业总产值40595万元，分别为1 980年建区时的23．6倍和19．1

倍。财政收入4086万元，为1 984年建财政的6．4倍。丛台区人民为

发展丛台、振兴丛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英雄的业绩理当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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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史册，彰往昭来，彪炳后人。

中华民族素有盛世修志的文化传统。再现历史风貌、宏扬精神文

明，为“四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

责。本区从1985年开始，抽调人员，设置机构，着手区志的编纂工作。

特别是1991年调整充实力量后，全体编纂人员，查阅历史档案，考核

史料，请教社会贤达，克服重重困难，辛勤笔耕，无私奉献，几度春

秋，几易其稿，终于1 995年10月完成首部《丛台区志》。这是全区上

下通力协作的成果，亦是全体编纂人员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在编写过

程中，社会各方、各界鼎力相助，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在此，一

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一t 。’

． 。．-‘．j

+《丛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用囊括百业、‘贯通古今的体例，贯彻详今

略古、详近略远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写实传真，述而不议，

广征细考，‘较全面地记载了丛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业绩，可谓思想

性、科学性j资料性相统一之作，有着“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

研究过去的历史，为的是吸取有益经验，减少工作失误，把今后

的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身在丛台，一定要研究丛台的过去和现在，为

更好地建设丛台，振兴丛台，发展丛台；再创辉煌。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编纂《丛台区志》的目的。

·2·

． 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政府区长

1 996年，秋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丛台区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以达

到展现历史、启迪后人、服务现实、有益后世的目的。

二、本志记事，在纵贯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下，着重记述建区

十多年来的建设发展。一般始于1980年建区时，部分内容，因事而异

适当向上追溯；下限一般断至1991年底，部分编章延至1 993年底。

三、志首设概述、大事记，主文根据事物类别分设建置、自然环

境，政党，政权、政协，群团，政法、军事，工农商业，城建、交通、

邮电，财税、金融，经济管理，教科文，卫生、体育，社会和人物十

三编，编下设章、节。

四、本志将记、述、志、传、图、表、照、录溶为一体，以志为

主，照片适当集中排列，图表分别穿插于有关部分，力求图文并茂。

五、依照主体宜详、客体从略的原则，本志在着重记述区属各项

事业的同时，对辖区范围的其它各类事物，分别从略记述，力求反映

区域全貌，构成一方之志。

六、本志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人传人物以贡献为主，以正面人

物为主，以本籍为主，兼收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士。

七、本志资料来源，主要由区各对口单位、区直各有关部门提供，

结合查阅档案、采访知情人士及座谈等方式汇集，一般不注明来源。

八、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固

定语汇、专用名称和表达性语言用汉字。纪年使用公历，写阿拉伯数

字，解放以前的历史纪年及农历用中文。百分比用百分号阿拉伯数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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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计量单位用米、公里、公斤、吨、亩等。对历史

依当时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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