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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1 998年1 2月《开平区志》出版后，得到市、区领导及读者的较
好评价，认为志书连到了“存史、资治、教化”的基本要求。不足

之处是，由于志书体裁所限，对开平区的建置、沿革及历史内容，
记述得较少，并且简略。根据领导和读者的意见，区地方志办公室
用了一定的时间，搜集、考证、整理了近30万字的有关开平的史料

及旧事，编纂成册，用来弥补和充实《开平区志》的内容，以《开

平区志》附书的形式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为古事考辑、人物传
奇、历史故事三个部分，将历史旧事、人物事迹和群众传说中的历
史故事融为一体，以增强本书的史料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通过阅

读本书，对古老的开平历史渊源会有更深刻的了解，读者可以单独
阅读本书，也可以同《开平区志》一起阅读。



目 录

《河北省志》中的开平区⋯⋯⋯⋯⋯⋯⋯⋯⋯⋯⋯⋯⋯⋯⋯⋯⋯⋯．．(1)

古事考辑

石城县考⋯⋯⋯⋯⋯⋯⋯⋯⋯⋯⋯⋯⋯⋯⋯⋯⋯⋯⋯⋯⋯(11)

石城县行宫——长春淀⋯⋯⋯⋯⋯⋯⋯⋯⋯⋯⋯⋯⋯⋯．(1 9)

石城县学宫⋯⋯⋯⋯⋯⋯⋯⋯⋯⋯⋯⋯⋯⋯⋯⋯⋯⋯⋯⋯⋯⋯⋯⋯⋯(24)

义丰县考⋯⋯⋯⋯⋯⋯⋯⋯⋯⋯⋯⋯⋯⋯⋯⋯⋯⋯⋯⋯⋯⋯⋯⋯⋯⋯．(26)

开平史话⋯⋯⋯⋯⋯⋯⋯⋯⋯⋯⋯⋯⋯⋯⋯⋯⋯⋯⋯⋯⋯⋯⋯⋯⋯⋯．(28)

开平三代古城遗址考⋯⋯⋯⋯⋯⋯⋯⋯⋯⋯⋯⋯⋯⋯⋯⋯⋯⋯⋯⋯．(42)

古城街道及建筑旧名录⋯．⋯⋯⋯⋯⋯⋯⋯⋯⋯⋯⋯‘⋯⋯．(45)

古城官宅大院考⋯⋯⋯⋯⋯⋯⋯⋯⋯⋯⋯⋯⋯⋯⋯⋯⋯⋯(46)

开平中屯卫新城碑⋯⋯⋯⋯⋯⋯⋯⋯⋯⋯⋯⋯⋯⋯⋯⋯．(50)

开平城中的新’日牌楼⋯⋯⋯⋯⋯⋯⋯⋯⋯⋯⋯⋯⋯⋯⋯．(53)

开平姓氏宗谱简介⋯⋯⋯⋯⋯⋯⋯⋯⋯⋯⋯⋯⋯⋯⋯⋯．(58)

聂士成与开平武备学堂⋯⋯⋯⋯⋯⋯⋯⋯⋯⋯⋯⋯⋯⋯．(62)

开平小学今昔⋯⋯⋯⋯⋯⋯⋯⋯⋯⋯⋯⋯⋯⋯⋯⋯⋯⋯⋯⋯⋯⋯⋯⋯(66)

开平兴福寺残碑⋯⋯⋯⋯⋯⋯⋯⋯⋯⋯⋯⋯⋯⋯⋯⋯⋯⋯⋯⋯⋯⋯(73)

半壁店村得名及沿革⋯⋯⋯⋯⋯⋯⋯⋯⋯⋯⋯⋯⋯⋯⋯．(75)

河北农村经济建设的典范⋯⋯⋯⋯⋯⋯⋯⋯⋯⋯⋯⋯⋯⋯(79)

栗园村名的传说及其他⋯⋯⋯⋯⋯⋯⋯⋯⋯⋯⋯⋯⋯⋯；．(84)

最后一家老字号⋯⋯⋯⋯⋯⋯⋯⋯⋯⋯⋯⋯⋯⋯⋯⋯⋯⋯⋯⋯⋯⋯．．(88)

《津门杂记》中的开平煤矿⋯⋯⋯⋯⋯⋯⋯⋯⋯⋯⋯⋯⋯⋯⋯⋯一(90)

开平煤矿的创始人——唐廷枢⋯⋯⋯⋯⋯⋯⋯⋯⋯⋯⋯⋯⋯⋯⋯．．(92)

滦州煤矿的短暂历史⋯⋯⋯⋯⋯⋯⋯⋯⋯⋯⋯⋯⋯⋯⋯⋯⋯⋯⋯⋯．(93)

旧诗词中的开平明清风情⋯⋯⋯⋯⋯⋯⋯⋯⋯⋯⋯⋯⋯⋯⋯⋯⋯⋯(96)



攻克马家沟据点战斗实录⋯⋯⋯⋯⋯⋯⋯⋯⋯⋯⋯⋯⋯⋯⋯⋯⋯．．(98)

解放开平战斗纪实⋯⋯⋯⋯⋯⋯⋯⋯⋯⋯⋯⋯⋯⋯⋯⋯⋯⋯⋯⋯⋯(1 05)

二战期间日军在开平抓捕劳工情况简介⋯⋯⋯⋯⋯⋯⋯⋯⋯⋯(1 09)

日军用地图发现始末⋯⋯⋯⋯⋯⋯⋯⋯⋯⋯⋯⋯⋯⋯⋯⋯⋯⋯⋯．．(1 1 4)

双桥石棺与辽、金时代火葬习俗⋯⋯⋯⋯⋯⋯⋯⋯⋯⋯⋯⋯(1 20)

开平玉清观⋯⋯⋯⋯⋯⋯⋯⋯⋯⋯⋯⋯⋯⋯⋯⋯⋯⋯⋯⋯⋯⋯(1 1 2)

围山泉瀑⋯⋯⋯⋯⋯⋯⋯⋯⋯⋯⋯⋯⋯⋯⋯⋯⋯⋯⋯⋯⋯⋯⋯⋯⋯．．(1 24)

“风洞飞虹”和风山景观⋯⋯⋯⋯⋯⋯⋯⋯⋯⋯⋯⋯⋯⋯⋯⋯⋯(1 28)

开平赋 ⋯⋯⋯⋯⋯⋯⋯⋯⋯⋯⋯⋯⋯⋯⋯⋯⋯⋯⋯⋯⋯⋯⋯⋯⋯．．(1 3 1)

人物传奇

宋使过清州⋯⋯⋯⋯⋯⋯⋯⋯⋯⋯⋯⋯⋯⋯⋯⋯⋯⋯⋯⋯⋯⋯⋯⋯．(1 37)

抗金乡绅赵养蔚⋯⋯⋯⋯⋯⋯⋯⋯⋯⋯⋯⋯⋯⋯⋯⋯一(1 41)

马成奎及其戏班子⋯⋯⋯⋯⋯⋯⋯⋯⋯⋯⋯⋯⋯⋯⋯⋯⋯⋯⋯(1 50)

开平革命党人就义实录⋯⋯⋯⋯⋯⋯⋯⋯⋯⋯⋯⋯⋯⋯⋯⋯⋯⋯．(1 53)

常策欧同周恩来的故事⋯⋯⋯⋯⋯⋯⋯⋯⋯⋯⋯⋯⋯⋯⋯⋯⋯⋯．(1 58)

刘丰创建乡农爱国会⋯⋯⋯⋯⋯⋯⋯⋯⋯⋯⋯⋯⋯⋯⋯(1 64)

陈桂生和开平农民运动⋯⋯⋯⋯⋯⋯⋯⋯⋯⋯⋯⋯⋯⋯⋯⋯⋯⋯．(1 69)

仕途三代人⋯⋯⋯⋯⋯⋯⋯⋯⋯⋯⋯⋯⋯⋯⋯⋯⋯⋯．(1 76)

省长荐乡医⋯⋯⋯⋯⋯⋯⋯⋯⋯⋯⋯⋯⋯⋯⋯⋯⋯⋯⋯⋯⋯⋯(1 82)

我的黄埔军校生涯断忆⋯⋯⋯⋯⋯⋯⋯⋯⋯⋯⋯⋯⋯⋯⋯⋯⋯⋯．(1 88)

情注华夏奋斗终生⋯⋯⋯⋯⋯⋯⋯⋯⋯⋯⋯⋯⋯⋯⋯⋯⋯⋯⋯⋯．(1 92)

冲破逆境勇攀高峰⋯⋯⋯⋯⋯⋯⋯⋯⋯⋯⋯⋯⋯⋯⋯．(1 99)

摄影家孟昭瑞开平寻根⋯⋯⋯⋯⋯⋯⋯⋯⋯⋯⋯⋯⋯⋯⋯⋯⋯⋯．(203)

戴亚东烈士就义始末⋯⋯⋯⋯⋯⋯⋯⋯⋯⋯⋯⋯⋯⋯⋯⋯⋯⋯⋯．．(205)

全族生锄奸记⋯⋯⋯⋯⋯⋯⋯⋯⋯⋯⋯⋯⋯⋯⋯⋯⋯一(207)

抗战时期的一条秘密通道⋯⋯⋯⋯⋯⋯⋯⋯⋯⋯⋯⋯⋯(21 0)

用笸箩送同志过封锁线⋯⋯⋯⋯⋯⋯⋯⋯⋯⋯⋯⋯⋯⋯⋯⋯⋯⋯．(21 5)

战斗到黎明⋯⋯⋯⋯⋯⋯⋯⋯⋯⋯⋯⋯⋯⋯⋯⋯⋯⋯⋯⋯⋯．(2 1 6)

薄氏中医世家⋯⋯⋯⋯⋯⋯⋯⋯⋯⋯⋯⋯⋯⋯⋯⋯⋯⋯⋯⋯⋯⋯⋯．(21 9)



著名武术家——陈济生⋯⋯⋯⋯⋯⋯⋯⋯⋯⋯⋯⋯⋯⋯⋯⋯⋯⋯．(223)
周胜芳的功与罪⋯⋯⋯⋯⋯⋯⋯⋯⋯⋯⋯⋯⋯⋯⋯⋯⋯⋯⋯⋯⋯⋯(225)

历史故事

李世民筑碑镇黄龙⋯⋯⋯⋯⋯⋯⋯⋯⋯⋯⋯⋯⋯⋯⋯⋯⋯⋯⋯⋯⋯

石城陷落记⋯⋯⋯⋯⋯⋯⋯⋯⋯⋯⋯⋯⋯⋯⋯⋯⋯⋯⋯⋯⋯⋯⋯⋯．

审头刺汤⋯⋯⋯⋯⋯⋯⋯⋯⋯⋯⋯⋯⋯⋯⋯⋯⋯⋯⋯⋯⋯⋯⋯⋯⋯．．

顾炎武开平做客⋯⋯⋯⋯⋯⋯⋯⋯⋯⋯⋯⋯⋯⋯⋯⋯⋯⋯⋯⋯⋯．．

清官赵钟瑞⋯⋯⋯⋯⋯⋯⋯⋯⋯⋯⋯⋯⋯⋯⋯⋯⋯⋯⋯⋯⋯⋯⋯⋯．

“刘罗锅”与开平郑家⋯⋯⋯⋯⋯⋯⋯⋯⋯⋯⋯⋯⋯⋯⋯⋯．．

半碗剩茶风波⋯⋯⋯⋯⋯⋯⋯⋯⋯⋯⋯⋯⋯⋯⋯⋯⋯⋯⋯⋯⋯⋯⋯

暴发户赵岚其人其事⋯⋯⋯⋯⋯⋯⋯⋯⋯⋯⋯⋯⋯⋯⋯⋯⋯⋯⋯．．

参阅书目及资料⋯⋯⋯⋯⋯⋯⋯⋯⋯⋯⋯⋯⋯⋯⋯⋯一
编 后 记⋯⋯⋯⋯⋯⋯⋯⋯⋯⋯⋯⋯⋯⋯⋯⋯⋯⋯⋯⋯⋯⋯

(233)

(237)

(240)

(243)

(249)

(254)

(262)

(268)

(2 71)

(272)

3



《河北省志》中的开平区

《河北省志》中的开平区

开平区是唐山市辖区最古老的县区之一。19世纪，开平煤田闻名于世。20
世纪末叶， “河北第一村——半壁店”誉满燕赵。从1956年建置后，经过40余
年的发展建设，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化、产业化；区属地方工业已经形成体系；

乡镇企业走向集约化，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城郊型经济发展区。人民生活，在

1994年达到小康水平后，近年又有新的提高。科教文卫体等项事业得到全面进

步，全区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一节区域

一、区域位置

开平区位于河北省东部，唐山市市区中部。地理坐标：北纬39。33’19”一
390 48

7 0”，东经1 18。04’05”一118。22’53”。面积251．3平方公里。人民
政府驻地开平镇，西南距市政府9．5公里，距天津市区1 1 8公里，距省会石家庄市

376公里，西北距首都北京市区164公里；东距秦皇岛市区131公里。京哈铁路横

贯全境，津榆公路、津唐高速公路分别贯穿东西和南北。

二、建置沿革

开平区建置前为唐代石城县，县治在今开平镇，建置或徙治时间在唐万

岁通天(696～697年)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之间，属河北道平州。经历
唐、契丹、五代十国。辽建国后，属南京道析津府滦州。宋、金年问，曾改称

临闾和清州，后复称石城县。元至元五年(1268年)撤置并人义丰县，义丰县

治倚滦州城内；至元十六年(1279年)实行行省制，属中书省永平路滦州义丰

县；明洪武二年(1369年)撤义丰县，辖境属滦州和丰润县。永乐元年(1403

年)，将设在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市)的开平中屯卫(军队组织)徙置石

城废县地；永乐二年(1404年)，滦州始编屯社，旧石城县治编为义丰社开平

镇，开平得名。清、民国沿用明制至1948年12月开平解放。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辖境由解放区人民政权同日伪和国民党政府，
插花建立政权，更迭频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辖区归属唐山专署、唐山市管辖，区划多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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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至1956年10月，经上级批准，将碑子院、洼里、缸窑三个区合并为唐山市

郊区，本区正式建置，归属唐山市管辖，辖16个乡镇，186个行政村。此后，辖
区又经历了撤置、复建、扩大、合并、减少等11次变动，至1992年11月，最后

一次变动为现辖区，共辖6个乡镇，132个行政村，6个街道办事处，99个居民委

员会。

三、自然环境

本区范围地层基底岩为元古界震旦系和古生界寒武系，地质构造基岩以寒

武系、奥陶系石灰岩为主。地貌属冀东滦河(近期陡河)洪冲积扇堆积而成的

山麓平原中部，总的趋势是北高南低，中部隆起，分为山麓平原、冲积平原、

丘陵、人工地貌(采煤塌陷洼地)四种，以平原为主，占69％。气候属东部

季风暖温带滨海半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 1℃，极端低温一22．7℃，极端高温

39．6℃。平均无霜期182天，雨热同季，年均日照2654．1小时，平均降雨量636．1

毫米。水量比较充沛。陡河、石榴河贯穿全境，流域为210平方公里。地下水因

受采煤影响，部分村庄水位较深，妨碍采取。全区土壤分褐土、潮土、水稻土3

个土类、6／i"-亚类、29个土种。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96．9％。城乡绿化、林木覆

盖率超过13．2％，1991年率先实现全国平原绿化达标。

四、自然资源

到1998年全区有耕地1 1073公顷。矿产有煤炭、铝矿石、矾土、陶土、石灰

石等lO多种。水产有鲤鱼、鲫鱼、河虾等10余种，淡水养殖水面850公顷，野生

动植物有兔、黄鼬、老鼠、野鸭等50多种动物及曲曲菜、车前子、枸杞子等100

余种植物。

五、行政区划

1 993年1月1日区划变动后，辖开平镇、栗园镇、双桥乡、洼里乡、越河

乡、郑庄子乡及132个行政村和开平、马家沟、税务庄、荆各庄、二十二冶、陡

电6个街道办事处，99个居民委员会。1998年全区总人151260960人，其中非农业

人口143505人。有汉、回、满、壮、蒙古、藏、俄罗斯、瑶8个民族，汉族人口
占98．14％。

第二节经济

一、综合经济

1956年建置后，确立了加快农业发展，支援城市工业建设，适度发展本区

工业的思路，工农业齐头并进。当年完成工农业总产值1507．5万元，其中农业产

值1210．6万元，纯收人997．06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61元，职工年均收入197．7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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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57年后，在“二五”至“六五”计划期间，全区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壮

大。1978年全年完成工农业总产值1．05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582万元，农业产

值为4845万元，农村经济纯收入3762万元，人均纯收入128元，职工年均工资
5 16元，分别是1956年的6．96倍、4倍、3．77倍、2．09倍、2．61倍。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全区经济飞速

发展。1998年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9．08亿元，是1978年3582万元的29．64倍，

20年年均递增24．6％。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495元，职工年均工资467 l元，分别

是1956年的57．3倍、23．6倍、1978年的27．3倍、9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生活消

费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用于生活的费用人均达N3169元，是1978年的4．6倍，

年平均递增17．4％。1978年后，多种经济成分同步发展。1998年公有制经济完成

增加值3．05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完成4．82亿元，私营经济完成20．02亿元，港、澳

台经济完成1923万元，外商经济完成875万元。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48％、

16．57％、68．84％、0．66％和0．3％。私营唐山大成线材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创

业，20年逐步发展壮大，到1998年拥有固定资产8000多万元，员工1200多人，

年产金属线材5万吨，利税400万元，1996年被河北省政府命名为“河北省骨干

企、秽。

二、产业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本区实际出发，逐步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

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导，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富裕农村”，发展城郊型经济

的指导思想。强化农业基础地位，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和私有经济。经过20年的不断发展壮大，到1998年，实现农业增加值1．91亿元，

工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17．2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9．97亿元，分别是1978年1319

万元的14．5倍，1482万元的127．6倍和781万元的14．8倍。20年间年均递增分别是
14．38％、26．8％、27．44％。

三、特色经济

第一，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即：农田建设高标准、

农业生产高效益、耕种收割机械化。1998年已建成3个农业龙头企业、4个生产

基地和与其相配套的农产品销售市场。3个龙头企业之一的华丰养殖公司已成

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热带鱼繁育基地，被省政府命名为河北省“百点农业示范工
程”。全区养鹿、美蛙等多种稀、特牧渔养殖发展迅速，1998年完成产值1．19亿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4．5％。

第二，工业企业高速发展，到1998年，有钢铁、煤炭、陶瓷、机加工等各

类企业10000余个，其中有一定规模和生产水平产值超千万元的30余个。年创产

值66．83亿元，是1978年5644万元的118．4倍。半壁店钢铁(集团)公司，拥有18
家钢铁企业，固定资产达6亿元，年产钢锭、钢材各50万吨，是一个从炼钢到轧

钢门类比较齐全的中型联合钢铁企业。1993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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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乡镇企业，成为远近闻名的驰名企业。

四、基础设施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平区在基本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水利建成容量3亿立方米的陡河水库，16座小型水库和100多处扬水站、点，打

机井2700多眼，平原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城乡道路形成公路网络，津唐高速

公路贯穿南北。过境国道有唐(山)汀(松汀)、唐(山)榛(子镇)、津

榆、银河(唐山一新区)、唐兴(隆)等。乡村公路发展很快，到1998年底，

有128个村通柏油路，占全区村庄的98。8％，长113．5公里；城乡建设道路曲折，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8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

旦。震后全区人民竭尽全力，进行大规模的复建工程。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

城乡面貌呈现一派新气象，城镇高楼耸立，鳞次栉比，农村街道整洁，房舍新

颖，公建和居民住宅得到复建和发展。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27．1l平方米，

基本形成每户一个院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14．1平方米。1996年新扩建的开平新

城区占地0．75平方公里，已完成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小区“七通一坪”，文化

品味及风格独特，现代化城市设施配套齐全。1998年小区被评为“全国城市物

业管理优秀住宅小区”、 “河北省城市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小区”和“全省花园
式住宅小区”。

五、人民生活

开平区小康区建设起步较早，1989年实施《五。工程》(即重点发展50个

村的经济)。1990年又开展“亿元村”工程，并提出“瞄准全国先进找差距，

提前三至五年奔小康，争取早日跨入全国先进县区行列”的奋斗目标。全区人

民经过5年的拼搏，到1994年，全区6个乡镇工农业生产总值均超过亿元，开平

镇达至m]20亿元；132个村中出现6个亿元村，58个村产值超千万元，年产值千万
元以上的企业29家，500万元以上的企业60余家。全区农民90％的收入来自乡镇

企业。在农业部召开的全国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有4个乡镇、54"企业被命名
为“全国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企业”。在河北省乡镇企业百颗星和400

强综合实力评比中，有10家企业被评为百颗星，10家企业人选400强。开平镇获

“河北第一镇”、 “中国乡镇之星”，半壁店村获“河北第一村”光荣称号。

按照《河北省小康建设计划纲要》和《小康村生活标志的具体标准》的规定，
人民生活质量、人均纯收人、消费支出、九年义务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场馆

建设等九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标准要求。1995年初，圆满通过省、市严格考
核验收，并获得了“小康区”、“小康乡镇”、 “小康村”荣誉牌匾。居民收

入增长，生活富裕，城乡储蓄滚动翻番，1998年全区储蓄余额15．01亿元，人均

5757元，是1978年1297万元的1 15．7倍和343元的16．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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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政治

一、重要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
展，推进了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20年来，做了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重要决策，

其中主要有：①摆脱“以粮为纲”的束缚，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从1979年贯

彻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到1984年，逐步确立

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导，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富裕农

村”的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打破了多年以来形成的单一种植业结构，实现

了第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到1998年，占50％的农村劳动力转向第二、三

产业，农村工业在全区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在80％以上，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结

构。②大力实施“科教兴区”，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③以公有制经济为

主体，鼓励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到1998年，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达1．3万

多户，其中私营企业433户。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2．27万人，创经济总量占全

伛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④实施外向带动战略，扩大对外开放。 “三资”

企业从无到有，逐年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水平不断提高。⑤建立完善计

划生育管理体制，使这项基本国策全面落实。1998年计划生育率达99．61％，人

口增长率1．25％D。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⑥1996年作出《关于加快农村城市

化建设的意见》，以新城区建设为重点的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平房改楼房工作取
得明显进展。

二、村民自治

自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河北省基层民主政

：治建设管理条例》颁布实行后，本区132个行政村全部实行直接选举村民委员

会。村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踊跃参选竞选，民主气氛

‘很浓。郑庄子乡李各庄村农民白艳春和李广先拿出竞选条件和当选后的“施政
纲领”，在村民中发表竞选演说；开平镇小陈庄村选举时，将主持正义抵制原

．村委会中不正之风的盲人郝恩旺选人村委会当委员。通过贯彻组织法和管理

’条例，132个村都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开展“两议六公

开”。，有力地推进了本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三、法制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一府两院”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执行，是区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能。自1981

年至1998年底的六届区人大常委会，依法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54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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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222项；对重大问题作出决议和决定180项；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892
名，较好地行使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决定权和任免权。1996年开始执

行“两错”责任追究制和大要案报告制度。对6起典型案件实施了跟踪监督，

其中纠正改判了一起。1996、1997、1998年3年来，共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210件次，均按职权范围批转，督促有关部门进行了处理，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

四、勤政廉政建设

这项工作是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党纪检查、执政监察监督发展而来的。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依据形势发展需要，建立健全了各项强化监督制度，实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融“责任、目标、监督、警戒、考核、追究”于一体。

实行政务、厂务、校务、村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推进党风和廉政建设。坚

持“从严治标，着力治本，标本兼治”的原则，在严厉惩处腐败现象、腐败分

子的同时，注重从源头上加大治理腐败力度。自50年代至1998年底，全区共处

分党员干部1367人，其中466人被开除党籍，8人被开除公职，11人被撤职，其

中有副县级干部1人。由于勤政廉政工作成绩显著，1990和1997年度，区纪委两

次被评为唐山市先进单位，并有47个单位、70名个人受到表彰。

第四节教育科技文化

一、教育

开平区教育事业起步较早。据史料记载，元至元五年(1268年)，开平就

建有石城县学宫。清代设有多处“专馆”、私塾及义学和学堂。民国年间有40

余个村庄将寺庙改建为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在开平镇兴办了滦州

第二高等小学校，80多年来，不少名人志士，在这所学校接受启蒙教育。我国

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就毕业于这所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辖境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到1998年底，全区有各类学校81所，建筑面积19．7万平方米。其

中师范、职业学校各1所，普通中学12所，小学及幼儿园67所。在校学生29950

名，教师2480名。50年来，教师们的辛勤耕耘，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党和
政府的表彰，仅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就有94名教师被命名为省、部级优秀园
丁和先进教育工作者。从1979年起，还开办了成人、职业、农技、广播电视函

授等多种形式的教育。由于各项教育事业均取得好成绩，1986年被河北省委、

省政府授予“尊师重教先进单位”。

6

二、科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技术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得到发展壮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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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50年来，获185项科技研究与科技进步成果奖，其
中国家级5项，省、市级180项。70年代中叶，由陈成钧研制的LZPSD一55型油泵

试验台，荣获197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年开平区被国家科委命名为全
国“科技工作先进区”。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开平区的社会

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平区的文艺、卫生、体育、广播电视、文化
古迹等项事业得到充实和发展。1986年建立区文联，有10个专门文学艺术协

会，会员300多名，其中国家级会员1名，省级40名。文化设施有院、馆、站、
所140多处。创作、演出的作品及剧目在省、市获奖。王国新所著《神眼渔郎》
一书，获中国首届北方民间文学奖一等奖。体育工作不断进步，软硬件设备
齐全，多次在省、市竞技体育比赛中夺魁。1992年，开平区被国家体委命名为
“全国体育先进县(区)”。卫生医疗得到普及，已形成区、乡、村三级卫生
网络。全区有医疗机构8家，拥有床位213张，各类医务人员326名，现代的医疗
设备齐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方甲状腺肿得到有效控制，其他烈性传染病已

经绝迹。计划免疫提前达标，被卫生部授予“全国计划免疫工作先进单位”。
作为现代传媒体的电视机，住户拥有率达100％。

四、精神文明建设

历史上本区曾以民风淳朴，公德高尚，村乡互助，令B里、家庭和睦而著

称。解放后，在五六十年代，全区开展“热爱新国家”和“学雷锋、树新风”

教育；80年代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进一步学雷锋活动，全区有学
雷锋小组4061个，1．3万人做好事1．27万件。1979--1986年，全区涌现“五好家
庭”2．26万户，其中出席全国的5户，出席省的24户；文明村84个；文明单位96
个。90年代，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精神，实施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至11 1998；年底，全区有45个文
明村，264个文明单位，其中省级文明单位2个，市级文明单位20个。

第五节名人要事

一、名人

赵养蔚，男(1578—1637年)开平镇人，明万历年间举人，抗后金及解救
京师危难有功，晋升为尚宝卿，卒后皇帝嘉奖准立祠，三代为官。

王克儒，男(1913—1947年)双桥乡人，革命烈士。L 938年6月，任中共唐

山市委书记。1947年2月，任冀东行署财政厅长时牺牲。

张庚骥，男(1930．3一)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石油工业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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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专家”称号，著有《电法测井》等。

二、要事

清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清廷在开平镇挂牌，建立“开平矿务局”，

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煤矿。

清光绪二十一年(1 895年)，直隶省提督聂士成，创办直隶开平武备学

堂。聘请德国人沙尔、库恩教授外文及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光绪二十四年，

第一班200名学员毕业，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毕业于此校。

宣统三年(191 1年)八月，清廷举行“永平秋操”，观操总监贝勒载涛在

开平镇“通永镇镇守使署”设行辕。

1912年1月7日， “滦州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参谋长白毓昆等，被通永镇

镇守使王怀庆杀害于开平镇。

上文系作者1999年5月向《河北省志·市县区域志》提供的关于开平区简况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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