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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成安县志》编成付印，这是我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

中的一件喜事，。特表示祝贺。 ．。

成安县位于古黄河之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春秋时的乾侯城，是全国最

早的一批城镇之一。战国时期的赵长城，曾蜿蜒矗立于今成安县境。在这块广裹

的土地上，曾演出过多少或慷慨、或惨烈、或悲壮、或缠绵的人间活剧，涌现出

多少勤劳、勇敢、可赞可佩的仁人志士。他们反抗压迫，抵御外寇，其行动惊天

地、泣鬼神。他们肯于吃苦，富于创造，用汗水将这片原野耕耘成著名．“棉乡”。

过去的成安，曾经辉煌；今日的成安，继往开来。弭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

开放方针指引下，正在抓住机遇，团结拼搏，为把成安建设得更加美好富裕，创

造更加灿烂的辉煌而努力奋斗。

修志旨在资政。值此改革盛世，我们编修新县志，记述成安自然和社会变

迁，缅怀先辈创业之坎坷曲折，探索前人治理之经验教训，将其长存史册，不仅

可戒励后人，更可服务当今，这对于我们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开阔思路，加快

发展步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编《成安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分析历史，反映历史，突出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一主题，弘扬了历代人

民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和传统美德，这是与以往旧志的立场、观点之大不同

处。新志书在辑存数千年珍贵的历史资料的同时，又遵循“略古详今”的原则，以

大量篇幅记述了成安县近现代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翻

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事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既

记载了各个方面的进步和成绩，还如实记载了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挫折，读后令

人掩卷沉思，可从中悟出许多道理。

：志以载道，鉴往知来。愿新县志的出版，能对立志振兴成安之士有所咨考，

有所启迪；能为成安人民同心同德、继往开来、再创新业发挥应有的作用。 、：

中共成安县委书记孙树林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八El

l

l≯
f



2

序 二

新《成安县志》经诸位编撰同志辛勤努力，即将面世，甚感欣慰。

修志存史，向为历代所重视。成安县明、清、民国时期曾数次编修或续写县

志，辑存了大量历史资料，实属可贵。上一届修志已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之

事了，至今卯余载。其间，在成安这块土地上，风云变幻，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

之举?世事沧桑，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四十

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许多重大事件，诸物沿革变迁，如不及时记录下

来，作为前车之鉴，那将愧对后人。尤其是当前的改革大潮波澜壮阔，正激励着

成安人民开创新业，奔向小康。要建设成安，更需要了解成安，熟悉成安的县

情。因此，编修新县志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1年4月，我受命来成安工作，得知县政府已于年初聘任主编，聚集俊

秀，修志工作已经起步，心中甚喜，遂在人力物力上尽力给予支持，排忧解难，

促其顺利进展。一部志书百万余字，涉及古今方方面面，须搜集大量资料并加以

考证，花费很大精力进行编纂撰写，没有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何以能成?令

我高兴的是，主编常运锋率同诸位编撰同志不负重望，满怀热忱，纵笔文案，夙

兴夜寐，呕心沥血，在有关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鼎力相助之下，一年征

集，两年撰写，三年成稿，其精神和效率，不能不令人感佩。

这部县志为新编通志，横排门类，纵贯古今，全书共分”卷，以大量丰富翔

实的资料记载了成安县的地理、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典

型人物等各方面的情况，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均非历届旧志所能此，堪

称本县一部“百科全书”。志稿在编写过程中，广搜博采，实事求是，寓褒贬于记

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衷之内，注重思想性和科学性，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色。我相信，这部志书定能成为“资政之书、教化之篇、存史之册”。

《成安县志》是成安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各界通力合作的成果。在此，

我谨向所有为志书做出贡献、付出辛劳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原成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刘志民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八日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今成安县所辖地域为限。

三，本志为通志，纵贯古今，重记当代。上限不限，力求溯至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

于1990年，个别相关联事物至搁笔时止，并在《附录》中简述断限后至本志编纂期间之

发展概要。

四、本志卷首设概述，钩要提玄，综述县情。卷一为大事记，以时为序，纵记要事。

卷二至卷三十四为主体部分，横列门类，纵叙史实，分别记述本县政区建置、自然环境、

人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习惯、人物等各方面情况；卷三十五为附录，将各

专志难以包容之重要资料载人，力求全面详尽地反映成安县全貌。卷尾简介本志编修始

末。各卷视需要划分章、节、目几个层次。
1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体为主。

六、本志除引用古籍文字外，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

于记述之中。

七、本志所记机构或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本志所

说民国前期，系指民国元年(1912年)至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7月7日)时期；解放

前、后，系指1945年9月3日成安解放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系指1949年lO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八、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入传人物均系对社会有较大贡献或有一定影响的已故

知名人士；以本县籍为主，并有曾在本县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物，分别以卒年为序排列。

对有突出建树的生人，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篇章。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当时的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

用国家现行规定使用的计量单位。

十、数字书写，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下达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一、各项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局编印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不足部分以有关部

门提供数据为准。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史籍、报刊、专著以及各部门提供的分志初稿和收集的口

碑资料，均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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