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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区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

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的一部社会主义新区志。它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

果，具有深远的意义。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志书的资治作用，历来为有志之士 、

所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贯彻实施，政通

人和，人心思治，百业俱兴。藉此，中共台儿庄区委、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决定编纂’．f'

《台儿庄区志》。几年来，史志办公室和区直各部门以及各乡镇从事专业志编写的

同志付出了艰苦的劳动，默默无闻地从事细致的工作，结束了台儿庄区无地方志

书的历史，实现了人们的夙愿。

古人云：“人不知古今，牛马而襟裾，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

谓之陆沉。"古往今来，台儿庄地区人民和有志之士不仅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物质财

富和精神文明，而且在反压迫、反剥削和反侵略的斗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诸如刘平的幅军反清起义，尤民的反袁(1it凯)活动，运河支队等地方武装的抗日

斗争，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中日台儿庄战役，歼灭侵华日军1万多人，台儿

庄被中外人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台儿

庄地区的英雄儿女义无反顾，大力支援前线，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保家卫国尽到了

应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光荣义务。

《台儿庄区志》全面记述了全区范围的自然、地理、区域、建置以及农业、工业、

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建国后，全区人民为台儿庄的 、

振兴和发展，治河修渠，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变水害为水利，实行科学种田，建

设粮棉生产基地，促进了农业发展，现已跃进全国农业翻番县的行列。区属工业和

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现已初具规模，工业总产值所占全区工农业总产

值的比例逐年提高。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得以改善，正向小康目标迈进。凡此，在新

区志中均如实记载，使人们了解这一地区的自然、社会的变化，以史为鉴，因势利

导，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无疑是会大有裨益的。

． 郑世瑛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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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台儿庄区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尔后按事业门类分辑28编，最后为人物

和附录。体裁采用志、记、传、述、图、表、录，以志为主。 ，

二、本志记事时限上自1840年，下至1985年I为保持记事的完整性，彰明因

果关系，有的事业门类上限追溯有所突破，下限不延。

三、本志的编纂坚持求实存真，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力求体现时代特

征，突出地方特点，着重记述建国后，特别是建区后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

四、按照现行行政区划贯通古今立志，因隶属多变，有的记述为交待清楚背

景，有时涉及辖区外。
’

五、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以记载史实为主，一般不作议论评论。

六、地名、山川、历史朝代、政权机构、党派团体和官佐等称谓，遵照史书和统

一标准用法，使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文中“建国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时间。

七、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前加注朝代年号。除摘录文字和传统通用汉

字字码外，凡公元纪年、表述数据，均用阿拉伯字码。

八、本志坚持“以事系人，生不立传"原则，立传入志者以对台儿庄地区社会发

展作出重大贡献，并有重大影响的本籍已故人物为主，个别劣迹昭彰的历史罪人，
亦入志作为反面教员。

九、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档案、旧志、史书、报刊、专著和专业部门提供的资

料，部分采用口碑资料，除在记述中已说明者外，其余不再注明出处。

十、本志中的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非统计部门的数字，使用区

直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认可的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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