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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的首要目的在于“资治”，我们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理所当然的应服从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要求，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强大祖国服务。宣化区志编纂工作开始以来，我一

直坚持上述观点，并始终以之与全区编志同仁共勉。

宣化既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座新兴工业城镇；既存古韵，又绽新葩，珠联璧合，

蜚声塞外。不过，宣化工业，虽然解放前即已兴起，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更有长足进展，取得

了不少的辉煌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和坎坷。我70年代初即来宣化，

对之颇多体会，深感为使宣化经济摆脱困境，迅速腾飞，赶上时代步伐，为使宣化人民生活水

平迅速提高，早日进入小康，必须认真总结过去，以更好地规划未来。因此，如何充分体现中

国共产党在宣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和保证作用，如何正确的反映宣化重大政治、经济工

作的成败得失，从而为当前全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就应是宣化区志

编纂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根本任务。只有圆满完成此项任务，才能真正编成一部新的社

会主义地方志书；反之，编志工作必将流于形式。所幸全区编志同仁，于此皆有同感。修志中

始终抱定这一宗旨，锲而不合，辛勤十年，终于厥功告成。虽然由于水平所限，编成志书仍难

免瑕瑜互见，但就全书看，自始至终未曾偏离上述根本任务的要求。既如实反映了宣化区各方

面的历史和现状，为我们进行决策和制定规划提供了可靠依据，又充分显示了党在革命实践中

已煅烧得更加成熟，更加具有领导各项事业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增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决

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宣化的勇气和信心。这是很值得令人欣慰的。全书还基本做到了结构谨严，

内容翔实，语言流畅，图文并茂，不失为一部合格的志书。“十年一剑”，确也匠心独具，体现

了全区编志人员的勤奋与劳绩；志书编成，定将在各方面作出一定贡献。

宣化区志原定下限为1988年。为使志书能更多反映一些关于宣化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成

就，1994年续补了5年的新资料，志书下限后延至于1993年。续补工作中，对原志稿的体例

基本未作变动，补定志稿仍设《总述))、《大事记》、《镇，乡、街概况》和分别记述宣化区各行

各业的各个分志。全志一般只记述宣化解放以后的发展情况，个别内容上溯到明代、清代、或

更古远。总计全书共210余万字。

区志志稿，编写中即曾多次进行评议和审改，编定后又经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和张家口市方志办公室联合进行了终审，并认真按终审意见修改后方交付出版。虽然如此，难

免仍存疏漏，敬希海内名家多予指正。

修志过程中，各驻宣单位对修志工作大力支持。提供历史资料，介绍现实情况；有求必应，

不厌其烦。谨在此表示感谢。

中共张家口市宣化区委书记

一九九七年五月 加懈之1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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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书记述各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既为今人提供翔实资料，方便各界志士

仁人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创建辉煌事业；又为后人留下珍贵史料，供其学习研究，从

而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地方志书这种“存史”、“资治”作用，确使编修

方志成为利在当代，功垂千秋的不朽事业。我莅任之初，即参与领导组织《宣化区志》付印出版，

实感荣幸。

新编《宣化区志》内容广泛，门类齐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风土人情，凡应

予记述者，均基本涉及。一“志”在手，宣化区各行各业尽收眼底；无愧于“社会主义新方志”

称谓，确非旧志所能比拟。宣化旧有((宣府镇志》、《宣化府志》，《宣化县志》、《(宣化县新志》。《宣

化区志》与其相比，则立意更新，内容更为丰富。

新编区志不仅门类齐全，而且记述得当。应详则详，应略则略，做到了不枝不蔓；叙事脉络

清晰，突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反映出成败得失的内在规律，志书还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各

项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反映了党领导全区人民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使人深受鼓舞，

并增添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开发和发展经济的信心和勇气。

编写区志，全区动员了方方面面的力量。众多行家里手参加进编志行列，收集资料，编写志

稿；不计报酬，不畏艰苦，为编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逐级评审过程中，又邀集了众多老领导、

老同志审阅志稿，核实已有资料，提供新的线索，论证得失是非，总结成败因果，为完善志稿作

出了新的贡献。这充分体现了“众手成志”的精神。

正是由于全区编志工作人员在整个编志过程中集众思，广众益，并勤奋刻苦，《宣化区志》方

能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呈现在全区人民面前。我为宣化区编成这样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而高兴，更

为体现在编志过程中这种集思广益、刻苦勤奋的精神叫好。

盛世修志，其目的不仅在于记述各项事业已有的光辉成就，更重要的是着眼未来，为正在进

行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多方面服务。当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各项建设事

业都面临不少新的挑战和新的困难。宣化区同全国一样，既喜逢千载难得的机遇，又遭受几十年

来从未遭受过的困扰。在这机遇与困扰并存的关键时刻，我们只有迎难而上，勇建强区责任与义

务，绝无因循守旧、退缩偷安的权利；我们必须把握时机，顺应时代潮流，“以快补晚”，力促全

区各项工作都更上一个新台阶。从这个意义上看，《宣化区志》的付印出版，更不失为一件大事，

认真利用好《宣化区志》这部新编的社会主义地方志书，以充分发挥其“资治”作用，使宣化区

更为昌盛。

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政府区长

一九九七年五月 榀支亥



副主任：冷义元 吴忠孝杨树铭刘占魁 金树增 殷广平褚国儒柴 云

冯同义

委员

马 正

王昌发

刘文杰

庄礼民

杨文艾

武振明

傅世斌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育德 马春和 万国平孔有明 毛志仁 王世璋王世赢 王永夫王秀卿

王通川 王效曾 王培民 王德全 王耀文 支 孝 厉明星 刘义军 刘文华

刘仲羽 刘全保 刘淑桂 刘福成 刘 璞，吕宝镶 任宝江 师玉春 字子哲

陈景山 陈德刚 李兴子 李春山 李海清 李大舟 李彦平 吴树宝 辛 秀

杨本源 张风山 张连香张祥 张 密 张登全张静宇 孟清琦武建国

武福运郝尚坡俞永忠赵启明 赵淑梅 唐佃卿徐兆锡 崔守礼童德平

韩春旭潘中宏

宣化区志编审小组

编 审：孙怀庆

第一副编审：杨文宝

副编审：冷义元胡俊林吴忠孝 田红东滕进业王永夫金树增王屏 张祥

尹恩如潘中宏

宣化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以任职先后为序)：王永夫张祥张连香童德平

副 主 任：李兴子

宣化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

主编(以任职先后为序)：张祥张连香李大舟童德平李彦平

副 主 编：潘中宏 李兴子 厉明星 郝尚坡

分 编：李殿义张晓云刘明霞张光森曹终忍

区志编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正 于志诚 于新民 车裕金邓秀珍邓志静孔有明 王世璋王世赢王永藻

王彦华王效曾 王振忠 王黎民 白基瑞冯冠扬 冯维光冯惠芳芦隶安 成建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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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续补工作新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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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的历史和现状。
2、本志所记，时间上以宣化市与宣化县分开设置之后为重点，各项事业中以区属企事

业为主，力求突出宣化区的特色。

3、本志上限不求一致，视所记事类具体情况决定；下限断至l 9 9 3年，但搁笔之前

的重大事件仍一并收入。 ，

4、本志采用小篇结构。《总述》、《大事记》之后平列各篇；各篇按类序排，首列自
然环境各篇，然后将政治部类置于其他部类之前；篇 下分章、节，节下如需设目，用汉字

“一、二⋯⋯"表示。
5、宣化是发展中工业城市，外地人不断迁来定居，并对宣化各项事业多所贡献，故《人

物志》不限记本籍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在世人物突出事迹在有关章节中用“以事
系人’’方法适当记述。

6、本志采用记、传、图、表、录等诸体相结合的体例，各体分隶有关章节中，力求图
文并茂，文表配合。

7、本志所记一般限于境内。但遇只记当地难于说清问题时，对境外有关情况作必要交

代。

8、除《大事记》一律用公元外，行文中，民国以前年代用帝王年号，夹注公元；民国

时期用公元，必要时夹注民国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9、宣化1 9 4 5年9月8日第一次解放，1 9 4 8年l 2月7日第二次解放，两次“解

放"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故本志记述旧中国时期，一般称“解放前”。，称。解放

前"时，除明记第一次或第二次解放者外，多为泛指。

l 0、本志用现代汉语写记，但不避用已通行常用的文言词语，以求文字简练朴实，流

畅典雅。

l l、本志表列数字，钱币以l 9 5 5年发行的人民币为单位；实物一般用国．家规定的

现行度量衡单位，个别用当时行业通用单位，但适当注明。
I 2、本志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地方组织或基层组织，除必要时记其全称外，一般

简记为“党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党委’，，“党总支，，，‘‘党支部，，
等，或“党的⋯⋯”(方针、政策等)。

1 3、1 9 9 1年庞家堡始划属宣化区。为使某些统计数字能前后比较，从而如实反映
宣化区原辖境内某些事业的发展变化，有关统计表仍只统计宣化区原辖境内的情况。庞家堡

的有关情况另外列表统计，或另作文字说明。

l 4、由于文献资料不全，必要时本志采用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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