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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举。伴随着二十一世纪第

生了，甚是欣慰。

前就有人类聚居；四千多年前

“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现城区)。；二千多年前，安次、文

安、大城、固安都已建县。现境域夏商处冀州之地，战国秦汉于蓟燕

之野，晋唐属幽州之域，元明清为京畿要冲。今东临渤海，西望太

行，南连平川沃野，北倚京都燕山。气映西山之嵯峨，灵分津门之澎

湃。日月光华沧海桑田造就了廊坊之民风淳朴、物华天宝＼地灵人

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善良、

智慧的廊坊人民，利用＼创造和延续了人类文明，谱写出一曲曲可歌

可泣的雄浑乐章。黄帝逐鹿麈兵经过廊坊。宋辽国界分廊坊于南

北，杨家将守三关演义英雄悲歌。明朝中叶，刘六、刘七揭竿起义，

狂飙席卷半个中国，令明京都三次戒严，。几回月下敲金镫，多少英

雄丧胆寒一。清朝末年，廊坊义和团打响了中国人民反击。八国联

军”的第一仗。义和团民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和血肉之躯，成功地

扼制了敌人进军北京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标志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廊

坊大捷。廊坊人民爱好和平，但是，在外来侵略者面前从来没有屈

服过。抗日战争中这种英雄气概又一次得到体现。

建国后，廊坊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努力建设自己

f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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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o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

是1989年廊坊建市以来，廊坊人民凭借聪明才智勇立改革开放潮

头，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不畏艰苦＼百折不挠、锐意进取，创造和形

成了。团结＼求实、创新、图强”的廊坊精神。全市人民在党中央＼国

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自我加压＼负重

奋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图强进位＼创优争先。嚣按照科教开放兴

市＼项目人才带动、多元多业发展＼两个文明并进的具体思路，实现

了全市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再铸了历史新的辉煌。人民生活富

裕，安居乐业。廊坊正向。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打迈进，成为镶嵌

在京津走廊上的一颗明珠o

《廊坊市志》是一方之全史，具资政、教化、存史，立德＼立功＼立

言之功效。居官为民，知邑内山川之险易，田土之肥瘠，风俗之习

惯，规制之沿革，民生产物之殷耗，乡闾百载之事态，方能博采而兴

旺，居于不败之地o。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知更

替，方有治兴衰之良策。编修《廊坊市志》工程浩大，市志办公室及

全体编写人员，简牍盈积，驰骋古今，集思广益，年经邑纬，直言秉

笔，夜以继日。志稿数易书成于今日，劳苦功高可与志同辉。

盛世修志。廊坊社会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进程之中，前程似锦

势不可当。愿廊坊更加美好，廊坊人民富庶吉祥。

中共廊坊7tr委书记王学军

廊坊市人民政府市-R, 孙建群

二零零一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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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坚持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廊坊市自

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反映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o

2．结构采用编、章、节、目。各编按现行行政管理部门职能与事物性质相

结合的方法设置，具有廊坊地方特色的事物单独设编。编下设章、节、目，横排

门类，纵述史实。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以文字记载为主，兼用图、

表、照片。使用语体文记叙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议，寓观点于事实记述之中。

3．记述地域范围。为廊坊市1999年所辖的安次区、三河市、霸州市、香河

县、大厂回族自治县、永清县、固安县、文安县、大城县。为保持史实的完整性，

一些地方记述的地域范围有所突破。记述地域称谓，1949年8月以前称廊坊；

1949年8月至1989年4月先后称天津专区、天津地区、廊坊地区；1989年4月

以后称廊坊市。辖区、境域、境内均指1999年廊坊市行政区域范围o

4．志书上限尽力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9年底，个别之处写到

2001年6月。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简略叙述中华民国以前的史

实，重点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廊坊建市以后各行各业的飞速

发展与变化o

5．1949年以前使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含本年)以后使

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除公元前的年份外，省略“公元”二字。用年代所表示

的时间特指20世纪的某个lO年。如：80年代指20世纪80年代。志中行政

机构启用新名称时，时问为正式挂牌办公时间。廊坊义和团运动用公历时间

纪事o

6．机构名称、历史地名、官职、计量单位等，均按当时的称谓。廊坊地名书

写变化频繁，本书除个别处，一律用廊坊。志中1982年3月至1989年4月的

廊坊市为县级市。对于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国

共产党简称中共，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廊坊(天津)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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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中国共产党廊坊市委员会简称市委，廊坊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建国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志中不冠名的省为河北省，不冠名的专区、地区、市均

为天津专区、地区，廊坊地区、廊坊市。不冠名的党为中国共产党。

7．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收入本籍人物为主，辅以客籍人物。本

籍人物重点收入在历史、社会上有过较大影响的革命烈士、领导干部、艺术家、

知名学者、知名人士等，也包括少量劣迹昭彰的反面人物。所收客籍人物是曾

在廊坊工作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知名人物。立传人物不分类别，以卒年为

序排列。人物表收录本籍建国前相当于现在副省级以上职务的官吏或具有少

将以上军衔的军事将领；本籍从古至今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各行各业人物；

本籍建国后党、政、军各界副省(军)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本市受中共中央、国务

院、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国家人事部表彰的先进人物。人物表

按任职时间、出生年月、职务级别和受表彰时间排序。立传人物，人物表中不

再反映，同一个人物只在一种人物表中收录。

8．各种数据一般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使用主管部门

提供的数据。数字、简化字、标点符号的用法，分别按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1996年6月实施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1986年10月公布的《简

化字总表》和1996年6月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本书“文化大革命”多
为时间概念，故不用引号。

9．计量单位的用法，1984年以前依照各历史时期的通常用法，1984年以

后一般使用国家颁布的标准计量单位。志中计量单位斤指市斤。计量单位用

汉字或英文符号表示o

10．资料主要由廊坊市直属各单位、所属各县(市、区)和驻廊单位提供。

其次从档案馆、展览馆、正史、县志、报纸、专著、刊物中搜集和摘录，少量来自

有关人员回忆。入志资料均经过了考证、鉴别，未注明出处。有些珍贵资料用

附录形式载入，置于相关编章之后。注释采取随文括注或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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