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束 州

束城镇人民政府

一I▲
一-▲

j阶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束州志》编纂委员会

阿碉
I．．．．．．．．．．．．．．．．．．．．．．．．．．．_J

戴永泰

张振全

杨庆林

崔树民

田铁路

范增良

张文汉

负广志

徐会来

武丙坤

高俊娣

王记柱

田墨松

刘发义

赵玉增

姚中青

李锁桥

王学恩

陌稠
I．．．．．．．．．．．．．．．．．．．．．_J

田围福

王铁志

马文献

马彦群

高文增

李五营

《束州志》主审委员会

主 审： 张振全 徐会来

办公室主任： 赵玉增

副主任： 赵堪 张国信 张树坡

特邀顾问：

主 编：

编 委：

摄 绘：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秦根祥

郝洪儒

张国信

王寿图

李平均

束州志编辑部

郝双良

高宝宏

刘凤莲

范围良

李铁壁 张锡武 范余曾 曹明贤

王耀杰 陈俊发 赵福林 谭占国

马占宝

校对

任稳杰

杨庆林

张国信 王寿图 谭占国 张铁牛 刘云彩

王虎臣 王忠全 王耀杰 李福祥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束州志》编纂委员会

阿碉
I．．．．．．．．．．．．．．．．．．．．．．．．．．．_J

戴永泰

张振全

杨庆林

崔树民

田铁路

范增良

张文汉

负广志

徐会来

武丙坤

高俊娣

王记柱

田墨松

刘发义

赵玉增

姚中青

李锁桥

王学恩

陌稠
I．．．．．．．．．．．．．．．．．．．．．_J

田围福

王铁志

马文献

马彦群

高文增

李五营

《束州志》主审委员会

主 审： 张振全 徐会来

办公室主任： 赵玉增

副主任： 赵堪 张国信 张树坡

特邀顾问：

主 编：

编 委：

摄 绘：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秦根祥

郝洪儒

张国信

王寿图

李平均

束州志编辑部

郝双良

高宝宏

刘凤莲

范围良

李铁壁 张锡武 范余曾 曹明贤

王耀杰 陈俊发 赵福林 谭占国

马占宝

校对

任稳杰

杨庆林

张国信 王寿图 谭占国 张铁牛 刘云彩

王虎臣 王忠全 王耀杰 李福祥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束州志》编纂委员会

阿碉
I．．．．．．．．．．．．．．．．．．．．．．．．．．．_J

戴永泰

张振全

杨庆林

崔树民

田铁路

范增良

张文汉

负广志

徐会来

武丙坤

高俊娣

王记柱

田墨松

刘发义

赵玉增

姚中青

李锁桥

王学恩

陌稠
I．．．．．．．．．．．．．．．．．．．．．_J

田围福

王铁志

马文献

马彦群

高文增

李五营

《束州志》主审委员会

主 审： 张振全 徐会来

办公室主任： 赵玉增

副主任： 赵堪 张国信 张树坡

特邀顾问：

主 编：

编 委：

摄 绘：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秦根祥

郝洪儒

张国信

王寿图

李平均

束州志编辑部

郝双良

高宝宏

刘凤莲

范围良

李铁壁 张锡武 范余曾 曹明贤

王耀杰 陈俊发 赵福林 谭占国

马占宝

校对

任稳杰

杨庆林

张国信 王寿图 谭占国 张铁牛 刘云彩

王虎臣 王忠全 王耀杰 李福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束州志》编纂委员会

阿碉
I．．．．．．．．．．．．．．．．．．．．．．．．．．．_J

戴永泰

张振全

杨庆林

崔树民

田铁路

范增良

张文汉

负广志

徐会来

武丙坤

高俊娣

王记柱

田墨松

刘发义

赵玉增

姚中青

李锁桥

王学恩

陌稠
I．．．．．．．．．．．．．．．．．．．．．_J

田围福

王铁志

马文献

马彦群

高文增

李五营

《束州志》主审委员会

主 审： 张振全 徐会来

办公室主任： 赵玉增

副主任： 赵堪 张国信 张树坡

特邀顾问：

主 编：

编 委：

摄 绘：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秦根祥

郝洪儒

张国信

王寿图

李平均

束州志编辑部

郝双良

高宝宏

刘凤莲

范围良

李铁壁 张锡武 范余曾 曹明贤

王耀杰 陈俊发 赵福林 谭占国

马占宝

校对

任稳杰

杨庆林

张国信 王寿图 谭占国 张铁牛 刘云彩

王虎臣 王忠全 王耀杰 李福祥



笾

昭圈



原沧州地委书记 郭枢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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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沧州地区行政公署政协工委主任 秦根祥

贸束叫砻威芗矽业著于舀经叁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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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修志，实属首创。我们之所以进行这个实践，总是觉得：不把束州丰厚

的历史底蕴和成就卓著的现实记载下来，愧对先贤，遗憾后人。镇党委、政府年

富力强的领导群体，不仅具有驾驭当前经济建设的能力，亦富有珍重往昔文化遗

产的涵养。所以，一当动议编纂《束州志》，便把它当做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

事来抓，召开专题会议，把它决定下来，从人力物力充分支持。

修志的办公场所，是租用本镇一户闲置的、每月只有5(1元租金的老式民房；

院落的东侧是用长短粗细不等的木头组成的木篱笆，南面是半人多高的土围子，

院中央的枣树上，用编织袋搁挂着《束州志编委会》的牌子。再看室内，东屋是

条火炕，西屋是个通铺，中间各停放着一个方形吃饭桌子，两边便是修志人员的

被褥；两个迎门厨作为写字台，靠北墙的躺柜上摆放着分类材料的档案袋。把这

样的办公室称作冈陋就简，恰如其分。

修好志书，最重要的是掌握历史上各个朝代经过严格考证的、大量翔实的资

料。我们除在原有的较为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进行整理外，又到北京、石家庄、沧

州、本市文化馆资料室和周边市、县作广泛地搜集索取。属于本镇范围的，有价

值的古今事件，则深入到相关村庄，亲自察看实址、实物，找当事人、知情人座

谈了解，反复查证核实。对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够人志条件的知名人士、县、团级

干部，则通过长途电话、寄发涵件征集。上述活动，皆得到各个单位、各界人士

的及时反馈，有的老首长还特派自己的子女专程将材料送上门来，并附上热情洋

溢的书信。所有这些帮助、支持和鼓励，都使我们深受鼓舞，信心倍增。

《束州志》的编写班子(最多时6人，后又有调整减少)，由退休教师、离休干

部和年富力强、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爱好写作的中青年组成。大家同心协力，各

尽所能。有的老者，睡眠日减，往往半夜或黎明醒来，在难以继续人睡时，便构

思文章的段落，偶得良言佳句，立即按亮枕边的手电，及时笔录下来，可谓全身

心地投入。凡有写作经历的人，都有如此切身体会。

《束州志》的编纂，自2004年4月开始运作，至当年入冬时暂停。2005年继续

进行，到7月底基本完稿，历时一年。而实际工作时间，远远超出这个时限，我

们根本没有每周双休日之说，又因两度酷暑燥热，经常是在早晨五、六点开始工

作(机关上班是8点或8点半)，而轮流看管办公室值夜班的人，又往往在夜深人

静时誊抄草稿，称得上夜以继日。

《束州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一些重要文章，先由分工同志写成后，再由

第二人、第三人阅读，提出意见，反复修改。在最后定稿时，再对全志文章进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时打住，边读边改，字斟句酌。

细观周边诸市、县志书的编纂过程，少则五年六载，多则十年开外(13年)，

我们能在一年完成这部镇级志书，算是速成。正因为它是速成，才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是在保证质昔的前提下求进度的。这365个日日夜夜，修志者倾注了全部心

血，象母亲对待胎儿，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她。话说到此，愿借闻人常用比喻某

种事物的一句歇后语：“小炉匠钢铡刀——揽了个大活”。这不是随意脱口而出的

戏言，而是真情实况的实话实说。我们能为束城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而感到莫

大欣慰。

《束州志》的完成，不是少数几个人力能及，而是多方面的群众努力，即众手

成志。在这里，特向所有关注、帮助她诞生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朋友和同志，

表示深深的谢意!

另：尚有离乡背井散居全国各地的领导、名人，因多次联系未果，受时间、人

力、财力诸多冈素的影响，不能一一前往询访，不能一等再等，致使该人志者未

能收入，留下遗憾，仅向这些人士致歉。

人无十全，瓜无滚网。尽管我们做了最大努力，但终凶时间短暂，缺乏经验，

人少力单，水平有限，缺憾差错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张国信

2005年7月26日



序一

欣闻束城镇出版第一部《束州志》，不胜感慨。乡镇修志，谈何容易。如果

没有领导者们“人文也是生产力”的理念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悟性，如

果没有编撰者们在无可借鉴的条件下，从春到夏的辛劳奔波，从昼到仪的沥血

笔耕，这本《束州志》是无法跃然而前的。作为分管全市文史工作的我，应该

敬之，慕之，感之，叹之。

束城是河间重镇，古称束州。历史上曾两度设县，其城i重而同，也可谓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春秋时期，束城是齐国宰相鲍叔牙的封

地，其墓地现仍存于束城镇内。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元朗著名戏剧家关汉卿、

王实甫、杨显之，清朝乾隆等历史名人和帝王，曾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

大概与束城的得名有联系吧，束城人就和易水有了不解之缘。束城地处易

水和高河之间，受两河约束而得名，受两河滋养而发展。于是，束城人就有了

易水河边荆轲那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和锄强扶弱的豪侠气派，坚韧不拔的工作

意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束城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出了大批

革命先烈和至今还传颂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进入礼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束城人以拼搏的T作姿态赢得了经济和社会飞速发

展，赢得了镇、村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束城已成为河问市重要的保温

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其产品不仅行销伞国，而且打入了国际市场；镇区内建有

长达五里的商贸大街，每逢集日，交易额均达几千万元以上；全镇的工业总产

值、财政税收、农民人均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在全市位居前列。以上这些，

都为我们《束卅I志》的编撰成功奠定了有力的资料基石。

《束州志》的出版必将对束城发展产生巨大的资鉴作用，在我们餐飧这一成

果的时候，请不要忘}己那些为此而终日倾吐心m的已离退休的老师和镇志办公

室的同志们，他们的辛劳将和这《束州志》一起永远地载人束城人心中的史册。

在《束州志》出版之际，我写这几句话，以示敬勉，又权以为序。

河间市政协副主席戴永泰

2005年7月26日



序二

在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果的形势下，《束州志》的编纂丁作告

成。这是全镇人民政治、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当今束城镇，古称束州城，曾是县级编制，历史悠久，千载沧桑，底蕴丰

厚，人杰地灵。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挖掘整理，载人史册，服务当代，开创未来，

意义深远。生活、工作、奋斗在广阔区域的束城人民，勤劳朴实，坚强勇敢，

昔日饱受重重苦难，有着对敌和各种反动势力以及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光荣传

统，为我们留下了值得著书立传的光辉业绩。解放后，随着改革的春JxL，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历经各种变革，生活曲曲折折，但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的大

好时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束城步入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

业发展的快车道。广大群众凭着聪明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在各个领域、各个

行业创造fn了空前的业绩，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丁商业发展迅猛，形成我罔北方

保温和化丁材料重要的生产和销售基地。2002年，束城下业同区的建成，为民

营企业搭建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平台。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仪满足了国内市场需

求，还打人了国际市场。数里长街商店林立，车水马龙，百业俱兴，一个更加

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小城镇正展现在国人面前。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镇党委、政府之所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编纂《束州志》为的就是记载、保存、利用古今文化遗产，也作为一种乡土教

材或地方百科全书，更好的为经济建设和创造和谐社会服务。参加修志的同志

兢兢业业，广征博采，求真务实，殚精竭虑，辛勤笔耕，做f{{难能可贵的奉献。

值此《束州志》成书之际，仅向为本志做出贡献的各界同志表示诚挚的感

谢，并希望诸位渎者对本志所出现的纰漏提出宝贵的意见。

中共束城镇党委书记张振全

束城镇人民政府镇长徐会来

2005年5月1日



凡例

一、写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地记载本镇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现状，以记述当今社会现状

为重点。

二、本志上至各项事物的开端，下至2005年，为保持所录事物的完整，有

的章节延至2005年搁笔为止。

三、该志共分十三篇，依次为概述束州，史实录(大事记)，自然环境、村

庄，乡镇建设，党政团体，军事，经济，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化艺术，社

会风俗，人物，轶事辑存，工业同区。概述，束城自古至今摘要记述。史实录，

将大事记载，自古至今，略古详今。人物，该镇古今名人荟萃，分专业、业余

并排，略古详今为主体。编写层次分篇、章、节。

四、该志}己述区域，以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鲍叔牙之封地束州县为范围基

础，以当代河间县的抗战时期的老五区至1958年束城人民公社所辖村庄地域

为记述重点。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凡与本镇有联系的尽可能}己载。

五、该志采用记、述、传、志、图、表、录等体裁。

六、该志采用现代汉语(摘录古诗文除外)记述，寓褒贬于史实中。

七、该志纪年，新中国成立前沿用朝代纪年并注有公元年号(用阿拉伯数

字)，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八、该志本着以事记人，在本镇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记述较详，作为重点

人物选录。

九、数据和图表，采用统计局和镇政府报表数字图表为依据。

十、计量单位，随历史变革，不求统一。数字多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

使用汉字书写。

十一、该志在编辑过程中，参阅了《中国通史》、《尚书》、《畿辅志》、《环

宇记》、《二十四史》等大量史书。有些人物的史料来自省市档案。有些人物的

事迹，通过深入乡村向知情者采访，经考证、鉴别后方可入志。旧《河间府志》、

《河问县志》和新《河问市志》为《束州志》的编写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束城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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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叔牙墓

齐国宰相鲍叔牙，公元前644年故于齐国临淄。齐桓公照其遗愿，将其灵柩移

葬束州(今束城镇)。该墓占地约百亩，墓高5米，圆周长100米，呈磨盘形，故日

磨盘山。凼年代久远，当年建筑颓废。今尚存周长60米，高3米的磨盘形土丘。

谖j型
。_；i；三兰彗。；；；

～，一，一1i藿i

齐同宰相鲍叔牙．公元前644年故，葬

于其封地束州(今束城镇)次年，在其

墓前约50米处，建鲍叔牙祠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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