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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斟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北京军区、警备Ⅸ首

氏在l蔓领导的培同下视察武装部机关正规化建设情况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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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家防汛总指挥郜、市防汛指挥部，警备Ⅸ领导刈民兵防

汛抢险进行拉动演练。

同防教育周期问，符级领导对个Ix民兵黑板报进行展评。



民兵在经济罐设中充分发挥突击队作Hj．进行技术练兵比赛

部机炎干部和擘武干部对全K峙兵基层连，人建没进行榆奄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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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清徐国丰

津南区志书评审领导小组

主审：任德光

成员：马纪敏李仁会 王德萍

王文锦、刘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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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一)

《津南区武装志》编纂成书了。志书全面记载

了津南区民兵工作韵历史和工作中所创的业绩，

堪为后人借鉴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

值得庆欣的一件大事。

津南区的民兵工作是具有优秀革命传统的，

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保卫人民，打击敌

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

建设。特别是党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津南区
的民兵工作，又取得新发展，业绩再创辉煌。人
武工作连续九年被评为市先进，民兵工作多次受

到军区表彰，实践证明，津南区的民兵队伍是一

支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战斗力的，党和人民完

全可以信赖的队伍。读志思迁，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愿此志书能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作用，

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提

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目标，民兵
工作也同时面临新的历史重任，我们一定要深入
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

路线，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针，继承并发扬民兵工作的好传纸艰苦
奋斗，开拓进取，发挥民兵在经济建设上的突击

队，精神文明建设中舶宣传队，社会稳定工作中

治安队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做出新的成绩u

津南区委书记

作者系 左明

区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
1 994年4月20日



序 言(二)

盛世修志。《津南区武装志》在有关部门的

关心和帮助下，修志人员深入实际，广征搏采，

认真考证，编篡志稿，今日出版成书是一件值得
庆贺的好事。

志书为一方之全史一它先以系统地记载一

个地区的自然、社会、人文和各个方面韵祥实资

料为宗旨的综合性资料总编。各地志书有自己的

特色。津南区东临渤海，西连天津市区，是犬沽

海防要塞通往天津的中心地带。加之地域辽阔，

交通方便，实属京津屏障，海防要地。早在彤j朝

就已成为驻兵重地，特别是清朝袁世凯小站练兵

更是名闻中外，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

响，因此军事篇在津南区志，这-一浩大的文字工

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津南民兵是在党领导下革命前辈创建一支区

别于历史上任何反动武装的．．全心全意为人氏服



务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

后备力量，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都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津南区武

装志》比较现实地记述了津南民兵工作的发展脉

络，记述了全区民兵多年来在上级军事部门和区

委、区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业绩。 津南区武装

志，问世将给人们以历史的借鉴。激发人们思乡

爱土之情，鼓舞人民报国献身之志，从而为家乡，
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志书的

问世还将为全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全民国防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促进我区’两

个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区武装部对修志工作极为重视，遵照上级部

署，将修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在人力、物力

上给了一定的保证，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加之

知识、水平有限，难免疏漏，垦切希望各级领
导，专家学者予以更正。

津南区委常委
作者系 ‘

李红生
武装部政委

1994年4月2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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