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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他的封地．死后葬于鹊山．山脚下宏大的扁鹊庙群是全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祭

祀扁鹊之地。二十四孝中汉代的郭巨．在内丘为孝母埋儿而荻金的故事传遍神州大地。

内丘是中国白瓷的发祥地，盛唐时生产的邢白瓷．“天下无责践而通用之”．代表了当时白

瓷生产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座辉煌的里程碑。作为邢白瓷的“姊妹”艺术——

内丘神码【内丘纸马】．以它对自然神的崇拜．以它的原始性厦古朴独特的艺术造型．被视

为中国木刻版画的活化石、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进入近代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以勤劳善良、俭朴勇敢著称的内丘人民．为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进行了不屈

不挠的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军．在平汉铁路线上率先解放了内丘县城．切断了国民党打

内战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丘人民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使内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内丘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进取．大胆改革，与时俱进．务实求真，县域经济持续快



置圈Ⅷ
志重修)以崭新的面貌得以面世。

“县志者，所以志一县之事也”。《内丘县志》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秉笔直书、广征典献、博采众长、资料翔实、文字流畅、行文规范、图文并茂，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载古老的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于一书，集内丘各个历史时期

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纵贯千古，横及广宇，真实地记载了内丘历史发展

脉络，是了解内丘的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科学、文化和社会价值。我们深信内丘人民会

学以致用，充分发挥志书的“资政、教化、存史”作用，把志书当作了解内丘，热爱家乡的教

材，并以此志书借古鉴今，奋发进取，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把内丘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

谱写出更加绚丽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王义章 李学德

2005年12月31日



序二

步入21世纪初．《内丘县志一通志重修

告捷．我作为县志主修深感欣慰．回首历

程．思绪如潮．感慨良多。

1 996年曾编纂了《内邱县志p．但出版

发行后，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特别是部分老

卓佳良

内丘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志主修

干部和个别编纂人员强烈要求重修县志。县委、县政府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为了对内

丘历史负责．对全县人民负责．维护全县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征得省、市方志部门批

准后．确定在原志的基础上进行通志重修。作为主管领导．这项浩瀚的文化X-程落在了

我的肩上。

县志重修，这在全国首轮修志中并不多见。面对社会各界的要求和期盼．部分人士

的不解和疑虑．想到县志重修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深知这项文化工程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和省．市方志部门的指导下，我必须带领全体编纂

人员．排除万难、求真务实、奋力拼搏．闯出一条县志重修的成功之路。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修志必须让人民参与．实行开门修志，此项修志充分利用新闻

媒体．发布公告信息．广泛动员全县社会各界参与修志工作：同时．还聘请老干部代

表．社会各界名流为县志编撰顾问和特邀编辑。修志工作始终置于民众参与和社会各界

监督之下．充分体现人民县志人民修的原则．使修志工作社会化、公开化．保证志书的

真实性、公正性和人民性。同时．我们组成了精干的修志队伍．明确了主编的核心地

位．使修志工作在不爱外来干扰、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为修志人员提供了一个使他

们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开门修志、民众参与和专家修志相结合．从而打开了修

志工作的新局面：

编之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们在吸取继承传统的同时．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

新．用新理论、新观点、新形式、新体例去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我们一改当代修志

“详今略古”的思路．提出了“详今明古．脉络清楚”的编纂思想。冲破旧志书“横列

编目．纵写史实”的传统缟目方法．采取了“宜横则横．宜纵则纵”的编目方法．还大

胆地采用了史志相结合的编撰方法．坚持完善中编法的同时．叉巧妙地运用了间隔符

号．使编目显得紧凑、醒目，合理、统一。为体现地方特点．将《名优品牌·特色产

品一单设一编．还将内丘的邢窑遗址、扁鹊庙、内丘神码【内丘纸马】等内容用“升格

法”单列为章．使地方特点更加鲜明浓郁。为体现时代特点．设了改革开放编．而且对

改革中的成就及亮点，都加大了编暴力度。为使志书更能体现社会效益，经世致用的功

能．我们加大了基础设施、资源环境、文化资源的缟纂力度。总之．只有与时俱进．改

革创新．务实求真．才能科学地反映社会实践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规律．全面提升志

．憾 盯一



_翟■昴奠嚣乐天-

书的品位。

志书的生命。所以，我们始终把志书的质量放在首位，树立精品意识，争创

首先，我们克服修补型的重修观念，采取高层次、全方位、多视角、大手笔

，从高处俯视，总揽全志，找出规律本质所在，然后细处雕刻，认真对待每

出亮点，编写出有特色的内容来。从内容到形式，从总体设计，图表应用，

到印刷出版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其次，我们把修志当作一门学问去做，

一部著述去写，实现志书由资料汇集型向学术著述型转变。在省方志办的协

我们首家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学者合作，围绕当代社会热

同撰写了九篇社科文章入志，提高了志书的广度与深度。另外，还制定了一

核制度，层层严把质量关，为编纂这部志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底是为了让读者看的。图书，本身就是图和文的结合体。纵观当代志书，

，多则数百万，沉甸甸压手的大部头书，密密麻麻的严肃文字，数不清的表

读者望而生畏。特别是作为县志，如何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乐意看，能增

引性、可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志书语言中更多

俗易懂、生动形象、富有文采的语言，使读者乐意读，读起来朗朗上口，富

其次是采用彩照和随文的黑白照片、画图千余幅。实践证明，亦文亦图、图

文并茂的表现形式，使志书可读性更强，视觉冲击力更大，给人们的印象更
一 科学性、真实感就更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一 内丘县志》是官书，是一部纵贯古今的通志，是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中华人

立后内丘县编纂的第一部县志。虽历经十八载，屡易其稿，但疏漏差错现象

希望读者及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便在今后志书续修时纠谬补遗。

志成书之际，我真诚感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省、市地方志办公室

丘县志重修工作给予的厚爱、支持及指导；感谢省内外修志专家、省社科院

、隆尧、清河等兄弟县、市的同仁们给予我们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感谢全

会团体、各级领导时于县志重修工作的参与和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县志编辑

一 顾问、特邀编辑同志们，他们团结协作、敬业奉献；忍辱负重，排除万难；

奋力拼搏；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奋战五年圆满完成了县委、县政府交给的

丘人民编纂出这部《内丘县志》，内丘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新编《内丘县志》的出版，必将对推动我县改革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全面

会产生积极影响，也必将惠及子孙、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内丘县志》付梓之际，聊赘愚见，充为序。

李俊良

2005年12月31日



一、本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为通志，纵贯古今、详今明古。上限尽力溯至事物发端，下限为2000年底。

特大事件、个别事物、或重要图片为求其完整，可适当延伸，但不超过2005年底。

三、本志以现行建制区域为记述范围，历史上曾属内丘县管辖而后析出的地域不在本

志记述范围之内，但与本政区有联系的人或事应予记载。

四、本志设置为中编体结构，采用传统的述、记、志、传、表、录诸体裁。在继承志书“横

列编目、纵写史实”传统的同时，采用了：‘宜纵则纵、宜横则横、勇于创新”的编纂方法。同

时还附录了多篇调查研究报告文章等，以增强志书的著述性。

五、语言除引用文字外，均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文字力求简洁、严谨、朴实、流畅，

并尽力采用通俗易懂，富有文彩的语言。引文可随文括注或直书出处，需说明的词句加括

注。本志突出了亦文亦图、图文并茂的表现手法。

六、纪年方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中国历史传统纪

年，书写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其中“公

元”省略；公元前简称“前”，“前”字不能省略。

七、人、地称谓：全志以第三人称记述，人名直书其姓名；地名，以现行标准地名为准，

使用古地名时括注今标准地名；政区、党派、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首次出现时一律使用

全称，同时括注简称，而后可用简称。鉴于“丘”、“邱”字在县名中交跌混合使用，故依地名

标准化要求，除在沿革中表述外，县名一律用“丘”字。

八、数据数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可用旧志或档案中的数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县统计局的数字，缺者用主管单位或档案馆的数字。各项经济指标

除小部分按规定的不变价折算外，其余大部分用当年数字。数字书写，历史文献摘引、定

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使用

汉字；凡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数字，统计表中的数值，如整数、小数、百分比，分数、比例

／} lI—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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