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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呈主耋耋慧喜：瓮差 刘金泉宾县地方志编纂委会员名誉主任 ／、-J皿不

； 继宣统《宾州府政书》、民国《宾县县志》之后，在九十年代
} 第一春，《宾县志》I"口-J世了。
j 《宾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
0’ 求是，尊重史实，记述了宾县一百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I_ 面的发展过程，突出了宾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容，因此，《。宾县志》即是一部
扣

综合性很强的地方百科全书，也是一部教育意义很强的乡土教材。
。j：· 《宾县志》以史实为依据，秉笔直书，不但记述了宾县的兴盛

{! 时期，也翔实地记述了在低谷徘徊的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宾

- 州府全面推行新政，举实业、办蚕桑、兴教育，人民生活相对安
_ 定。这是宾县历史上第一个兴旺发达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
_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众多的中共党员、爱国志士，在这片土地上浴
：? 血奋战，用生命和热血普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解放战争时

：： 期，宾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彻底铲

1。 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宾县

名 人民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
。i．、 不渝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不断进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
一， 展时代。

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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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地方上的党政干部，站在人民公仆的角度，全面

的昨天，正确认识他所经历的“兴盛”和“低谷”，以史

索规律，明确方向，就会加深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的理解

翻开《宾县志》，看到宾县“永续利用”的青山，渭

河水，一派林茂粮丰的情景；看到工业从无到有，工厂从

处处马达欢歌的情景；看到田野里牛羊遍山岗， “铁牛”

情景；看到城镇商贾兴隆，市场繁荣的情景；尤其是看到

垂青史的无私无畏、勤勤恳恳、热心于宾县的革命者、建

的英雄业绩，就会领悟到勤政、廉政和有所作为的真谛，
激励我们努力真心实意地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一地，造福一方，并以此来推动全县人民不断开拓，勇敢
《宾县志》编纂工作是在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和许多热心修志的同志为之悉心筹划，搜集、整理了大量

出了艰辛的劳动，可以说，《宾县志》是“官方修志”的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对我们坚定地把改革大业进行到底
县，必将起到重要作用。霜望全县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

认真地读一读《宾县志》，并从中得到教益。

向宾县历史的主人致敬1
1 990年1月2 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建‘设．宾县的资政之书

一一为《宾县志》而作

耋耋龛耋麓员会主羹‘ 辛万金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干／J_直

集金县人民之智慧，经八载寒暑耕耘，《宾县志》脱稿付梓。

这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足以引起人们关注和庆贺的大

事。
宾县作为祖国北方的一片热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走过了艰

难曲折、辉煌发展的道路c：勤劳勇敢的宾县人民在这块光荣的土地

上繁衍生息，不辍劳作，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

业绩。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宾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

改革的大潮中，宾县经济、社会走上了前所未有的振兴发展之路，

．经济腾飞，事业发展，社会稳定，加快了宾县富民的进程。
《宾县志》准确地反映了1 86 l一1 985年，1 25年间宾县历史的总

体面貌，忠蜜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宾县兴衰起伏、演进变化的历程，

翔实地介绍了宾县各项事业兴起、发展的基本情况，是全面了解宾
县、规划宾县、建设宾县不可多得的资政之书。同时，对于各个地

区及各个方面深入了解宾县，迸一步发展经济联合，促进全方位开
放，具有重要意义。

以史为鉴，以资末来。《宾县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完备的，

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资料，也在较长的历史跨度内和较高层次

上，揭示出宝贵的历史经验，足以裨益我们的智慧，警示我们的行

动。我坚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全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发扬革命传统，昂扬进取，艰苦奋斗，一定会把宾县建没的更加美

好，更加富裕，续写出更加光辉的历史篇章。

在《宾县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之际，谨向为他辛勤工作的县地

方志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及给予热情关怀，大力支持的各界人士表

示感谢1
199 1年3月5日



精心编织的历史花环

徐 剑 影

在我面前摆着百万字文稿一一《宾县志》，它足热心修志的众多同志呕心沥血精心

编织出来的历史花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人们长进的辉煌Nk绩，每一行文字，每

一个事件，无不渗透着前人走过的艰辛历程，
· 历史的变革，几经沧桑，众多的事端，我不忍割舍，可又不能不认认真真地进行斟

酌、修删。它既是一个地方数百年来的历史见证，又是一个县方方面面诸多事情发展的

缩影，应令其生辉，为宾县文化宝库增添光彩。

在编纂中，我们忠于历史，且又忠于现实。新的历史赋于我们新的使命，新的使命

迫使我们竭尽全力去完成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建漫。然而，我们确知：仅凭我们微薄的

余力和所要求的高标准、高质量相比较，其差距是何等遥远，而又那样的不相称。但

是，我们没有就此罢手和置笔，而是用我们的一片至诚，不泯的光和热去挖掘史实，让

那流淌的岁月展现在全县人民的面前。

可是，我们捕捉到的仅仅足历史的瞬间。我们先后化费8年时间，探索宾县的历

史，经过整理，使已经埋没的珠玑才得以重新闪光。这里，我真诚地感谢和我并肩工作

的孙祥临、吴亚光和刘棣华，他们熟悉宾县的山山水水，他们可以记忆1925年以来的众

多事情，他们能辨认境内的村寨和鲜为人知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及其政治面貌；我可

以随时请教，用以缝合那已经中断多年的事物，使其顺理成章，融为一体。

我还要感谢为《宾县志》抛金洒玉、勤勤恳恳、默默做出无私奉献的高翥，足他通

览全志，精心审阅，使这部志稿的质量得以升华。巾共宾县委书记刘金泉，副。招记，县

长辛万金为《宾县志》撰写《序言》，县委副一协记白振清、常务副县长何甫声、李松林

悉心筹划，亲自阅稿，审慎把关，保证了志稿政治质量和史实的准确性。还有参与修志

的近百名离退休老干部、工作人员和有关部门，为这部县志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宾县志》重点记载的是1880年(清·光绪六年)以来的诸多事件，有的要追溯得

更远些。甚至记载了辽、金，明等朝代，跨时900余年。所记载的内容，力求是发生在

宾县这块土地上的事情，并按年代顺序排列下来。这样，捧到读者面前的则是一个县的

基本概貌。同时，您也可以看出一件事情的始末，兴衰起伏及其历史作用，并能从中得

到教益和启迪。

编纂《宾县志》，时值10年改革，这汹涌的大潮给了我们力量。我们抓住开放、改

革这条主线，去重新认识，去秉笔记叙，去抒发我们热爱家乡的炽烈情感。在这部志稿

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教卫生以及社会，我们都是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如果说，这

部志稿事件尚属翔实，内容亦较丰富，语言还算通顺的话，我们则略较宽心，否则，将

悔恨终生。



一百多年的历史，不算太长。可是面对空白的历史档案(1945年以前县内没有存

档)，要想写出宾县的全貌，我们不能不感到十分困难。好在，我们能尊重历史，先后

多次外出，7下长春，两次去大连，4赴京师(含南京)，经多方了解群众，查核档案，

终于搜集到几千万字资料，《宾县志》便是其中的精华。宾县设治以来，历经4个历史

时期，先后63任同知，知府、县知事，县长。值得一提的是，在宾县这块沃土上，蕴育

着千百万英雄儿女，王以哲，吕大干，王哲，季铁中、赵濯华，黄静亚等就是其中的代

表。近百年来，有多少贤人志士为宾县的生存，发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马宾、林立、

陈德京，赵三声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这里谱写了新的历史’乡村教师、医生以及战斗

在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多少人，多少事，全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宾县历

史的丰碑。 ．

《宾县志》做为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最根本的是我们看到了它前进的脚步。1909

年，宾州府工农业生产总值4 679万吊，人均162．1吊，1958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

5 883万元，人均181．4元，1985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增到32 204万元，人均557．2

元。1985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58年增长6．3倍，而人均也增长3倍多。文教卫生、科技

事业竞相发展，宾县在前进。我们期盼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宾县早日到来l

现在j我们献给读者的这部县志，也是一幅历史画卷，它将与世永存。也将成为读

者认识宾县的良师益友。

1989年7月5日

．7{、



七本志凡1911年前的年月日，皆属农历；1912年后，均以公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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