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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锄

编史修志，是我国文化优良传统之一。远白成周以来，方国有志，其后发展为地志，地

记。名目虽有书、志，记，乘之殊，而其义一揆。汉魏至唐，又演为图经、郡书，至宋始汇

录一地区天文、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于一书，确定地方志之体。它

详细记载一方的自然现象与人文社会等历史和文献，提供行政借镜和编写历史及科学研究的

资料，对发扬人民爱国思想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曾起到巨大作用。《隋书·经籍志》谓“疆

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正说明了地记，方志 ”

的重要意义。方今全国编纂志书，实深得为政之要。

我省井陉旧志，明嘉靖，清康熙、雍正，历经撰集。光绪元年也事续修，民国二十三年

还编成《县志料》。此外还有光绪三十一年写成的《乡土志》。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和

1963年，国家号召修志，省县多有从事编写者，因。文化大革命"一度停顿。拨乱反正后，党中

央又向全国提出编史修志任务。井陉县党政领导响应号召，1981年11月，成立“中共井陉县

委党史县志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筹划进行。次年4月，开始搜集县志资料。9月，举办修

志训练班，宣布工作方案，并由县有关44个单位拟定纲目。1983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在洛阳举行的规划会议，将本县新志列入“六五”规划的首批成果。本县遂设立县志编纂

委员会，以专责成。省地方志办公室要求于1984年年底脱稿。参加工作者百余人，辛苦劳

动，于1984年6月完成初稿，次年5月定稿，全志38篇。《孟子》有云， “诸侯之宝三。土

地、人民、政事。耖今稿有总述，大事记、地理、城镇乡村、农业、林业、畜牧、水利、煤

炭，工业，乡镇企业、商业，工商管理，粮食、财税、金融，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党政

群团、政法，民政、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物，苍岩山、人民生活，计划

生育，风俗，方言，谣谚、民间传说√L物、烈士英名录、杂志等篇。所谓地方“三宝”发展变

化等史实，粲然大备。

今拜读此书，见其篇目完备，资料累累，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且能以新的资料，勾绘 ’i

出本地特色，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是教育后代的好教材，不啻是一

部地方的《资治通鉴》。

我省文教工作，在全国一向名列前茅，经过十年动乱，惨遭破坏，事事落后，不胜惋

惜。粉碎“四人帮秒后，万事待理，逐一走上正规。修志工作开始进行。井陉县志编纂委员

会诸同志黾勉从公，首先完成了河北省第一部新县志，事属难能可贵，实亦我省之光。因援

笔叙其始末，以表庆祝之忱l

、

河北新河傅振伦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1985年10月



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井陉县志》问世了。这是井陉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

井陉历史悠久，有灿烂的文化遗产，井陉党的活动较早，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井陉历代

重视修志，有多次修志实践。据考，明嘉靖，清康熙、雍正，光绪和民国皆修过志，但存世

版本仅有雍正志、光绪志和民国志了。在井陉历史上，这次修志已是第七次了。在中国地方志

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协会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关怀和支持下，《井陉县志》作为河北省第

一部新县志列入了全国“六五”期间地方志规划的首批成果，并让我们先后参加了北方八省地

方志研究班、全国县志座谈会、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华北地区县志座谈会和全国北

片十三省(市)县志稿评议会，使我们及时领受指教，少走弯路，把修志工作步步引向深入。

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国精神文踢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我国历史上许

多有关自然和社会的丰富材料，赖以地方志而保存下来。一部县志，就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

新修《井陉县志》是上继祖宗，下惠子孙的千秋大业，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这

部新县志记载了从古至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井陉县的概貌、自然，经济，政治，军事，

文化，风俗等演变过程。它将为井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

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提

供乡土教材，为保存地方文献，为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编写国史、省志，和地方史

提供基础资料。同时，对培养干部的专业化、知识化，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也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井陉县志》的编写，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到了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在编纂县志过程中，我们得到了

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及专家内行的热心指教，也得到了省、地、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

全县各单位、各乡(镇)村的通力协作。因此，这部新县志，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成果，

真可谓是“众手成志胗。井陉人民将从这部新县志中鉴古知今，在新的历史时期，谱写出更

， 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共井陉县委书记周景文

井陉县人民政府县长李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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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新编《井陉县志》，是建国后创编的新志，其指导思想、编纂原则与旧志有本质不同，其

编纂体例也有创新。为此，特制定新志凡例：

一，指导思想

l，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

机统一，

2，本志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

原理，将生产力、所有制，生产关系置于重要地位，

3、本志坚持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如实反映本县人民反帝，反

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别着重反映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伟

大功绩；二。编纂原则————一————————_
1、本志坚持创新原则，新旧社会制度有本质不同，新志力求体现出新时代之特点及本

县之特色I

2，本志坚持“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原则，力求反映事物之本质，

三、编纂体例

1，本志为一代新志，其体例是在批判旧志基础之上创新。全书凡立三十八篇，篇下设

目，目下一般为竖写。全书酋设总述，各篇首设概述，分别统摄全书各志，

2、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相结合的综合体例进行叙事，并分隶于各有关

篇目之中，力求体现本县特点，

3，本志叙事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尤以经济诸篇为重点，力求

揭示本县社会发展生产的基本规律，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借鉴和依据，

4，本志从各篇内容实际情况出发，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一九八四年底，间有

断于搁笔时止者，

6，本志首为大事记，按编年顺序排纂，叙事辅以纪事本末体。凡属本县历史上之大事

(自然，社会，人文)均属记载之列，

6、本志坚持“生不立传一原则，遴选当地著名革命烈士，各界知名人物，社会贤达，

良工良农，能工巧匠以及于科技方面有所建树者，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并辅一反面人物传

记，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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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管理⋯⋯⋯⋯⋯⋯⋯⋯⋯⋯⋯⋯⋯⋯⋯⋯⋯⋯⋯⋯⋯⋯⋯⋯⋯⋯⋯(311)

四、工商企业管理⋯⋯⋯⋯⋯⋯⋯⋯⋯⋯⋯⋯⋯⋯⋯⋯⋯⋯⋯⋯⋯⋯⋯⋯⋯(314)

五，商标与广告管理⋯⋯⋯⋯⋯⋯⋯⋯⋯⋯⋯⋯⋯⋯⋯⋯⋯⋯⋯⋯⋯⋯⋯⋯(317)

第十三篇粮食⋯⋯⋯⋯⋯⋯⋯⋯⋯⋯⋯⋯⋯⋯⋯⋯⋯⋯⋯⋯⋯⋯⋯⋯⋯⋯⋯⋯⋯(319)

四

第十四篇

粮食购销

粮食储运

粮食加工

粮食机构

财税⋯⋯

一，财政收入⋯⋯⋯⋯⋯⋯⋯⋯⋯⋯⋯⋯⋯⋯⋯⋯⋯⋯⋯⋯⋯⋯⋯⋯⋯⋯⋯(327)

二，财政支出⋯⋯⋯⋯⋯⋯⋯⋯⋯⋯⋯⋯⋯⋯⋯⋯⋯⋯⋯⋯⋯⋯⋯⋯⋯⋯⋯(340)

三、财政管理⋯⋯⋯⋯⋯⋯⋯⋯⋯⋯⋯⋯⋯⋯⋯⋯⋯⋯⋯⋯⋯⋯⋯⋯⋯⋯⋯(345)

第十五篇金融⋯⋯⋯⋯⋯⋯⋯⋯⋯⋯⋯⋯⋯⋯⋯⋯⋯⋯⋯⋯⋯⋯⋯⋯⋯⋯⋯⋯⋯(349)

一、货币⋯⋯⋯⋯⋯⋯⋯⋯⋯⋯⋯⋯⋯⋯⋯⋯⋯⋯⋯⋯⋯⋯⋯⋯⋯⋯⋯⋯⋯(349)

二、信贷⋯⋯⋯⋯⋯⋯⋯⋯⋯⋯⋯⋯⋯⋯⋯⋯⋯⋯⋯⋯⋯⋯⋯⋯⋯⋯⋯⋯⋯(355)

三，储蓄⋯⋯⋯⋯⋯⋯⋯⋯⋯⋯⋯⋯⋯⋯⋯⋯⋯⋯⋯⋯⋯⋯⋯⋯⋯⋯⋯⋯⋯(359)

四、保险⋯⋯⋯⋯⋯⋯⋯⋯⋯⋯⋯⋯⋯⋯⋯⋯⋯⋯⋯⋯⋯⋯⋯⋯⋯⋯⋯⋯⋯(361)

五，管理⋯⋯⋯⋯⋯⋯⋯⋯⋯⋯⋯⋯⋯⋯⋯⋯⋯⋯⋯⋯⋯⋯一；⋯⋯⋯⋯⋯⋯(363)

第十六篇交通⋯⋯⋯⋯⋯⋯⋯⋯⋯⋯⋯⋯⋯⋯⋯⋯⋯⋯⋯⋯⋯⋯⋯⋯⋯⋯⋯⋯⋯(369)

一，公路⋯⋯⋯⋯⋯⋯⋯⋯⋯⋯⋯⋯⋯⋯⋯⋯⋯：⋯⋯⋯⋯⋯⋯⋯⋯⋯⋯⋯”(369)

二、铁路⋯⋯⋯⋯⋯⋯⋯⋯⋯⋯⋯⋯⋯⋯⋯⋯⋯⋯⋯⋯⋯⋯⋯⋯⋯⋯⋯⋯⋯(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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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桥梁隧道⋯⋯⋯⋯⋯⋯⋯⋯⋯⋯⋯⋯⋯⋯⋯⋯⋯⋯⋯⋯⋯⋯⋯⋯⋯⋯⋯

四、交通运输⋯⋯⋯⋯⋯⋯⋯⋯⋯⋯⋯⋯⋯⋯⋯⋯⋯⋯⋯⋯⋯⋯⋯⋯⋯⋯⋯

五、交通管理⋯⋯⋯⋯⋯⋯⋯⋯⋯⋯⋯⋯⋯⋯⋯⋯⋯⋯⋯⋯⋯⋯⋯⋯⋯⋯⋯

第十七篇邮电⋯⋯⋯⋯⋯⋯⋯⋯⋯⋯⋯⋯⋯⋯⋯⋯⋯⋯⋯⋯⋯⋯⋯⋯⋯⋯⋯⋯⋯

——、驿站⋯⋯⋯⋯⋯⋯⋯⋯⋯⋯⋯⋯⋯⋯⋯⋯⋯⋯⋯⋯⋯⋯⋯⋯⋯⋯⋯⋯⋯

·二，邮政⋯⋯⋯⋯⋯⋯⋯⋯⋯⋯⋯⋯⋯⋯⋯⋯⋯⋯⋯⋯⋯⋯⋯⋯⋯⋯⋯⋯⋯

三，电话⋯⋯⋯⋯⋯⋯⋯⋯⋯⋯⋯⋯⋯⋯⋯⋯⋯⋯⋯⋯⋯⋯⋯⋯⋯⋯⋯⋯⋯

四、电报⋯⋯⋯⋯⋯⋯⋯⋯⋯⋯⋯⋯⋯⋯⋯⋯⋯⋯⋯⋯⋯⋯⋯⋯⋯⋯⋯⋯⋯

五、机构⋯⋯⋯⋯⋯⋯⋯⋯⋯⋯⋯⋯⋯⋯⋯⋯⋯⋯⋯⋯⋯⋯⋯⋯⋯⋯⋯⋯⋯

第十八篇城乡建设⋯⋯⋯⋯⋯⋯⋯⋯⋯⋯⋯⋯⋯⋯⋯⋯⋯⋯⋯⋯⋯⋯⋯⋯⋯⋯⋯

一、乡村建设⋯⋯⋯⋯⋯⋯⋯⋯⋯⋯⋯⋯⋯⋯⋯⋯⋯⋯⋯⋯⋯⋯⋯⋯⋯⋯⋯

二、城镇建设⋯⋯⋯⋯⋯⋯⋯⋯⋯⋯⋯⋯⋯⋯⋯⋯⋯⋯⋯⋯⋯⋯⋯⋯⋯⋯⋯

三、房产管理⋯⋯⋯⋯⋯⋯⋯⋯⋯⋯⋯⋯⋯⋯⋯⋯⋯⋯⋯⋯⋯⋯⋯⋯⋯⋯⋯

四，环境保护⋯⋯⋯⋯⋯⋯⋯⋯⋯⋯⋯⋯⋯⋯⋯⋯⋯⋯⋯⋯⋯⋯⋯⋯⋯⋯⋯

五、建筑施工⋯⋯⋯⋯⋯⋯⋯⋯⋯⋯⋯一⋯⋯⋯⋯⋯⋯⋯⋯⋯⋯⋯⋯⋯⋯⋯

第十九篇党政群团⋯⋯⋯⋯⋯⋯⋯⋯⋯⋯⋯⋯⋯⋯⋯⋯⋯⋯⋯⋯⋯⋯⋯⋯⋯⋯⋯

一，中国共产党⋯⋯⋯⋯⋯⋯⋯⋯⋯⋯⋯⋯⋯⋯⋯⋯⋯⋯⋯⋯⋯⋯⋯⋯⋯⋯

二，国民党⋯⋯⋯⋯⋯⋯⋯⋯⋯⋯⋯⋯⋯⋯⋯⋯⋯⋯⋯⋯⋯⋯⋯⋯⋯⋯⋯⋯

三，人民代表大会⋯⋯⋯⋯⋯⋯⋯⋯⋯⋯⋯⋯⋯⋯⋯⋯⋯⋯⋯⋯⋯⋯⋯⋯⋯

四、行政机构⋯⋯⋯⋯⋯⋯⋯⋯⋯⋯⋯⋯⋯⋯⋯⋯⋯⋯⋯⋯⋯⋯⋯⋯⋯⋯⋯

五、政治协商会议⋯⋯⋯⋯⋯⋯⋯⋯⋯⋯⋯⋯⋯⋯⋯⋯⋯⋯⋯⋯⋯⋯⋯⋯⋯

六、群众团体⋯⋯⋯⋯⋯⋯⋯⋯⋯⋯⋯⋯⋯⋯⋯⋯⋯⋯⋯⋯⋯⋯⋯⋯⋯⋯⋯

第二十篇政法⋯⋯⋯⋯⋯⋯⋯⋯⋯⋯⋯⋯⋯⋯⋯⋯⋯⋯⋯⋯⋯⋯⋯⋯⋯⋯⋯⋯⋯

一、建国前⋯⋯⋯⋯⋯⋯⋯⋯⋯⋯⋯⋯⋯⋯⋯⋯⋯⋯⋯⋯⋯⋯⋯⋯⋯⋯⋯⋯

二，建国后⋯⋯⋯⋯⋯⋯⋯⋯⋯⋯⋯⋯⋯⋯⋯⋯⋯⋯⋯⋯⋯⋯⋯⋯⋯⋯⋯⋯

第=十一篇民政⋯⋯⋯⋯⋯⋯⋯⋯⋯⋯⋯⋯⋯⋯⋯⋯⋯⋯⋯⋯⋯⋯⋯⋯⋯⋯⋯⋯

一、优抚⋯⋯⋯⋯⋯⋯⋯⋯⋯⋯⋯⋯⋯⋯⋯⋯⋯⋯⋯⋯⋯⋯⋯⋯⋯⋯⋯⋯⋯

二、救济⋯⋯⋯⋯⋯⋯⋯⋯⋯⋯⋯⋯⋯⋯⋯⋯：⋯⋯⋯⋯⋯⋯⋯⋯⋯⋯⋯⋯一

三，社会福利⋯⋯⋯⋯⋯⋯⋯⋯⋯⋯⋯⋯⋯⋯⋯⋯⋯⋯⋯⋯⋯⋯⋯⋯⋯⋯⋯

四、劳动就业⋯⋯⋯⋯⋯⋯⋯⋯⋯⋯⋯⋯⋯⋯⋯⋯⋯⋯⋯⋯⋯⋯⋯⋯⋯⋯⋯

五，信访⋯⋯⋯⋯⋯⋯⋯⋯⋯⋯⋯⋯⋯⋯⋯⋯⋯⋯⋯⋯⋯⋯⋯⋯⋯⋯⋯⋯⋯

第二十二篇军事⋯⋯⋯⋯⋯⋯⋯⋯⋯⋯⋯⋯⋯⋯⋯⋯⋯⋯⋯⋯⋯⋯⋯⋯⋯⋯⋯⋯

～，武装机构⋯⋯⋯⋯⋯⋯⋯⋯⋯⋯⋯⋯⋯⋯⋯⋯⋯⋯⋯⋯⋯⋯⋯⋯⋯⋯⋯

二、武装组织⋯⋯⋯⋯⋯⋯⋯⋯⋯⋯⋯⋯⋯⋯⋯⋯⋯⋯⋯⋯⋯⋯⋯⋯⋯⋯⋯

三，兵役兵制⋯⋯⋯⋯⋯⋯⋯⋯⋯⋯⋯⋯⋯⋯⋯⋯⋯⋯⋯⋯⋯⋯⋯⋯⋯⋯⋯

四，民兵⋯⋯⋯⋯⋯⋯⋯⋯⋯⋯⋯⋯⋯⋯⋯⋯⋯⋯⋯⋯⋯⋯⋯⋯⋯⋯⋯⋯⋯

五、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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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驻防⋯⋯⋯⋯⋯⋯⋯⋯⋯⋯⋯⋯⋯⋯⋯⋯⋯⋯⋯⋯⋯⋯⋯⋯⋯⋯⋯⋯⋯(473)

七、革命斗争⋯⋯⋯⋯⋯⋯⋯⋯⋯⋯⋯⋯⋯⋯⋯⋯⋯⋯⋯⋯⋯⋯⋯⋯⋯⋯⋯(475)

第=十三篇文化⋯⋯⋯⋯⋯⋯⋯⋯⋯⋯⋯⋯⋯⋯⋯⋯⋯⋯⋯⋯⋯⋯⋯⋯⋯⋯⋯⋯(481)

一，文化设施⋯⋯⋯⋯⋯⋯⋯⋯⋯⋯⋯⋯⋯⋯⋯⋯⋯⋯⋯⋯⋯⋯⋯⋯⋯⋯⋯(481)

二，民间艺术⋯⋯⋯⋯⋯⋯⋯⋯⋯⋯⋯⋯⋯⋯⋯⋯⋯⋯⋯⋯⋯⋯⋯⋯⋯⋯．．．(484)

三、戏剧⋯⋯⋯⋯⋯⋯⋯⋯⋯⋯⋯⋯⋯⋯⋯⋯⋯⋯⋯⋯⋯⋯⋯⋯⋯⋯⋯⋯⋯(486)

四，文学艺术⋯⋯⋯⋯⋯⋯⋯⋯⋯⋯⋯⋯⋯⋯⋯⋯⋯⋯⋯⋯⋯⋯⋯⋯⋯⋯⋯(488)

五、新闻宣传⋯⋯⋯⋯⋯⋯⋯⋯⋯⋯⋯⋯⋯⋯⋯⋯⋯I$O
O 9 0⋯⋯⋯⋯⋯⋯⋯⋯(491)

第二十四篇教育⋯⋯⋯⋯⋯⋯⋯⋯⋯⋯⋯⋯⋯⋯⋯⋯⋯⋯⋯⋯⋯⋯⋯⋯⋯⋯⋯⋯(495)

一、教育机构⋯⋯⋯⋯⋯⋯⋯⋯⋯⋯⋯⋯⋯⋯⋯⋯⋯⋯⋯⋯⋯⋯⋯⋯⋯⋯⋯(495)

二、科举教育⋯⋯⋯⋯⋯⋯⋯⋯⋯⋯⋯⋯⋯⋯⋯⋯⋯⋯⋯⋯⋯⋯⋯⋯⋯⋯⋯(496)

三，幼儿教育⋯⋯⋯⋯⋯⋯⋯⋯⋯⋯⋯⋯⋯⋯⋯⋯⋯⋯⋯⋯⋯⋯⋯⋯⋯⋯⋯(497)

四，小学教育⋯⋯⋯⋯⋯⋯⋯⋯⋯⋯⋯⋯⋯⋯⋯⋯⋯⋯⋯⋯⋯⋯⋯⋯⋯⋯⋯(497)

五、中学教育⋯⋯⋯⋯⋯⋯⋯⋯⋯⋯⋯⋯⋯⋯⋯⋯⋯⋯⋯⋯⋯⋯⋯⋯⋯⋯⋯(500)

六，专业教育⋯⋯⋯⋯⋯⋯⋯⋯⋯⋯⋯⋯⋯⋯⋯⋯⋯⋯⋯⋯⋯⋯⋯⋯⋯⋯⋯(501)

土，业余教育：：：：：：：：：：：：：：：：：：：：：：：：：：：：：：：：：：：：：：：：：：：：：：：：：：二==二!∑二二!!二==j』鲣上——一
八、教师队伍⋯⋯⋯⋯⋯⋯⋯⋯⋯⋯⋯⋯⋯⋯⋯⋯⋯⋯⋯⋯⋯⋯⋯⋯⋯⋯⋯(505)

九、人才输送⋯⋯⋯⋯⋯⋯⋯⋯⋯⋯⋯⋯⋯⋯⋯⋯⋯⋯⋯⋯⋯⋯⋯⋯⋯⋯⋯(508)

十、教育经费⋯⋯⋯⋯⋯⋯⋯⋯⋯⋯⋯⋯⋯⋯⋯⋯⋯⋯⋯⋯⋯⋯⋯⋯⋯⋯⋯(509)

第=十五篇科技⋯⋯⋯⋯⋯⋯⋯⋯⋯⋯⋯⋯⋯⋯⋯⋯⋯⋯⋯⋯⋯⋯⋯⋯⋯⋯⋯⋯(511)

一，科技队伍⋯⋯⋯⋯⋯⋯⋯⋯⋯⋯⋯⋯⋯⋯⋯⋯⋯⋯⋯⋯⋯⋯⋯⋯⋯⋯⋯(511)

二、科技成果⋯⋯⋯⋯⋯⋯⋯⋯⋯⋯⋯⋯⋯⋯⋯⋯⋯⋯⋯⋯⋯⋯⋯⋯⋯⋯⋯(512)

三、科技引进⋯⋯⋯⋯⋯⋯⋯⋯⋯⋯⋯⋯⋯⋯⋯⋯⋯⋯⋯⋯⋯⋯⋯⋯⋯⋯⋯(518)

／ 四、科学普及⋯⋯⋯⋯⋯⋯⋯⋯⋯⋯⋯⋯⋯⋯⋯⋯⋯⋯⋯⋯⋯⋯⋯⋯⋯⋯⋯(519)

五，科技管理⋯⋯⋯⋯⋯⋯⋯⋯⋯⋯山⋯⋯⋯⋯⋯⋯⋯⋯⋯⋯⋯⋯⋯⋯⋯⋯(519)

第=十六篇卫生⋯⋯⋯⋯⋯⋯⋯⋯⋯⋯⋯⋯⋯⋯⋯⋯⋯⋯⋯⋯⋯⋯⋯⋯⋯⋯⋯⋯(523)

一、医疗⋯⋯⋯⋯⋯⋯⋯⋯⋯⋯⋯o 0 0l 8⋯⋯⋯⋯⋯⋯⋯。⋯⋯⋯⋯⋯⋯⋯(523)

二，方药⋯⋯⋯⋯⋯⋯⋯⋯⋯⋯⋯⋯⋯⋯⋯⋯⋯⋯⋯⋯⋯⋯⋯⋯⋯⋯⋯⋯⋯(529)

三，医政⋯⋯⋯⋯⋯⋯⋯⋯⋯⋯⋯⋯⋯⋯⋯⋯⋯⋯⋯⋯⋯⋯⋯⋯⋯⋯⋯⋯⋯(530)

四，防疫灭病⋯⋯⋯⋯⋯⋯⋯⋯⋯⋯⋯⋯⋯⋯⋯⋯⋯⋯⋯⋯⋯⋯⋯⋯⋯⋯⋯(533)

五、爱国卫生⋯⋯⋯⋯⋯⋯⋯⋯⋯⋯⋯⋯⋯⋯⋯⋯⋯⋯⋯⋯⋯⋯⋯⋯⋯⋯⋯(536)

第二十七篇体育⋯⋯⋯⋯⋯⋯⋯⋯⋯⋯⋯⋯⋯⋯⋯⋯⋯⋯⋯⋯⋯⋯⋯⋯⋯⋯⋯⋯(537)

一，体育设备⋯⋯⋯⋯⋯⋯⋯⋯⋯⋯⋯⋯⋯⋯⋯⋯⋯’⋯⋯⋯⋯⋯⋯⋯⋯．-．⋯(537)

二，体育运动⋯⋯⋯⋯⋯⋯⋯⋯⋯⋯⋯⋯⋯⋯⋯⋯⋯⋯⋯⋯⋯⋯⋯⋯⋯⋯⋯(538)

三、历届运动会⋯⋯⋯⋯⋯⋯⋯⋯⋯⋯⋯⋯⋯⋯⋯⋯⋯⋯⋯⋯⋯⋯⋯⋯⋯⋯(540)
。 第二十八篇文物⋯⋯⋯⋯⋯⋯⋯⋯⋯⋯⋯⋯⋯⋯⋯⋯⋯⋯⋯⋯⋯⋯⋯⋯⋯⋯⋯⋯(541)

一，古代遗址⋯⋯⋯⋯⋯⋯⋯⋯⋯⋯⋯⋯⋯⋯⋯⋯⋯⋯⋯⋯⋯⋯⋯⋯⋯⋯⋯(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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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墓葬⋯⋯⋯⋯⋯⋯⋯⋯⋯⋯⋯⋯⋯⋯⋯⋯⋯⋯⋯⋯⋯⋯⋯⋯⋯⋯⋯

三，古代建筑⋯⋯⋯⋯⋯⋯⋯⋯⋯⋯⋯⋯⋯⋯⋯⋯⋯⋯⋯⋯⋯⋯⋯⋯⋯⋯⋯

四，石窟寺石刻⋯⋯⋯⋯⋯⋯⋯⋯⋯⋯⋯⋯⋯⋯⋯⋯⋯⋯⋯⋯⋯⋯⋯⋯⋯⋯

五，革命文物⋯⋯⋯⋯⋯⋯⋯⋯⋯⋯⋯⋯⋯⋯⋯⋯⋯⋯⋯⋯⋯⋯⋯⋯⋯⋯⋯

第：十九篇苍岩山⋯⋯⋯⋯⋯⋯⋯⋯⋯⋯⋯⋯⋯⋯⋯⋯．．．⋯⋯⋯⋯⋯⋯⋯⋯⋯⋯

一，古刹由来⋯⋯⋯⋯⋯⋯⋯⋯⋯⋯⋯⋯⋯⋯⋯⋯⋯⋯⋯⋯⋯⋯⋯⋯⋯⋯⋯

二，古代建筑⋯⋯⋯⋯⋯⋯⋯⋯⋯⋯⋯⋯⋯⋯⋯⋯⋯⋯⋯⋯⋯⋯⋯⋯⋯⋯⋯

三。壁画彩塑⋯⋯⋯⋯⋯⋯⋯⋯⋯⋯⋯⋯⋯⋯⋯⋯⋯⋯⋯⋯⋯⋯⋯⋯⋯⋯⋯

四、苍岩胜景⋯⋯⋯⋯⋯⋯⋯⋯⋯⋯⋯⋯⋯⋯⋯⋯⋯⋯⋯⋯⋯⋯⋯⋯⋯⋯⋯

五、碑石文存⋯⋯⋯⋯⋯⋯⋯⋯⋯⋯⋯⋯⋯⋯⋯⋯⋯⋯⋯⋯⋯⋯⋯⋯⋯⋯⋯

六，古今题咏⋯⋯⋯⋯⋯⋯⋯⋯⋯⋯⋯⋯⋯⋯⋯⋯⋯⋯⋯⋯⋯⋯¨：⋯⋯⋯⋯

第三十篇人民生活⋯⋯⋯⋯⋯⋯⋯⋯⋯⋯⋯⋯⋯⋯⋯⋯⋯⋯⋯⋯⋯⋯⋯⋯⋯⋯⋯

一，元，明、清时期⋯⋯⋯⋯⋯⋯⋯⋯⋯⋯⋯⋯⋯⋯⋯⋯⋯⋯⋯⋯⋯⋯⋯⋯

二、民国时期⋯⋯⋯⋯⋯⋯⋯⋯⋯⋯⋯⋯⋯⋯⋯⋯⋯⋯⋯⋯⋯⋯⋯⋯⋯⋯⋯

三、建国以后⋯⋯⋯⋯⋯⋯⋯⋯⋯⋯⋯⋯⋯⋯⋯⋯⋯⋯⋯⋯⋯⋯⋯⋯⋯⋯⋯

附。职工生活⋯⋯⋯⋯⋯⋯⋯⋯⋯⋯⋯⋯⋯⋯⋯⋯⋯⋯⋯⋯⋯⋯⋯⋯⋯⋯⋯

第三十一篇计划生育⋯⋯⋯⋯⋯⋯⋯⋯⋯⋯⋯⋯⋯⋯⋯⋯⋯⋯⋯⋯⋯⋯⋯⋯⋯⋯

一，节育⋯⋯⋯⋯⋯⋯⋯⋯⋯⋯⋯⋯⋯⋯⋯⋯⋯⋯⋯⋯⋯⋯⋯⋯⋯⋯⋯⋯⋯

二、晚婚⋯⋯⋯⋯⋯⋯⋯⋯⋯⋯⋯⋯⋯⋯⋯⋯⋯⋯⋯⋯⋯⋯⋯⋯⋯⋯⋯⋯⋯

三，管理⋯⋯⋯⋯⋯⋯⋯⋯⋯⋯⋯⋯⋯⋯⋯⋯⋯⋯⋯⋯⋯⋯⋯⋯⋯⋯⋯⋯⋯

第三+=篇风俗⋯⋯⋯⋯⋯⋯⋯⋯⋯⋯⋯⋯⋯⋯“⋯⋯⋯⋯⋯⋯⋯⋯⋯⋯⋯⋯⋯

一，服饰⋯⋯⋯⋯⋯⋯⋯⋯⋯⋯⋯⋯⋯⋯⋯⋯⋯⋯⋯⋯⋯⋯⋯⋯⋯⋯⋯⋯⋯

二、饮食⋯⋯⋯⋯⋯⋯⋯⋯⋯⋯⋯⋯⋯⋯⋯⋯⋯⋯⋯⋯⋯⋯⋯⋯⋯⋯⋯⋯⋯

三、居住⋯⋯⋯⋯⋯⋯⋯⋯⋯⋯⋯⋯⋯⋯⋯⋯⋯⋯⋯⋯⋯⋯⋯⋯⋯⋯⋯⋯⋯

四、行路⋯⋯⋯⋯⋯⋯⋯⋯⋯⋯⋯⋯⋯⋯⋯⋯⋯⋯⋯⋯⋯⋯⋯⋯⋯⋯⋯⋯⋯

五、婚嫁⋯⋯⋯⋯⋯⋯⋯⋯⋯⋯⋯⋯⋯⋯⋯⋯⋯⋯⋯⋯⋯⋯⋯⋯⋯⋯⋯⋯⋯

六、丧葬⋯⋯⋯⋯⋯⋯⋯⋯⋯⋯⋯⋯⋯⋯⋯⋯⋯⋯⋯⋯⋯⋯⋯⋯⋯⋯⋯⋯⋯

七，节日⋯⋯⋯⋯⋯⋯⋯⋯⋯⋯⋯⋯⋯⋯⋯⋯⋯⋯⋯⋯⋯⋯⋯⋯⋯⋯⋯⋯⋯

八，礼貌⋯⋯⋯⋯⋯⋯⋯⋯⋯⋯⋯⋯⋯⋯⋯⋯⋯⋯⋯⋯⋯⋯⋯⋯⋯⋯⋯⋯⋯

九、产俗⋯⋯⋯⋯⋯⋯⋯⋯⋯⋯⋯⋯⋯⋯⋯⋯⋯⋯⋯⋯⋯⋯⋯⋯⋯⋯⋯⋯⋯

十、其它⋯⋯⋯⋯⋯⋯⋯⋯⋯⋯⋯⋯⋯⋯⋯⋯⋯⋯⋯⋯⋯⋯⋯⋯⋯⋯⋯⋯⋯

十一、新风⋯⋯⋯⋯⋯⋯⋯⋯⋯⋯⋯⋯⋯⋯⋯⋯⋯⋯⋯⋯⋯⋯⋯⋯⋯⋯⋯⋯

第三十三篇方言⋯⋯⋯⋯⋯⋯⋯⋯⋯⋯⋯⋯⋯⋯⋯⋯⋯⋯⋯⋯⋯⋯⋯⋯⋯⋯⋯⋯

一、语音⋯⋯⋯⋯⋯⋯⋯⋯⋯⋯⋯⋯⋯⋯⋯⋯⋯⋯⋯⋯⋯⋯⋯⋯⋯⋯⋯⋯⋯

二、词汇⋯⋯⋯⋯⋯⋯⋯⋯⋯⋯⋯⋯⋯⋯⋯⋯⋯⋯⋯⋯⋯⋯⋯⋯⋯⋯⋯⋯⋯

第三十四篇谣谚⋯⋯⋯⋯⋯⋯⋯⋯⋯⋯⋯⋯⋯⋯⋯⋯⋯⋯⋯⋯⋯⋯⋯⋯⋯⋯⋯⋯

一，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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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儿歌⋯⋯”·⋯⋯⋯⋯⋯⋯⋯⋯⋯⋯····⋯··⋯⋯·⋯··“一··“·“一一··一⋯⋯··

三，谚语⋯⋯⋯⋯⋯⋯⋯⋯⋯⋯⋯⋯⋯⋯⋯⋯⋯⋯⋯⋯⋯⋯⋯⋯⋯⋯⋯⋯⋯

四，歇后语⋯⋯⋯⋯⋯⋯⋯⋯⋯⋯⋯⋯⋯⋯⋯⋯⋯⋯⋯⋯⋯⋯⋯⋯⋯⋯⋯⋯

第三十五篇民间传说⋯⋯⋯⋯⋯⋯⋯⋯⋯⋯⋯⋯⋯⋯⋯⋯⋯⋯⋯⋯⋯⋯⋯⋯⋯⋯

一，穆王狩猎⋯⋯⋯⋯⋯⋯⋯⋯⋯⋯⋯⋯⋯⋯⋯⋯⋯⋯⋯⋯⋯⋯⋯⋯⋯⋯⋯

二，掩驾沟⋯⋯⋯⋯⋯⋯⋯⋯⋯⋯⋯⋯⋯⋯⋯⋯⋯⋯⋯⋯⋯⋯⋯⋯⋯⋯⋯⋯

三、乏驴岭⋯⋯⋯⋯⋯⋯⋯⋯⋯⋯⋯⋯⋯⋯⋯⋯⋯⋯⋯⋯⋯⋯⋯⋯⋯⋯⋯⋯

四，虎皮庄⋯⋯⋯⋯⋯⋯⋯⋯⋯⋯⋯⋯⋯⋯⋯⋯⋯⋯⋯⋯⋯⋯⋯⋯⋯⋯⋯⋯

五、下寺塔⋯⋯⋯⋯⋯⋯⋯⋯⋯⋯⋯·⋯⋯⋯⋯⋯⋯⋯⋯⋯⋯⋯⋯⋯⋯⋯⋯”

六，刘秀洞⋯⋯⋯⋯⋯⋯⋯⋯⋯⋯⋯⋯⋯⋯⋯⋯⋯⋯⋯⋯⋯⋯⋯⋯⋯⋯⋯⋯

七、陉山石鼓⋯⋯⋯⋯⋯⋯⋯⋯⋯⋯⋯⋯⋯⋯⋯⋯⋯⋯⋯⋯⋯⋯⋯⋯⋯⋯⋯

八，庄子头打井⋯⋯⋯⋯⋯⋯⋯⋯⋯⋯⋯⋯⋯⋯⋯⋯⋯⋯⋯⋯⋯⋯⋯⋯⋯⋯

九，玉峰山⋯⋯⋯⋯⋯⋯⋯⋯⋯⋯⋯⋯⋯⋯⋯⋯⋯⋯⋯⋯⋯⋯⋯⋯⋯⋯⋯⋯

十，殊砂洞⋯⋯⋯⋯⋯⋯⋯⋯⋯⋯⋯⋯⋯⋯⋯⋯⋯⋯⋯⋯⋯⋯⋯⋯⋯⋯⋯⋯

十一、石人山⋯⋯⋯⋯⋯⋯⋯⋯⋯⋯⋯⋯⋯⋯⋯⋯⋯⋯⋯⋯⋯⋯⋯⋯⋯⋯⋯

十二，柿树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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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庄严寺⋯⋯⋯⋯⋯⋯⋯⋯⋯⋯⋯⋯⋯⋯⋯⋯⋯⋯⋯⋯⋯⋯⋯⋯⋯⋯⋯

十四、洞宾山⋯⋯⋯⋯⋯⋯⋯⋯⋯⋯⋯⋯⋯⋯⋯⋯⋯⋯⋯⋯⋯⋯⋯⋯⋯⋯⋯

十五，东家桥⋯⋯⋯⋯⋯⋯⋯⋯⋯⋯⋯⋯⋯⋯⋯⋯⋯⋯⋯⋯⋯⋯⋯⋯⋯⋯⋯

十六、大寨瑙⋯⋯⋯⋯⋯⋯⋯⋯⋯⋯⋯⋯⋯⋯⋯⋯⋯⋯⋯⋯⋯⋯⋯⋯⋯⋯⋯

十七，韩信分井⋯⋯⋯⋯⋯⋯⋯⋯⋯⋯⋯⋯⋯⋯⋯⋯⋯⋯⋯⋯⋯⋯⋯⋯⋯⋯

十八，韫车前童井⋯⋯⋯⋯⋯⋯⋯⋯⋯⋯⋯⋯⋯⋯⋯⋯⋯⋯⋯⋯⋯⋯⋯⋯⋯⋯

十九，曼曼鞋⋯⋯⋯⋯⋯⋯⋯⋯⋯⋯⋯⋯⋯⋯⋯⋯⋯⋯⋯⋯⋯⋯⋯⋯⋯⋯⋯

二十、三关洞⋯⋯⋯⋯⋯⋯⋯⋯⋯⋯⋯⋯⋯⋯⋯⋯⋯⋯⋯⋯⋯⋯⋯⋯⋯⋯⋯

二七一、甍大力⋯⋯⋯⋯⋯⋯⋯⋯⋯⋯⋯⋯⋯⋯⋯⋯⋯⋯⋯⋯⋯⋯⋯⋯⋯⋯

二十二、窦王墓⋯⋯⋯⋯⋯⋯⋯⋯⋯⋯⋯⋯⋯⋯⋯⋯⋯⋯⋯⋯⋯⋯⋯⋯⋯⋯

二十三，二郎担山⋯．．．⋯⋯⋯’⋯⋯⋯⋯⋯⋯⋯⋯⋯⋯⋯⋯⋯⋯⋯⋯⋯⋯⋯⋯

二十四、驯虎洞⋯⋯⋯⋯⋯⋯⋯⋯⋯⋯⋯⋯⋯⋯⋯⋯⋯⋯⋯⋯⋯⋯⋯⋯⋯⋯

二十五、苍岩山⋯⋯⋯⋯⋯⋯⋯⋯⋯⋯⋯⋯⋯⋯⋯⋯⋯⋯⋯⋯⋯⋯⋯⋯⋯⋯

第三十六篇人物⋯⋯⋯⋯⋯⋯⋯⋯⋯⋯⋯⋯⋯⋯⋯⋯⋯⋯⋯⋯⋯⋯⋯⋯⋯⋯⋯⋯

一，人物传⋯⋯⋯⋯⋯⋯⋯⋯⋯⋯⋯⋯⋯⋯⋯⋯⋯⋯⋯⋯⋯⋯⋯⋯⋯⋯⋯⋯

二，人物表⋯⋯⋯⋯⋯⋯⋯⋯⋯⋯⋯⋯⋯⋯⋯⋯⋯⋯⋯⋯⋯⋯⋯⋯⋯⋯⋯⋯

第三+七篇烈士英名录⋯⋯⋯⋯⋯⋯⋯⋯⋯⋯⋯⋯⋯⋯⋯⋯⋯⋯⋯⋯⋯⋯⋯⋯⋯

第三十八篇杂志⋯⋯⋯⋯⋯⋯⋯⋯⋯⋯⋯⋯⋯⋯⋯⋯⋯⋯⋯⋯⋯⋯⋯⋯⋯⋯⋯⋯

一，宗教⋯⋯⋯⋯⋯⋯⋯⋯⋯⋯⋯⋯⋯⋯⋯⋯⋯⋯⋯⋯⋯⋯⋯⋯⋯⋯⋯⋯⋯

二，会道门⋯⋯⋯⋯⋯⋯⋯⋯⋯⋯⋯⋯⋯⋯⋯⋯⋯⋯⋯⋯⋯⋯⋯⋯⋯⋯⋯⋯

三、侨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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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772)

五、附录⋯⋯⋯⋯⋯⋯⋯⋯⋯⋯⋯⋯⋯⋯⋯⋯⋯⋯⋯⋯⋯⋯⋯⋯⋯⋯⋯⋯⋯(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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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井陉系纯山区。这种地理环境对本县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旧中国，由于历代统

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旧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井陉山区的物产资源等优‘

势得不到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潜力得不到发挥。因此，全县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落后

状态，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不断得到调整和改革，山区的资源和潜力得到有效地利用和发挥。山乡巨变，全县经济、文化

等方面都呈现出繁荣兴旺景象，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这充分说明，地理环境虽是社会发展

经常起作用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决定的条件。社会经济生产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主要取

决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演变。

--一
一—————————————————————————————————二———————————————————————————一一一

旧中国，井陉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天灾兵祸，民不聊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硗瘠。在历史上人们常用“地瘠民贫”来概括井陉的自然和社会面貌。[雍

正]《井陉县志》载： “井陉地环高峰峻岭之中，回环合沓而少溪涧，畎亩灌溉既不可得，

时而山水冲决竟成弃土。”又载： “井邑处万山之中，类多不毛之土，总有岗坡林麓，率皆

硗瘠，雨泽稍愆，便成赤地。"井陉山多地少，全县面积1，381平方公里。大体为一水二田

七山。建国前夕，有耕地面积39．6万亩(4-为37万亩)，除2．4万亩为水浇地外，皆为旱田，

农作物宜植黍不宜种麦，所获除交租赋，所剩无几， “唯食糠菜万，比平原农民的生活更为

困苦。

第二，冶河乱流。井陉境内河流有绵河，甘淘河、金良河、小作河。主要河流为绵河与

甘淘河汇合而成的冶河，正常流量为20立方米／秒，水利资源相当丰富。但是，历代统治阶级

从来不关心人民疾苦，冶河的水利资源不仅得不到利用，且每逢雨季，河水泛滥，为害乡

民，成为岛害河嚣。(民国)《井陉县志料》载： “道光十九年，乙亥，六月六日，绵河大

涨，冲去人民无算，涌入南城门，淹没东关阁，---t-J阁里西北两街，家家皆被水害，由东巷

流入北关。力民国二十五年，南横口村有识之士马作霖，曾组织勘测地形，绘制绵右渠工程图

纸，欲引绵河水上山灌田，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此举未果。

第三，宝藏“沉睡黟。历代统治者都称井陉为“穷山恶水"。然山内却蕴藏开采价值极

大的矿石三十余种，只因官府无能，县吏不重视，人民无力采掘，使众多宝藏长年“沉

睡"。早在宋代，井陉人民迫于生计，首先发现了煤田，开始用手工挖掘，煤质甚佳。1898年，

德国资本家汉纳根发现后，垂涎欲滴，遂染指井陉煤矿。1937年，井陉煤矿又为日军侵占。

德，日占领煤田期间，大肆掠夺原煤，残酷压榨煤矿工人。当时，工人生活不仅没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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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身家性命亦得不到保障。1939年，井陉煤矿横西矿井起火，日军将井口堵死，致使井下

1，200名工人身亡。

第四，交通闭塞。井陉318个行政村分布于山陬岭丛，交通闭塞，尤以南北两翼山区为

甚，城乡物资进出极难，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虽有一条贯穿东西长约百里的驿路，但

此路“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见《史记·淮阴候列传》)。且井陉人民饱尝驿路之

苦，由来已久。(雍正)《井陉县志》载： “东西官道(指驿路)，山石嶙峋，备极险峻，近

复崩塌，不堪行旅；一经雨雪，时有触崖坠石之患。”又载： “井邑当山、陕、西蜀之冲，

满汉差使络驿⋯⋯每至一村，即唤地方索夫、铡草，拉马、扛轿，稍不如意，绳拴鞭策，甚

至狠扑恶从，索诈钱物。或称满州，或称当事，小民吞声饮恨，勉强应付，直至去后，茫然

不知其为何人?"

第五，兵燹成灾。井陉层峦叠嶂，地势险要，东之土门，西之固关，史称井陉口，又称井陉

关，为“天下九塞，，之第六塞，“太行八陉”之第五陉。自古以来，井陉即为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人民屡遭兵燹之害。历代名将在井陉留有战迹者，不乏其人。如王翦，韩信、郭子仪、

李光弼、李克用，徐达等，而以韩信东下井陉背水列阵大破赵国为最闻名。近代，军阀相

争，井陉深受其害。如民国十七年，晋奉两军以井陉为战场，酣战四十余日，两军在井陉村

镇奸淫虏掠，无所不为，仅财产损失达三百余万元。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军在井陉烧

杀抢掠，制造“无人区”，“大血案"，全县人民蒙受损失，难以计算。日寇在井陉犯下的

滔天大罪，罄竹难书。井陉向属地瘠民贫，又屡遭兵燹之苦，原因何在?(民国)《井陉县

志料》载道： “同此国土，同此国民，何以邻近各县，地方既殷富，人民又得乐业而安居?

吾陉以硗瘠贫苦之区，人民反连年饱尝兵祸，无时得见天日。揆厥由来，非地势险隘之所赐

也l然则关隘一项，虽为兵家所重视，而吾陉人一念及之，则未有不疾首而痛心者也。”此

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虽未论及事情之本质所在，然关隘为历代兵家所必争之地，自然又是

当地人民受兵祸之根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抗日救国，除霸安良，拥政爱

民，调动了井陉人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配合八路军解放军，以南北两翼山区为屏嶂，建立

革命根据地，打败了日本侵略军，消灭了盘踞在井陉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险要的井陉地势和

勤劳勇敢的井陉人民，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换来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井陉人民

同全中国人民一样，结束了灾难深重的历史，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县人民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迸发出了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大力开发井陉的自然优势，为改变山乡落后面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

就。

(一)开发水利资源，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全县开凿大小渠道31条，总长为630公里。绵右渠，绵左渠，人民渠，民主渠、引甘入

绵渠、西跃渠等工程宏大，共动土石1652万立方米。绵右渠第一期工程竣工通水时，国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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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发来贺电，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亲临剪彩。这些盘山渠道沿途通过石拱渡槽155座，共

9公里，其中跨度最大者为上坪渡槽(主孔单宽净跨50米)，悬空最高者为银峪渡槽(从地面

到桥顶38米)，桥身最长者为吊窝沟渡槽(全长224米)，通过隧洞176个，共83公里，其中

最长隧道为三官山隧洞(全长5，569米)，通过水压头10米以上的倒虹吸14座，共8公里l

为全省之冠(全省共有24座)，其中乏驴岭倒虹吸工程为河北省之最早者。

修建中小型水库24座，库容3，918万立方米。张河湾水库为中型水库，今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7％，设计库容9，647万立方米，现最大库容2，300万立方米。建有蓄水百万方以上的小(一)

型水库4座和十万方以上的小(二)，型水库19座。 ，

‘

开发地下水，打机井577眼，累计井深达31．8公里。

治河造田，修河坝595道，长96公里，成滩造地2．8万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全县水地发展

到19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51％。133个旱庄解决了入畜饮水问题，占旱庄总额的96％，

1984年与1949年相比，粮占耕地亩产由141．5斤增到771斤，人民的“温饱"问题从根本上得

到了解决， “糠菜半年粮”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建水电站33座，现正常运行的有7

座，总装机量3，520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763．5万度，其中有四座水电站巳并入国家电网。

(二)开发矿产资源，发展工矿企业

——玩已探萌并陉县有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冶金辅助原料矿、特种非金属矿，化工原

料矿，建材及非金属矿共6类34种。其中大理石，花岗岩石色彩斑斓，种类繁多，是建筑材

料的珍品，有紫豆瓣、虎皮黄，墨玉，桃红、紫豹皮、灰白淡青、橙青黄绿等三、四十种，

储量近一万亿立方米。井陉的石灰石分布广，储量大，其品位之高为全国之首。此外，磁

铁，赤铁、褐铁、铜、铝土、耐火粘土、磷，硫，白云岩，蛇纹石，石棉、滑石，石英石，

方解石、蛭石、硅石、风化煤及烟煤等矿的储量也相当可观。这些矿藏已被开采的达17种。

全县建有采矿厂(场)一百多个。矿藏的开发，促进了井陉工业的“腾飞"，1984年，县属

厂矿29家，乡镇办厂矿1，107家，工业总产值为13，168万元。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52年相

比，增长32倍。城乡工业产品品种达150多个，其中碳铵、凸板纸、干电池，腐竹等品种获石

家庄市优质产品。另外，水泥，针织品、化工品，日用瓷、建筑瓷、陶管、陶瓦，工业雷

管、硝铵炸药、电动机、大理石，铝石，碳酸钙、石灰等产品在国内各地市场享有盛誉，有

的还打入国际市场。 ．

(三)开筑山区道路，以利发挥优势

建国以来，全县修建干线公路4条，县乡两级公路22条。1984年底全县公路通车里程为

389．6公里，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内有28公里。通公路的村庄259个，占总村数的81．5％。在普及

公路的同时，发展沥青黑色路面152公里，占公路通车里程的39％。干线公路工程艰巨，共

修建公路桥17座，涵洞800道，最大的公路桥有杨庄，梅庄、孙庄、微水、横口、南峪，地

都，城关等8座。障城至柿庄间凿有公路隧道3个，其中最长者达470米，为全省公路隧道

修建最早最长者。此外，我国第一条电汽化铁路一一石太铁路通过本县，里程为43公里，县

境内设有9个火车站。县内与石太铁路相连的还有19条专用铁路线。 ，．

纵横交错的公路，铁路网的形成，为全县交通运输和各种机动车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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