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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宁津县志》历时十多年，终于付印成书。编修县志，是一

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这部志书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辛勤

劳动的结晶。各乡镇、部门为编写县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编辑人员

积年累月，精心著述；在本县工作过的老干部给予热心帮助；上级领

导部门和各地专家、学者给予认真指导。在县志出版之际，对编写县

志做出贡献的所有单位和人员，谨表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志书具有“资政、教化Ⅵ存史’’的功能。编修一部观点正确、内

容翔实、体例完备的《宁津县志》，工程浩繁。它涉及到各行各业，各

个门类，可称为宁津县的“百科全书”。新编县志，通过对宁津近一百

五十年历史和现状的记述，使之成为知识和文化的结晶，是我县一项

宝贵的精神财富，给全县人民以智慧和启迪，不但有益于当代，而且

宁津从东魏开始建县，至今已有一千四百五十六年的历史。编修

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1588年明朝万历十六年至i931

年民国20年的三百四十年间，宁津县先后6次编修县志。这些县志是

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旧志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夹杂着大量

的反动阶级意识和封建糟粕，其宗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此次县志

编纂，不是对旧志的编修或改编，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详今略

古，秉笔直书，取精用宏，意在致用。在编纂过程中，选材注重翔实，

稽考力求存真，体例力臻完备，文字刻意求精，努力突出了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

‘1 7。



宁津县土层深厚，耕性良好。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给发展种植

业带来了先天的优越条件。宁津县是全国粮食和棉花生产基地县之一。

宁津人民富于牺牲精神，在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自由幸福的斗争中

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清末，宁津人民组织义和团、红灯照、蓝灯照，手

持长矛大刀，先后奔赴沧州、天津、北京烧教堂、杀洋人。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无数革命先辈，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两千多

名先烈，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今天社会主义的安定和

幸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变经济落后面貌，艰苦奋斗，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历史上，宁津县素有“杂技之乡"的美称。宁津

县西部和吴桥县东部，以宁津县黄家镇为中心，方圆数十里，杂技艺

人颇多，而且技艺超群。

温故知新，鉴往知来。今值《宁津县志》成书出版之际，愿借此

寄意全县人民，借鉴历史，继承光荣传统，同心协力，奋发图强，振

兴宁津，以此续写宁津县未来更加光辉的历史篇章!

^I夕I·P名．

宁津县人民政府县长 f耳形弘

一九九一年十月



六、本志所用年代，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必要的地方在括号内注明帝王纪年。例如：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

七、本志所书各类名称，仅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例如：。1945年

9月宁津县城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宁津县委员会”、“宁津县人民政府”等，重复出现

时简称“解放前(后)一、“县委”、。县政府”或。县府”等。

八、“人物编”分“人物传略一和“人物表录”，。传略一部分坚持生不立传，以对社会发’

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兼收有个别反面人物f以本县籍人物为主，也有少数客籍人物。其排

列先按类别，再以卒年先后为序。。表录”除烈士英名录外，按照既定标准分项列出，健在者

也包括在内。

九、本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采取散记于各编章和大事记中的方式，不设专

章记述。

十、本志资料来源，一是旧志、档案、图书、报刊，二是县直各部门、各乡镇编写的专

业志和史料，三是采访、征集的回忆资料和口碑资料，对上述资料均经过了去伪存真，筛选
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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