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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捷地乡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爱国主义为主线，尊重历

史，着眼未来。

2、编写本志的基本原则是客观公正。略古详今，求真务实。

3、编写本志的目的是全面真实的反映全乡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风土人情，记录发展历程。讴歌先进事迹，弘扬拼搏精神，挖掘捷地

的传统美德，激励当代的有识之士再创佳绩。编写本志是深化政德

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建设和谐文化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

展活力的具体体现，也是服务大局，服务发展，服务社会的实际行．

动，对进一步宣传捷地，扩大捷地知名度，助推和谐捷地建设必将起

到积极作用。

4、在本志的编写过程中，社会各界人士和相关部门给予了大力

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5、由于有些历史资料难以查询，加之编写水平有限，难免存在

不妥之处，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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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史，州、府、县有县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国无史无以知五千年之文化，

地方无志无以知历史之兴衰，今我乡撰修<捷地乡土志>，用以记载乡土历史物产、

民土风情。捷地守望在金丝小枣之乡，屹立于雄狮崛起的地方。京杭大运河古韵悠

长远远流淌，承载着捷地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时光流逝，岁月悠悠。世事的沧桑使

她日趋成熟。底蕴的深厚使她愈发美丽。忆过去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看现在衣食无

忧，自得其乐；望未来欣欣向荣，前程似锦。抚今追昔是什么情怀自任天下、奉献自

我，是什么力量勤劳朴实、埋头苦干，让我们沿着捷地的历史足迹去探寻、去抚摸、

去感悟。

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37年9月24日，日军占据沧州，25日，为保卫祖国

河山。以捷地村和柳孟春村为主的老百姓自发参加了抵抗日寇的保卫战。26日上午

捷地21人牺牲，27日柳孟春百姓掩护10余名受伤战士，被夜袭日军发现，日寇疯

狂报复，三天之内捷地和柳盂春两村14,4名群众惨遭杀害。现在捷地减河南岸的日

军炮楼遗址记载着日寇践踏我们故乡的悲伤历史。炮楼被保存下来，证实着捷地人

民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的精神。

实。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捷地自古民风淳朴、热情好客。明末清初，向生

王在此初战告捷。故封此地为捷地，捷地由此而得名。捷地人民奔波在祖国的大江

南北。工作在各行各业，踏踏实实做事．朴朴实实做人。踏实的态度。朴实的性格。已

经渗入了他们的血液，融进了他们的骨髓。勤奋求实、开拓进取、克难奋进、求真务

实，说实话．办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获得一次又一次成功。

勤。依托京杭大运河捷地闸水利枢纽和乾隆碑为主要背景的御碑苑景区，占地

100亩，是国家AAA级景区。它见证了捷地人民勤劳艰辛的历史。清乾隆十六年、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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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华北遭受历史罕见水灾，乾隆皇帝亲莅沧州，发动群众扩挖减河，改闸为

坝。捷地人民不畏艰险，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有效的完成

了该项水利工程，恢复了正常的水运。1791年乾隆帝御笔写下“置闸缘蓄流，设坝因

减水。其用虽日殊，同为漕运起。弱则蓄使壮。盛亦减其驶。操纵固由人，而要在明

理。易其闸为坝，实自辛卯始。忆从河决北，几致运废矣。因之河流微，回空逮冬底。

漕川常不满，那更言及此。竭力督饰之，昨秋复旧英。驻舟兹一观，坝下潮波酽。是

亦见一征，事在人为耳。”的诗句，这正是勤劳朴实的具体体现。

新。创新是时代的主题．也是发展的灵魂。捷地人民用智慧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马辛庄种鸡孵化技术在全省名列前茅，无公害鸡蛋打入了北京超市，沼气发电照明

在沧州市是一项创新，中特科技公司绿奥奶牛养殖小区与蒙牛集团长期合作，意明

商场，永和豆浆，这一切都是土生土长的捷地人民亲手谱写的新篇章。

这是我对捷地乡的粗浅认识，我和家人曾经在曹庄子村居住过6年，对这块土

地有着特殊的感情。自2005年8月我担任捷地乡书记至今，肩负着建设捷地乡的

历史重任。对全乡风土人情和历史资料进行的整理，是自己基层政治生活的需要，

也是对今后捷地乡社会发展的一种铺垫。

<捷地乡土志>，在注重细节真实的同时，讲求文字简洁流畅。图片的处理，力求

用有形的设计来表现无形的语言，使图片和文字有机结合起来。全书共分综合篇、

政治篇、经济篇、教育卫生篇、文化篇、民族宗教篇、人物篇、规划篇八个部分。在历

史的长河中，追溯了捷地历史文化发展的轨道，展示了捷地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多姿

多彩的自然风貌，打开了让世人了解捷地的窗口。也为建设捷地。发展捷地提供了

宝贵的资政资料。我们编著<捷地乡土志>，并非刻意炫耀历史，也不仅仅宣传先进

人物，而是通过挖掘捷地精神。鼓舞干部群众勇创美好未来；是对全乡群众一次深

刻的教化和洗礼；是一堂爱国爱捷地的课程；是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互相借鉴、互相

提高得平台；同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政德建设，全面建设和谐捷地的重要举

措，谨此为序。

尹志刚

201 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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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地真是福地!

她是沧州市的南大门，京杭大运河上距离沧州城最近的一条减河以她命名，沧

县的最高学府沧县中学坐落于她的怀抱，沧州市最有名的啤酒厂曾在这里辉煌．还

有．她是沧县范围内乾隆皇帝驻足并留下墨宝的宝地⋯⋯

国有正史．县有方志，家有族谱，这是构成我们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

盛世修文，史也是一项。在上层，工程浩瀚的‘清史>已近杀青；在下层，各大家

族差不多完成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修谱；而在这上下之间。更是已经开展了两轮全国

性的县志编纂。与此同时，介乎县与家之间的村志、乡镇志，也如雨后春笋，井喷式

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年来，全国正式非正式出版的各种村镇志达三千余部。然

而。这些村镇志大部分集中出现在经济与文化都非常发达的东南各省，北方不多，

河北更少，沧州则除了少数几部村志外，乡镇志，恕我孤陋，还未听闻。

回峰先生荣任捷地回民乡乡长以来，颇多创举。事业心及责任感都很强的他，

希望用乡镇志这种形式，把捷地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成就记载下来，以作为资政育

人、指导未来的一种别致的乡土教材，这一想法得到了乡党委的全力支持和乡政府

同事们的积极配合。他曾经的老领导沧州纪晓岚研究会李忠智对此举给予的赞赏

和鼓励，李会长又命我这个新部下务必帮忙。于是一帮就是两年。

这部<捷地乡土志>并没有包罗万象、巨细毕收地记载捷地的全部历史和现状，

严格意义上说，它距离方志的标准还有差距，尽管如此，我仍愿意把它叫做乡镇志

范畴内的风土志。因为乡镇志也好，风土志也罢，它们的目的都是“辑一乡一镇之精

要，揽一区一域之风情”，这一点l：捷地乡土志：》基本做到了。

其次，编纂乡镇志不仅是为了补充县志记载的不足，更主要是为本乡镇的社会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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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服务，对内是教化资政，对外则是为了宣传投资环境，发扬地方优势，提高自身

在县市内外的知名度，支持地方事业的发展。这一点，<捷地乡土志>也做到了。

第三，能否充分反映地方特色，是衡量一部志书生命价值的标志之一。乡镇志

讲究追述历史，详陈现状，突出地方特色，突出时代特色，以特为先，以特为重，把握

乡镇独特的个性，彰显乡镇的地域特性。在这点上，<捷地乡土志：》同样没有令人失

望。

最后，乡土志多以记述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事情．比如市场上的集市贸易，农

村手工业的兴衰，小镇上茶馆店的特色，寻常百姓的收支来源和去向。各乡各村的

风土人情等等为主，寻找小人物身上的大事件，以及逝者如斯般岁月里的不同寻常

的日子。所有这些，都能在<捷地乡土志>里找到。

可以说，<捷地乡土志>创造性地开拓了沧州地方志事业，它一定能在繁密的地

方志林中自立成一棵挺拔的大树。

2011年元月孙建序于沧州知微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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