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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5日胡锦涛视察白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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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08年5N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视案白沟

2005年7,96日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视察白淘



2005年IOB 30目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到白沟视察

2008年11月30目河北省代省长胡春华视察白沟



Sustainable Town Development 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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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沟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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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埸蓁王花日
，屯庀鼻{oHt^n^霭镇台沟繁繁市场

卜象缜是，千般y像兹生无^t^1乍舌白沟商濑古镇雄风
棒持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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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白沟镇的自然、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的统一。

2．本志采用卷、章、节的编写体例，全书分为“卷首”、“历史卷”、“地理卷”、

“政治卷”、“经济卷”、“文化卷”、“居民卷”、“风俗卷”、“人物卷”、“卷末”，共八卷

十部，专业志各卷平行排列，依内容编排序号。全书1 18万字。

3．本志按“贯通古今，详今明古”之原则，上限不定时限，肇自事物在本地的发

端，下限统一止于2007年12月，重要事项下限有所突破。横陈百科，纵述历史。

4．本志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相结合的记述方式，志为主体。

5．关于年代，清及清以前基本采用历史纪年，并括住公元纪年。1912年民国建立

后，除引文外，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历史地名、机构、职衔均按当时当地称谓。

6．本志中“大事记”部分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记述体例，以编年体

为主。

7．入志人物主要为本镇人士，兼收对白沟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士。生不立传。考

虑到白沟乃古商镇，故采写部分有成就并有影响的商人，成《创业者足迹》一章附于

《人物卷》后。本志所涉人物一律直书其名，必要时加职务或职称。

8．本志文字表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简洁，所使用文字为国家语

委1986年公布的规范简化汉字。

9．本志数字书写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1996年6月1日正式

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计量单位的使用，除记述白沟历史章节部分

偶有引用当时的计量单位外，凡记述建国后的内容均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lO．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相关史籍、旧志、档案及党史文献，部分内容是经调查得

来的口碑资料，所有资料都经反复核实、多方对照，力求真实准确。经济指标数据均由

镇党委办、镇统计科、镇经委、镇建委及相关经济主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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