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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县志》在深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的大喜事。丰南县原系丰润

和滦县的一部分，于1946年建置。《丰南县志》是丰南县的第一部县志，这是时代的新篇，是我县

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l成稿之时，县志编委会嘱我作序，使我感奋之余浮想联翩。

我原在唐山市农村经济委员会任职，对丰南县的农业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丰南的全部情况

和历史知之甚少。1988年6月，奉命来丰南任县委书记之职。此时，《丰南县志》(征求意见稿)

已经脱稿，尽管我的公务繁忙，仍把阅读志稿作为了解丰南的向导。读罢志稿，茅塞顿开：原来

丰南这片膏腴之地竞有着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块土地上竞孕育了

如此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生过如此众多的优秀人物l于是，我对丰南县的历史

和现状了解得更加清楚了，对丰南更加热爱了。古人说县官上任必须先看县志的确是经验之
谈。 ．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渊源流长。地方志是记述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

料书，它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一方人文，一邑物产，包罗万象，被称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为我

们充分掌握国情、县情，确定施政方针，制定建设规划，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

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作为一个县的领导，不了解县情，怎能施政决策，领导全县人

民进行四化建设?恩格斯说过：“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作为一个丰南县人，不了解家

乡的历史和现状，又怎能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因此，《丰南县志》的编辑出版，不仅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感谢我的几位前任领导在1982年就作出了编纂《丰南县志》的决定，这是具有远见卓识

的，这是一项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感谢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们七历寒暑，含辛茹苦，忘

我工作，三易其稿，终于为我们编成了第一部《丰南县志》，感谢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各地

专家、学者的热心帮助、指导。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山中而不知山的情况是常有的，为了避免这种

现象，我们身在丰南要研究丰南、认识丰南，进而建设丰南，振兴丰南。这是我读志稿的体会，权

以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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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县志》的出版是全县人民的大事，是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

成果。可以预料，它的问世，必将对今后丰南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丰南县系1946年由丰润和滦县划疆而治的一个新县，这样的县修志难度大，既无现成的志

书借鉴，也无翔实的史料可考。建国后虽然积累了一些材料，可惜大都毁于十年“文化大革命”

和1976年的“七·-'A”大地震。加之先后两次与丰润建置分合，好些资料残缺不全，使修志工

作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困难并没有动摇我们编纂《丰南县志》的决心，从1983年起，县志办

公室就组织人力投入调查研究，查档案、阅旧志、广征博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整理，堪

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仅填补了资料的不足，而且初步摸清了丰南的历史脉络。

县志从发起到成书历经七个寒暑，内中甘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味。我有幸主持此事，深感

任务光荣，责任重大，从而竭尽全力，以不负桑梓的重托。我的前任李旭庚、冬兆平二位县长，从

1982年就开始部署、领导修志工作，使我在1985年到任接手时，就已有一个较好的基础。编修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是上对祖宗下对子孙的千秋大

业。于是，把修志工作列为县政府的一项议事日程，先后三次调整编纂委员会成员，届届相传，

从未间断。 、；

·‘

一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们，工作辛苦，待遇菲薄，默默无

闻，埋头苦干，甘于奉献。尤其是李平寰同志，从始至终，发挥了。总工程师”的作用，付出了大量

心血。主编李继隆和副主编朱继经同志，兢兢业业，废寝忘食，把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熔铸予修志事业之中，经过对历史事实周密的反复考证，窗前灯下的辛勤笔耕，八改

篇目，七次增删，三易其稿，终于使第一部《丰南县志》定型，并在1988年10月召开的志稿评议

会上，博得专家、学者和修志同行的充分肯定，这是对丰南修志成果的鉴定，也是对七年如一日

不辞案牍之劳修志者的奖掖，借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丰南县志》以丰富的资料，朴实的文笔，科学的分类，记述了本县自然地理、物产资源、历

史沿革、历代名人、历史事件、名胜古迹、经济状况、科技发展、文化教育、民俗风情、土特名产等

多方面的情况。为人们增进对养育自己这块土地的真切了解，加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鼓舞我

们为振兴丰南而不遗余力。

通过对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记述，揭示了丰南今后的发展前途，这片广袤的滨海平原，

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有较宽阔的滩涂和浅海水域等待开发；有盛产苇草的大面积草泊可资利

用，有连片的草地宜于垦殖、放牧；有星罗棋布的洼淀坑塘利于水产养殖，有广阔的平川沃野适

于耕种；有丰富的煤炭、地热蕴藏；有传统的鱼盐之利，。润泽丰美”名不虚传。

县志以大量篇幅记述了本县经济发展兴衰起伏的历史轨迹，展示了丰南独有的经济特点。

它告诉我们：早在北魏时期这里就以盐业闻名北方；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带来江淮和黄河流域

的物质文明，促进了这里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晚清受洋务运动影响，较早地接触了近代工业

1I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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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外贸易，并由此产生了一批以猪鬃、棉花加工为主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使河头和胥各庄

成为一个向全国各地开放较早的工商业城镇。唐胥铁路、龙号机车和煤运河的诞生，加速了这

里现代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进展相当迟缓，全县各处百孔千

疮。新中国成立后，民力复苏i百业待兴。全县人民在历届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下，自立更生、艰

苦奋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克服重重困难，医治十年沉疴，给丰南经济带来蓬勃生机。国民经济和各项

建设事业，以旧社会不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但也经历了坎坷和曲

折，尝受了失误的苦果。县志如实记述了这一点，并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观点，彰明了因

果，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反思的课题。

县志着重记述了革命先辈在丰南留下的奋斗足迹，尤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斗

争给予了充分的表述：猪鬃工人的罢工风潮，抗日暴动的熊熊烈火，开辟路南的艰苦岁月，反击

国民党大扫荡的曲折斗争，都为丰南的历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志书内容博大精深，绝非少数人力所能及，它与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和有识之士的赞助，

密不可分。在县志办公室着手编纂丰南县志稿的同时，县直各有关职能部门就开始了专业志的

编纂，这不仅为县志编纂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素材，又为各部门培养了一批熟悉本职业务的行家

里手。， j

1984年本县就被河北省确定为修志重点县。此后，省地方志办公室卢振川主任每年都亲

自来丰南进行具体指导，唐山市冯国安副市长也曾到丰南过问修志进程，并经常得到市方志办

的帮助，更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I梁寒冰l同志，不顾八十高龄，风

尘仆仆，两次亲临丰南，不仅对我们是一个极大鼓舞，更为我们指明了修志方向。《丰南县志》凝

聚着各级领导和有识之士的心血，是众手成书的智慧结晶。我代表丰南人民和全体编纂人员，

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年是伟大祖国诞生四十周年，出版此书更有特殊意义。这不仅是馈赠给后代子孙的遗产

——一份能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财富，也是献给祖国母亲的厚礼。

丰南县人民政府县长 姚守信

1989年8月2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

求是地记述本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上限，原则上起于1911年，对有些事物的记载可上溯至有可靠史料的年代。下限，原则

上截至第六个国民经济计划结束后的1985年底。但对一些在1985年兴办的事业，则延伸到该

事业完成为止。

三、本志采用的是‘‘大编法”。于编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纵贯古今。之后设地

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七编，最后为杂记。编下原则上设章、节、目三个层次，按

事物性质设编、章，不受现行职能部门范围的约束。

四、各编、章、节篇幅的大小，根据所占地位与史料统一权衡，既不“小题大作一，也防止“大

题小作”，避免“平分秋色”。 ，。

、

五、在记述中力求减少重复，在相关章节中交叉互见而各有侧重。

六、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正确评价历史功过。但对于在执行当时政策上所造成的失

误，则以记其事为主，一般不追究个人责任。
。

．’七、依“寓褒贬于记述之中”的原则，对一些人和事不滥加褒贬之词。

八、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以本籍人为主，也载有少数长期

在丰南县活动有较大贡献的外地人。对劣迹昭著的反动人物亦予立传。在世人物有突出事迹

者，在有关章节中用“以事系人”或“以人系事”的方法适当记述。

九，记、志、传、图、表、录诸体裁并用，以志为主，以文字记述为主。

十、一律以第三人称，采用语体文，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规范。

’十一、对机构、职务、职称以及政策、法令等称谓，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下则用现代

简称，尚无简称者仍用全称。

十二、有关学术和科技名词，原则上一律应用术语和学名，一时尚无考者，暂用俗词和土

名。 一 ，

十三、本志纪年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沿用旧称，并于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应用

公元纪年，并用阿拉伯字书写。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8年12月12日以后。

十四、所用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主，统计部门不掌握的，采用有关职能部门所掌

握的数据。 ’

十五、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原则上以应用公制为主，并兼用习惯制(如亩)。对于已废除的旧

制，如：营造尺、石、斗、升、合等在括号内换算成公制，有的则直接换算成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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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县位于河北省东部滨海平原，北纬39。11，59”"--39。39728”，东经117。51’43”～118。25，28一

之间。南濒渤海，北靠唐山市区和丰润县，东邻滦南县、唐海县，西与宁河县、汉沽农场毗连。南

北距50公里，东西距48公里。总面积1568平方公里(含南堡盐场占地27 L平方公里)。县城胥各

庄镇在唐山市区西9公里处。1985年底全县辖8个工委，26个乡，4个镇，492个行政村。共

115467户，46518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95．7X，有汉、回、蒙、满、壮、瑶、彝、白、畲、侗、朝鲜、么

佬、俄罗斯等13个民族，汉族占99．8oA。宗教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在全县人口中，农业户口

420753人，占90．5％，非农业户口44427人，占9．5 oA。

本县地理位置优越，境内交通便利。北有京哈铁路横贯东西，经胥各庄、唐坊、田庄三个火

车站。其中，唐山至县城胥各庄段铁路，始建于清光绪六年(1881年)，为全国第二条自建铁路。

另有汉沽至南堡盐场和古冶至钱营煤矿专用铁路通行。按铁路交通距离由县城至天津市116公

里，距省会石家庄502公里。主要过境公路有唐柏、唐乐、津秦三条干线。连同境内乡间公路，全

县晴雨通车里程达284公里，形成了沟通城乡的交通网络。海运有陡河和沙河两个入海口，可分

别由涧河和黑沿子通往沿海各主要港口，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有利条件。 ．，

本县位于华北地层区的燕山分区、唐山小区的东南部，东部属于滦河冲积扇缘，西部属于

蓟运河冲积扇缘，南部滨海属于河流冲积和海相沉积地(俗名“退海地”)，表面为一层较厚的新

生界第四系沉积物所覆盖，基底为奥陶纪灰岩。境内海拔在1．5,--．25米之间。东北部稍高，多缓

岗和沙丘，土壤以砂壤质潮土为主，保肥保水性差，土壤肥力偏低。中北部地势平缓，土壤以中

壤质潮土为主，肥力较高，是主要高产地区。西南部地势逐渐低洼，土壤以盐化湿潮土和滨海盐

土为主，质地粘重盐碱，结构紧密，通透性不良，土质肥力虽高，而养份却不易释放。

r境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类型气候。年平均日

照2651．8小时，占可照时数的60％。年平均气温10．5℃，最热月在七月，平均气温为25．1℃，极

端高温为38．6℃，最冷月在一月，平均气温为一6℃，极端低温为一24．8V。90％以上的年份大于

等于0V的积温为4030．2"C。平均无霜期182天，冬季负积温为一474．4℃，基本上属于两年三熟

兼一年二熟耕作区。年平均降雨量677．6毫米，特点是年际年内分布不匀，多雨年与少雨年相差

悬殊。冬春降水稀少，夏秋比较集中，汛期雨量占全年雨量的81％，极易形成春旱秋涝。境内河

流有陡河、沙河两大天然河道，历史上经常泛滥成灾，近百年间，曾有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

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和1949年三次特大水灾。建国后因水利工程大规模的兴建，全

县除涝面积已达52万亩，灌溉面积37．4万亩，历史上低洼易涝和干旱的威胁基本上得到缓解。

丰南县素以“润泽丰美蟹著称。土地资源比较丰富，非耕地多于可耕地，1985年全县在册耕

地76．4万亩，垦殖率不足40％。农业人口人均1．82亩，高于全国人均占有水平。建国以来，由于

水利、交通和城乡建设用地，全县耕地面积比1949年(93．6万亩)已减少17．2万亩，加上人口增

长的因素，人均耕地占有量比1949年(3．18亩)下降了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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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阔的非耕地中，有草泊12万亩，草荒地24万亩，河渠、坑塘、洼淀等约27万亩，主要分布

在西南部低洼地区，常年可产干苇草5万吨，天然鲜饲草13万吨，淡水鱼类数百吨。早在元代就

有“紫蟹金鳞随意而得”的记载，此外还有鸭、雁等野生水禽20余种。是发展建材、苇编、畜牧业

和自然渔猎的重要资源。但自60年代末，在兴办治水工程中忽视了保护自然资源，因陡河水质

污染，使草泊、水域生态失调，造成各种资源锐减，从80年代开始采取多种保护自然环境恢复生

态平衡措施，已初见成效。

丰南县海岸线总长23．5公里。岸上滩涂区斥卤不毛，是著名的长芦盐业、化工区域。海岸

以下的潮间带，全面积折合23．03万亩，底质粘重，比较平缓，适合围海养殖及晒盐。按15米等深

线的浅海水域可直达大沽锚地，是浅海鱼类捕捞作业区，也适合贝类繁殖。自50年代后期，由于

酷渔滥捕，小黄鱼、对虾、梭子蟹等经济鱼类产量锐减。从1980年以后对虾资源已逐步为人工养

殖所取代。此外，植物有野生中草药95科包括297种；矿藏有煤、牡蛎矿、地热等，沿海一带还蕴

藏着丰富的石油，这些都是振兴丰南经济的重要资源。

县境历史悠久，民风敦厚勤朴，据1958年刘唐保村出土的石刀、石斧考证，在新石器时代，

就有人类在东部沙河流域繁衍生息、开疆拓土。春秋时属无终国、孤竹国，战国时属燕国，秦、汉

时属右北平郡土垠、昌城县。唐代属蓟州玉田县和平州石城县。从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归契

丹(辽)所属。公元1126年金灭辽，县地属金中都路蓟州丰润县和滦州石城县。明代属顺天府丰

润县和永平府滦州。清属遵化直隶州丰润县和永平府滦州。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6年

5月丰南建置前一直为丰润和滦县所属。其间于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曾在丰润县南部地区建

立湮阳县，治所在河头镇(今胥各庄)，于1948年12月12日县境解放时溃散解体。建国后1954年

7月曾一度撤销丰南县并入丰润县，为唐山专署所辖。1961年6月又恢复丰南县建置，仍属唐

山专区。1983年5月撤销唐山地区行署，实行市管县，本县属唐山市管辖。

解放前，历代统治阶级横征暴敛，作威作福，广大贫苦农民饱受阶级压迫之苦，过着极其悲

惨的生活。

民国以来，连年军阀混战，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内忧外患，加重了人民的灾难。1917

年和1923年两次直奉战争，胥各庄、稻地一带为双方争夺京、津必经之路，军队所到之处抢掠财

物，强征粮饷，散兵游勇流窜民间，与匪盗沆瀣一气，鱼肉乡里。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冀

东以来，在县境建碉堡、挖战壕，烧杀抢掠，岁无宁日，上千名群众惨遭杀害，并有400余人被抓

到日本当劳工。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群众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

园的愿望，却网罗汉奸、土匪、地痞、流氓和恶霸地主，组织反动武装，发动内战，1946年冬向县

境解放区大举进攻，建立据点，抢粮抓丁，使抗日战争期间建立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民主政权

遭到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重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富于革命传统的丰南人民并没有被征服，一代又一代不断起来抗争。在元代，沿海一带盐

民就发生过抗盐税斗争。鸦片战争期问，曾有两艘英国兵舰泊于黑沿子海面骚扰，由于军民防

守严密，未能乘隙而入。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稻地一带的师生曾集会讲演，宣传反

帝、反封思想。1927年，共产党员韩旭楼在宋家营建立了县境第一个党支部，此后，县内人民在

共产党人的组织领导下，不断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1929年至1947年，全县数千名猪鬃工

人进行了三次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资本家的反动气焰。1933年1月中共党员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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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在宣庄、黄各庄一带组织小学教师联合会，进行了罢教斗争，并在宣庄西八村组织佃户对

“海大王”李连溪的抗租斗争。1938年7月，在冀东抗日大暴动中，县境各地纷纷响应，有2000余

人拿起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斗争。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丰南人民

的革命斗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有1243名优秀儿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他们的业绩将永垂青史。

建国后，丰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设，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3668亿元，为1978年的

286．1％，比1949年的3208．9万元增长16倍，年平均递增率3．2％。

本县是生产棉、粮、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综合农业区。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农民进行了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普及农业技术，生产水平

不断提高。1982年以后，通过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

自给半自给的传统经济向商品生产转化，198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9240亿元，为1978年8762万

元的219．6％，比1949年的3135．1万元增长5．1倍，年平均递增率5．2％，1985年粮食作物平均亩

产371．3公斤，为1979年147．8公斤的161．4％，比1949年增长8．2倍。

本县是冀东主要产棉县份，元末明初已大量种植。建国后曾三次出席全国棉花会议，1980

年以后，常年播种12万亩左右，最多达14．5万亩。从1983年起，亩产皮棉超百斤，居全省前

列。1985年亩产58．7公斤，为1978年24公斤的383．6％，比1949年增长7．’8倍。花生产于东

部沙河流域。1985年播种64681亩，亩产135．6公斤，为1978年104．9公斤的129．3％，比1949

年增长5倍。陡河流域盛产大白菜，每年提供商品菜5万多吨，在京、津、东北市场享有盛誉。

1985年全县有林地面积25713．4亩，四旁植树1400万株。分别比1949年增长5．4倍和34倍。

大牲畜存栏34278头，比1949年增长44．7％。猪存栏112732头，比1949年增长2．2倍。羊存

栏21090只，比1949年增长106倍。水产品总量12382吨，比1949年增长7．9倍。人工养殖业

正在不断发展，1985年海、淡水养殖产量1244吨，占总产量的10％。1983年以来新兴起的滩涂

对虾养殖累积面积达1．3万亩，为进一步开发沿海水产资源闯出了一条新路。 v

丰南县工业发展较早，随着明初大规模移民活动，引进了江南和黄河流域的多种手工业，

清末以来海禁大开，清咸丰年间胥各庄一带专供出口的猪鬃加工业就已兴起，稻地一带的酿酒

业、毛毡业也很发达。清光绪七年全国第一台“龙”号机车在胥各庄诞生以后，随着唐胥铁路修

建通车与延伸，促进了与天津等外埠口岸的联系，刺激了本县工业的发展，但现代工业基础还

十分薄弱，且多分布在胥各庄、稻地、宣庄等较大的集镇。建国后，在原有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

业的基础上，兴办了一批国营、集体工业，1980年以来乡镇工业不断发展。1985年全县工业总

产值达2．51268亿元，居全市第一位。为1978年5105．6万元的372．5％，比1949年增长354．

9倍，平均年递增17．8％。全县工业行业计有：猪鬃加工、盐业、化工、冶金、机械、建材、煤炭、造

纸、纺织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门类，生产一千多种产品。尤以猪鬃加工、制盐占优势。‘胥各庄是

我国北方猪鬃加工、整装配套出口产品基地，所产“天津鬃”在国际上久享盛名，加工的黑、白、

花鬃最高年产量达1．4万箱(1973年)。主要出口美、英、日等十几个国家，并为国内制刷业提

供原料。本县原盐生产已有1460年的历史。在北魏孝昌年间越支、宋家营一带已成为盐产区。

建国后，在南部滨海地区相继建设有8个盐场，年产原盐103万吨。产品纯净质优，是盐业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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