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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一部系统记载黄骅历史和现状的新方志付梓问世，我们感到欣慰不已，思

绪如潮。早在加世纪如年代，马列主义的星火已在新海大地点播。抗日战争

的艰难岁月，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造就和哺育了这里一代代英雄儿女。不屈

不挠的黄骅人民在探求真理，争取解放，建立民主政权的伟大斗争中，前赴后

继，浴血奋战，全县有500余名优秀儿女，血染红旗，为国捐躯。谱写出许多

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o

旧中国遗留给全县人民的是灾难沉重的创伤和贫穷落后的历史。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勤劳朴实的黄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
气概，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改变着家乡“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取得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走上了，一条自强不息之路，使昔日的渤海荒滩，

崛起为朝气蓬勃的新兴滨海城市。

人类总是有所借鉴才能前进。人们也总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啦探

索着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规律。历史的使命，现实的要求，事业的发展都亟

待我们编纂一部贯通古今，“前有所稽，后有所考’’，系统反映黄骅全貌的社会

主义新方志。今天，《黄骅县志》的问世，完成了我们和前任县委、县政府领

导的一个宿愿，并可告慰为解放黄骅、建设黄骅英勇献身，而长眠于九泉之下

的英灵。全县人民从志中能够系统地认识家乡，了解家乡，更加激励如万黄

骅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雄心壮志，并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笔丰厚的姘富。

编修县志是一项浩瀚的文字工程，是一项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这

项工作中，得到了省内外专家学者的惠顾、指导，得到了“有志于此者”的通力

合作。我们感谢致力于此的全体编写人员，感谢上级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

在改革开放、撤县设市的今天，《黄骅县志》为我们记下令人难忘的一

页。她孕育着昨天，启迪着未来，盛将成为各级领导“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

宜’’的工具书。

温故而知新。今天的黄骅是历史的黄骅的一个发展。只有充分了解历史，

懂得历史，才能够在新的征途上定向、奔驰，才能更好地建设今天，开创未

来。这也是编修《黄骅县志》的目的。

黄骅市委书记王宝良

黄骅市市长王继丰

199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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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黄骅县志》经过5年的辛勤努力，现已出版，这是黄骅文化建设史上的

一项可喜可贺的成果。

黄骅位于华北平原最东端的渤海之滨，地势平坦，土地辽阔，蛊产小麦、

玉米、大豆和高粱，自古享有鱼盐之利。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我们的祖先在这块“水恶、地鄙"的土地上建设着家

园，创造着生活。“苦海盐边”的艰辛，天灾人祸的殃及，历代战争的考验，陶

冶了先民勇敢、勤劳、朴实、坚强的美德，锻炼了祖先抵御强暴，反抗外侮的

斗争意志。物竞天择，适者有存。数辈艰苦不懈的奋斗，终于使偏僻的“苦海

盐边”逐步繁荣昌蛊起来，其遗留的风物人情，经历的曲折道路及创造的光辉

业绩理应载入史册。然而，黄骅历史的志载却是一片茫茫空白，其查无所从，

考亦难考的状况足令今人叹惜。因此，编纂一部通览古今，系统反映黄骅历史

和现状，纵横千百年风云变幻的史料著述，不仅是历史的重托，也是现实的神

圣使命。

史载千秋。编纂地方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县

志是其中最重要、最有特色的部分。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语

言流畅的社会主义新方志，靠宏大之结构，繁富之内容，融百科于一体，览万

事于一书，为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领导施政决策提供现实咨询；为爱国

主义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可谓流芳百世，资治永年。

盏世修志。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骅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政

治安定，经济繁荣，人心归向，无疑是修志的大好时机。1986年，中共黄骅

县委、县人民政府适时作出决策，成立由党政机关领导人组成的《黄骅县志》

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荟萃一批熟悉县情、文笔过硬、有志于此的一方风

流人物，负责具体的编纂工作。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

针、政策。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体例、新方法，依据“详今略古”、“秉笔直

书”的原则，编一方之史，成一地之志。从大的时空勾勒清历史轨迹，活脱出

时代发展脉络。一

众手成书。历史从来就是人民写就。几年的编纂过程中，我们经过制篇设

目、查考资料、撰写初稿、请专家学者指导，三易志稿而成书。其间，得到

省、地方志界同行，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同志们的通力协作。县

志办公室的全体编辑同志，以无私的奉献精神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工作，“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负责搜集材料的同志常杯餐未尽，又踏征程，“废寝忘食，锐

意穷搜，时或得之，则瞿然为喜”；而执笔撰稿的同志则“贯耳不闻窗外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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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致志撰春秋’’。他们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尽在其中。他们的熠熠业绩，

在于弘扬了民族文化，填补了我县文化建设史上的空白。

《黄骅县志》采用大编结构，全书分概述、大事记，人口、地理、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民情习俗、人物等篇，洋洋百万字。在借鉴历代方志研究

成果上，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编纂之中有所创新。由于资料的匮乏和水

平所限。谬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黄骅县志》属于过去，属于今天，属于历史，属于未来。我们期待着明

天的黄骅，将如渤海一轮红日，喷薄东升，全县人民将谱写出更加壮丽的历史

篇章。

黄骅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张芳兰

1990年6月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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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黄骅县志》是以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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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依据编修的黄骅历史上第一部社

会主义新志书。

2，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杂记组成。概述，综览县情，总摄全书；大事

记纵贯古今，勾勒脉络；各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历史，设地理、人口、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民情习俗、人物8编。
’

3、全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重记当代。上限不限，视资料占有情况，追本溯源。

下限止于1985年。
。

4、全志采用记、志、传、图(照片)、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

5、全志为大编结构，各种事物按类入志，不受现行管理系统的制约，同类事物打破

部门界线，均入一志，按编、章、节、目序列排列。

6、全书除引用古籍文字外，均采用语体文。寓观点子选材，不作评述。

7、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古今兼蓄，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

别阻碍社会前进的人物；以本县籍为主，亦载少量在黄骅有较大影响、贡献的客籍人士；

立传人物只记事实，不作评述；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对在各项事业中成绩

斐然，有建树的生人，系之有关编章。

8、全志一律采用第三人称记述；人名，直书其姓名，不加褒贬词；地名，以标准化

地名为准，古地名加注今地名或今近似地名；政区及组织机构名称，一律采用当时名称；

党派、组织机构、文件、公报、会议、各种运动等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或

加注后用的简称。
、

9、全志用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公布的《简化字

总表》为准。

10、全志对数字的用法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1986年12月31

日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11、全志中计量单位的用法。1949年lO月前的历史资料可用原计量单位。从1949

年10月后的计量·律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不符的折算。长度基本单位为米或公里。重量基本单位为公斤或吨。面积基本

单位为平方米、平方公里。耕地面积沿用亩为单位。体积基本单位为立方米。一般记数小

数点保留一位。货币计价标准为现行价。

12、纪年的用法是，1949年以前一律采用中国纪年法，加注公元年号，从1949年10

月后使用公元纪年。
“

13、全志资料来自档案资料，党史资料，统计资料，有关正史、1日志，家谱，报章、

刊物、专著，以及口碑调查，加以考证鉴别后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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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黄骅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华北平原黑龙港流域的最东端。县境纵距55

公里，横距46公里，总面积2 219平方公里(包括农场盐场)，呈矩形镶嵌在

渤海湾的西岸。6

黄骅县地处冀鲁京津要冲，居津南交通之咽喉。北倚天津，西靠沧州，南

近山东，处在环渤海秦唐沧开发区的沧州地区，与天津开发区的结合部。

全县大地构造位置，属新华夏系北东向断裂结构昀黄骅凹陷区。聚天地之

灵气，集日月之精华。几度沧海桑田，造就成河流三角洲，滨海洼地和贝壳

堤，组合为境内广袤的滨海冲积海积平原。

县境属暖温带季风型气候，大陆度为63．9。雨热同期，夏无酷暑，冬先奇

寒。年平均气温J2℃，最冷的J月平均气温m4．4℃，极端最低气温-19℃。
最热的7月平均气温26．4℃，极端最高气温彳D．8℃。无霜期平均为194天。受

海洋的影响，与地处同纬度的内陆地区相比，夏季偏凉，冬季偏暖。

黄骅历史悠久。大约在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古为究州之

地。春秋为齐、燕两国所属。自秦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柳县，二

千多年间，历代在境内建置颇繁。汉置章武、高城，隋设鲁城，唐领乾符，宋

为清池、盐山分辖，后代因袭。沿至民国2彳年(公元1935年)置新海设治

局，后为新海县、新青县。民国弭年(公元194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牺牲于

县内的黄骅烈士而易名。

县府所在地城关镇，座落在县境中部，古称金沙镇，为商旅之要道，历尽

兵燹，几灭几复。民国舛年(公元1945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渤海军区部队，解放了这个海滨城镇。、人民政府大力发展经济，进行城镇建

设，形成了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85年，黄骅县划分为2镇、19乡、331个行政村。总人口30余万人。

境内以汉族为主，与回、满，蒙、朝鲜、壮、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相濡与共，建

设家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祖先，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境内文

化遗址以后街细石器遗址为滥觞，还有秦、汉、魏、晋，宋、元、明、清遗址
130处，历史文物J 500余件，连缀成当地文化的史章。

汉合骑侯国古城一郛堤城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帝求仙筑9r城，
千童意换尔长生”的Hr兮城；汉武帝巡海所筑的武帝台等等，给今天留下了历

史的见证。

广阔的土地，温和的气候，给予了动物、植物繁衍和生长的良好条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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