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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张北县志》，

视下，经过各界人士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

于编纂成书，如期出版，可喜可贺。

在中共张北县委、张北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重

县志办公室全体同志披览数载，屡易其稿，终

张北地处坝上高原，历史上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驻牧地。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在这里繁

衍生息，交往融合，共同谱写了这块广袤土地的历史篇章，创造了具有浓郁独特乡土气息

的灿烂文化。搜集、整理这些历史，并将其记载下来，既是借鉴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又是为后人积累历史资料，对历史负责，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一件大

事。

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

从政治到经济，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新编

《张北县志》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融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记载了从古至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张北县的自然、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风俗等演变过程。它将为张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

实资料，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思想

品德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研究当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基础资料。

盛世修志，鉴古资政。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新历史时期，张北人民将从这部新县

志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方优势，为振兴张北经济谱写出更加壮丽

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共张北县委书记 乎J!移
张北县人民政府县长也菇毅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序 二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更是一项认识过去，服

务现在，开创未来的伟大事业。

编修《张北县志》是自民国23年(1934年)之后相隔近60年的又一次修志话动。此次

修志参加人员之众，收集资料之丰，记述范围之广，是民国县志无可比拟的。张北新县志

的付梓问世，是张北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着实可喜可贺。作为“一方之

全史”的新编《张北县志》，对于提供翔实的史料，可靠的县情，深刻认识张北，研究张

北，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振兴张北，无疑起到积极作用。可以相信，新编

《张北县志》的问世，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深化，逐步显示出其“资政，教化．存

史”的功能，必将在建设四化，振兴张北的实践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我向在地方志

工作岗位上呕-b沥血、辛勤耕耘的修志人员，向关心修志事业、热心修志工作、为编好第

一代社会主义新县志尽心尽力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各方面的老干部、老同志、知名人

士在这一浩繁工程中做出的无私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张北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南沿，向为坝上窗口，军事要冲，207线国道纵贯全境，控制着

内蒙古通往华北内地的主要通道；凭借黑风口进可攻，退可守，形成一个战术价值极高的

作战区域，历史上曾经是举足轻重的主战场；新中国成立后，张北县进行了重点国防工程

建设，形成了坚固阵地防御体系。

古老的张北大地，孕育了勤劳、淳厚的人民。多少年来，张北人民在这片土地上放

牧、垦殖，繁衍，生存，历尽千辛万苦，维持着最低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

张北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烽火，付出了牺牲，换来了胜利，人民群众真

正做了主人。新中国成立使张北各业兴旺，变化深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张北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农牧工商全面发展，人心舒畅，面貌一新。由于历史的原因和

自然条件的制约，与先进县份相比，这里还有不小差距，基础薄弱，经济实力不强，然而

这将激励人们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勇敢地去改变它。县委和县政府有信心，有

能力带领全县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勤劳致富，在奔小康的道路上不断跨上新台阶。

张北人民热爱这片土地，也相信未来前景越来越广阔。

《张北县志》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系统地记载了张北，特别是建县以来的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体现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充分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社会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基本情况，准确地记录

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业绩。

《张北县志》历时七载，五易其稿，出版问世，实属不易。利用县志进行国情、县情

教育，是极好的教材。县人都要关心它，支持它，使其真正发挥存史、资政、教育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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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为序，以示祝贺。

张北县人民政府县长 式羔弘
一九九三年--y]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二、全书首设概述钩要提玄；次以大事记展示历史脉络；继为主体，记述地理、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按现代社会分工结合科学习际横排门类，有交叉互见
各有侧重，个别内容升格，以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最后为杂记。

三、主体部分以章记述，章，节、日下根据需要设引言，小序，不拘一式。

四、记、志、传、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体。图、表、录插入相关章节。

五，立传人物以本县籍为主，兼顾长期在县活动有较大作为的客籍人士。生人不

传。

六、记述时间上起公元1724年(张家口理事同知厅建年)，以远大事，概况纳入大

记或引言小序中。下限1988年。

七、记述空间以当时县域为范围，今属他境者从简。

八、所用资料除引文外一般不注出处，目录附后备考。

九、名称术语须用简称者，首次出现时注明，以下不另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各

建的张北县政府分别以“张北县(国民)政府”、 “张北县(人民)政府”区别。

十、历史纪年在各节初现时注明公元纪年，以下承前省略年号，不再注明公元纪年。

191 2年至1948年采用民国纪年，记法同上。1936年1月至1945年8月统称“伪蒙疆时

期”。1949年起统一用公元纪年。

十一，行文中计量单位按当地当时习惯。1948年前，市制、公制单位书明制别，以区

别杂制·1949年后，市制单位省略制别。历年统计表以法定单位统一折合。

十二，历年统计表含河北省国营察北牧场及其前身，不含者加注。

十三、表格中数字不详者示以空白，无内容者示以“一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高原东南陲，古长城外侧。周邻张家口市、万全、

尚义、康保、沽源、崇礼县，又与内蒙古商都县接壤。东西109公里，南北67公里，总面

积4185平方公里。县政府驻地张北城。

大地构造属中朝准地台内蒙古台背。除元古界、古生界外，其它地层均有出露，新生

界分布最广，喜马拉雅运动形成著名的汉淖坝玄武岩熔岩台地。地貌复杂，南缘坝头山

地，沟峰相问，桦皮岭居群峥之首，山II列布，黑风IZl扼南北交通咽喉；西北部丘陵，坡

度平缓，体形浑圆，间有宽阔平地；西部台地，布有古火山口，破碎玄武岩露头，似人工

堆积，形态特别；中、北部平原，波状起伏，岗梁环绕， “远望如山，近看是，『l"。湖淖

棋布，垦殖前更多。河流短浅，系统紊乱，多为以湖淖洼地为尾闽的季节性内陆河。

气候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多年平均年气温1．6℃，1月份一15．6℃，

7月份18．3℃。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持续日数Ioo—125天，相应积温1410一205l℃。

冬漫长严寒，夏短促凉爽，无明显夏季。光照充足，日较差大，雨热同季，利于作物生

长。多年平均降水量401．6毫米，分布不均，季节及年际变化大，年降水总量16．8亿立方

米，为主要水源，干旱威胁甚大。多年平均无霜期95天，霜冻对农作物往往造成毁灭性灾

害，大风、冰雹、寒潮出现机率较大，坝头雾也为农业气象灾害之一。

土壤以干草原栗钙土类为主，类型多，栗钙土亚类分布最广，可满足不同作物对质地

类型的要求。90％土壤为四五级地，土层浅薄，理化性态差。暗栗钙土、草甸土及村落周

围草甸栗钙土为主要产粮地．

自然植被属于草原类型，植被群落以耐寒的早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桦皮岭存有微

量天然次生林。古代植被繁茂， “风吹草低见牛羊”，垦殖以来破坏严重，今可利用草场

百万亩。

野生植物仍不失为主要生物资源，初查共315种，菊科种属多，禾木科比重大，优良

牧草种量居多，正常年景年产饲草1．6亿公斤。柴胡、黄花、防风，蕨菜等经济植物产量尚

丰，黄芪、蘑菇久负盛名。兽类以小型为主，其中啮齿类属居多，垦殖前存之大中型兽几

近绝迹。鸟类以干草原及内陆湖泊种类为主，草原百灵闻名遐迩，现存量无多。昆虫数千

种。鲫鱼肥美，产量较大。现探明，褐煤、泥炭、硫铁、玛瑙，大理石，莹石等矿物均有

储藏，玄武岩出露广大，蔡家营铅锌金银矿为华北少见难得富矿。风资源丰富。古长城，

元中都遗址、苏蒙联军烈士纪念塔．桦皮岭及部分淖泊不失观光价值，三宝营盘、大西滩

等处草场广大臻荣，可现草原风光。地近京畿，为消暑胜地，近年吸引一些游客。

出土文物证明，早在40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大



域地历史性开

辖自然村1 246

禽，为著名游猎场

，显赫草原，与上

经域地。

要矛盾，阶级斗争

联合起义，元末红

当时社会真实写照。当局虽力施新政，颓局终不能挽。

伪蒙疆时期，社会畸形发展。邮电、交通、金融、教育进步，公会新辟商埠，市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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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度繁荣。手工业落后陈旧，农业衰退。妓院、宝局等“娱乐一业泛滥，种食鸦片与饥

饿共存。殖民主义强权政治与封建势力勾结，警宪横行乡里，思想奴化，玩弄愚民政策。

物资统制，经济大肆掠夺，捐税繁杂，通货膨胀。后期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社

会黑暗，战事迭起，土地荒芜，牲畜掠杀，商贾裹足，交通阻绝，学校关闭，社会残破。

到民国37年秋，全县(不含划归崇礼县之今战海、三号，大囫囵三乡及察北牧场大部)人

口127／余，耕地38万亩，年产粮食、油料17万石(不含马铃薯)，大牲畜不足万，手工作

坊数十座，大小商号数百家，高、初级小学校43所。人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以逃税抗捐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斗争不断，民国15年后，阶级反抗愈烈。在民族危亡时

刻， “张北事件”两次爆发，民国26年春民众组织“国民自卫军”，第一次举起武装抗日

旗帜，举国震动。32年中国共产党小东沟支部建立，抗日斗争跨入新阶段。苏蒙联军在狼

窝沟对日最后一战，结束了日伪lo年统治。国民党挑发内战，为保卫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北

军民喋血奋战，。’张北城保卫战及狼窝沟狙击战惊天地泣鬼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苦

大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历尽艰险，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张

北的反动统治，数百千计优秀儿女洒尽一腔热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北历史开始了新纪元。

中共张北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40年来，社会政治变革翻天覆地。

剿匪、肃反斗争巩固了新生政权。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吸毒、卖淫、

封建会道团伙等旧社会不能解决或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荡涤一清，人民称颂。对个体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剥削制度

与剥削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使社会走

上共同富裕道路。政治修明，社会安定，扶贫济困，大灾年不乱，皆前所不能比拟。移风

易俗，学习雷锋，社会风貌巨变，今昔相比，相去天壤。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经验不足，失误和曲折成为不可避免。一个时期内开展的系列运

动，不同程度上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教训也多， “文化大革

命一留下最久远的思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历史重大转折。

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市场调节引入运行机制，多种经

济成份出露适当发展，经济领域内发生深刻变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政治、文

化、思想、意识形态及社会各个角落也发生不同趋向不同程度的变化。执政党不断加强自

身建设，反“腐败”从严治党，并领导人民展开精神文明及民主法制的建设与完善，政治

形势稳定。

40年来，国民经济建设成就巨大。

农业为基础。1988年耕地面积214万亩，较1949年增长1．4倍，农业人口人均占有6．4

亩。1953年开展农业技术改革运动，合理密植为耕作制度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传统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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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的生产方式渐趋科学化，广种薄收的经营方式已被摒弃。小麦、莜麦、胡麻、马铃薯

四大传统作物种子不断改良，黄瓜、西红柿、西瓜等最新引进，科学种田为越来越多的农

民接受，稳产高产田逐增。1954年拖拉机首次用于农业生产。1958年开始拦河筑坝。70年

代以后，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快速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农业水利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发展曲折，到1988年有大中型拖拉机l 17台，机械总

动力4．7y／千瓦；化肥施用4800吨，农药56吨；水浇地9万亩，机电井1000眼。正常年

年产粮食lO万吨，油料I万吨，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5)／吨，油料5000吨。林业高速发展。

历届政府重视营造，1985年有林地70万亩，较1949年增长1000倍。1958年开始引进东北小

苹果等果树，结束“老死不见桃杏花”的历史。一个以农田林网为骨架、四旁树及片林相

连接的乔灌草网带片相结合的农田防护林体系初具规模。在牧草日趋紧缺状况下，畜牧业

仍然发达。生产量稳定增长，1988年大牲畜存栏10)／余，较1949年增长2倍。牲畜改良成

果显赫， 甜张北马一一度名闻遐迩，牛羊猪培育繁殖至今仍居河北省先进行列。多年为无

猪瘟县。1957年开创渔业生产，正常年捕鱼量100余吨，堪称塞外渔乡。1988年农业总产

值(现价)I．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57％，向国家提供农副产品总额l亿元，其中贸易粮

1．5)／吨，肥猪I．8万头。兔交售量曾居全国榜首。

十年经济建设时期，一大批国营企业与社队企业上马。国民经济调整后，相对稳步发

展。皮革，食品、机械加工、建材为主行业，脱粒机年产5000台，为河北省定型定点产

品。皮毛制帽厂是全国皮毛重点企业，年产25万顶，远销京津及国外。机械设备和生产技

术不断引进，革新，极大地改变了长期落后陈旧的手工操作及单一的农畜产品加工生产状

况。经济体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8年全民企业24个，较1949年增加22个，县

办集体企业11个，乡办企业81个，村办120个，城乡合作及个体生产2735户，全部工业总

产值1．3亿元(现价)，较1949年的61万元(1957年不变价格)增长210倍。

4条干线公路过境，70年代增筑乡间公路，1988年域内通车382公里，较i949年增加

226公里。乡(镇)全部通车，四通八达，城乡称便。1965年开始铺筑沥青路面，极大改

善了以往晴通雨阻状况，公路养护工作多年名列地区前茅。机动车辆从无到有，1988年大

货车256辆，大小客车189辆。张北汽车站历史悠久，1988年周转量货运1000万吨公里，客

运3700万人公里。

1969年改用摩托车投递，推动了邮政事业发展。1988年邮路35条总长2000公里，农村投

递点399个。1957年开通有线电报。1969年前后各公社配备电话站，生产大队基本队队通

电话。1985年电力局首次安装自动电话。载波技术、电传打字机、会议电话终端机及会议

电话汇接机的引用，提高了通讯水平。1988年业务报路4条，县外业务话路17路，可转报

中继全国各地(不含台湾省)，各乡(镇)、行政村全都通话。

1956年办电，翌年动力用电，在电业史上写下灿烂一页。后九上九下，历经坎坷。

1968年网电输入，为电力事业开辟了广阔前景。1988年1026个自然村通电，通电率82％，

用电量1800万KW·h(不含察北牧场)，为1968年的25倍。农业用电最高年达500KW-h，为
1968年的150倍。

市场长期繁荣。商品花样年增，彩电等高档消费品及汽车等大型机电产品投放市场。

国、合商业长期占领流通领域，改革开放后私营商业有益补充。物价相对平稳。购销较畅

4



旺。1988年社会零售总额1．4亿元，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1亿元，分别较1949年增长

20、47倍。一年一度物资交流大会招徕八方，文艺助兴，饶有风趣。 “张北马桥”历史悠

久，闻名遐迩，年上市大牲畜数万头(匹)，成交万余，为全国文明交易市场。

市政建设突飞猛进。1973年建筑公司首建楼房，1975年铺设柏油马路，80年代初先后

完成自来水与地下输水道工程。层楼林立，水塔高耸，街道宽阔，路灯桔红，50年代陋貌

几无踪影。小镇，乡间也有较大变化。

以各项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较稳定增长，1988年突破1000万元，为1954年的3．4倍。

支出逐年增加，1988年突破2000万元，为1954年的21．5倍。教育支出一般年占25％左右。

1973年后经济建设支出超100万元，1988年为392万元。1950年元山子村试办农业金融小

组，为全国首创。金融稳定，存、贷款逐年增长，1988年各项存款8260万元，其中储蓄

5200万元；各项贷款余额24440万元，其中农贷余额14870万元，分别为1951年的13、1 30、

70、495倍。1981年恢复保险事业，健康发展，1988年保险收入及赔款分别为80万元和28

万元。

初等教育长足发展，1988年小学校760所，较1949年增长3倍。1952年开办中等教育，

“文化大革命一期间普及初中，共185校，1978年后调整。1988年普通中学31所，农职中

学8所，189名学生考入大专院校为最高年。张北师范历史较久，为坝上各县培养了大批

人才。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68年后民办教师比例大增。办学条件逐步改善，1988年实现

。八配套”326校， “标准化”164校，分别占总校数的40％、20％。50年代扫盲工作轰轰

烈烈卓有成效，人口文化素质迅速提高，现为。基本扫除文盲县”。

1949年医疗机构仅私人诊所8处。1951年开办国营县医院，卫生医疗事业迅速发展。

后又社社办起医院，1969年实施合作医疗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

1988年各级医院24处，场、校医务所(室)21个，卫生技术人员509名。万人拥病床17张，

县医院设备条件良好。历史为害甚烈的天花病被根除，梅毒绝迹，人民称颂。克山病、甲

状腺肿等地方病防卓有成效，儿童计划免疫达国家标准，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计划

生育工作扎实，为全国先进县之一。

县城文化设施改造更新，文化馆、电影院设备完善，图书馆藏书近5万册。50年代创

办文化站、俱乐部，初步改善了农村文化生活条件，改革开放后进一步丰富。影视事业大

发展，1977年后，村户办电影，电视卫星转播进入千家万户。50年代末采风，文澜壮阔，

80年代，不乏文学良作。绘画，摄影艺术成就喜人。科学技术普及较活跃扎实，科研，

论著硕果累累， 《马铃薯无病毒种薯生产及良种繁育体系》获中国科学院进步一等奖。体
育健儿曾获全国速滑分区赛金牌6块。

社会长期稳定，人民安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后消费结构明显变化，高档

商品进入千家。1988年抽样调查，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336元，城镇居民932元。

历史发展不平衡，改革道路也非坦途。受自然条件制约，农业生产长期迭宕不稳。大

跃进时期及70年代工业发展曲折，至今基底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陈旧。地域偏远，流通闭

塞，半封闭经济状况未能冲破，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1973年后长期吃国家补贴，

财政包干后形势严峻，建设资金紧缺，牵扯各行各业。人才外流严重，教育质量低下，文

化、卫生、体育事业及科学技术仍不发达。不尽如意之处尚多，与南部先进县份相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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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速度缓慢。部分农民温饱问题至今未能彻底解决，为贫困县。

淳朴勤俭，吃苦耐劳。新中国初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不

间国民经济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60年代初战胜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再刨历史奇

体制改革后，立足农业，开辟第三产业，发展商品生产，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

生存环境，千方百计脱贫致富，抗灾自救能力增强，农村经济实力稳定增长。深

，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横向联系，经济协作，治理整顿搞活企业，物价上涨、市

工业滑坡等社会问题有效控制与化解。开源节流，充分利用有限资金，社会主义

事业健康发展。一个走出低谷，振兴张北的奇迹正在出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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