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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翩

五年

蒲台镇南新建县城，蒲台镇称蒲北镇，简称北镇。自此，北镇之称延续至

今o 1982年成立滨州市，置北镇街道办事处o
。’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在北镇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北镇人为保卫、开

发、建设北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也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知

识文化的积累，给后来人以智慧和启迪6《北镇志》的编纂，汇集上百年的

风云变幻，世纪沧桑，事业兴衰，是非功过于一册；确实是了解和研究北镇

最权威、最全面的地情资料著述。为从北镇实际出发，加快经济和社会各

项事业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翔实系统的参考资料。有益于当今，惠

及于后世。
： 屈指流光、沧海桑田。回顾北镇的过去，江河泛滥，战乱频仍。然自建

国后，北镇河道安澜，皂角飘香，北镇人始得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成为滨县

的一面旗帜；集体副业得到发展，耿家的翻砂、麻刀厂、弹簧厂，五四、六街

的翻砂，为北镇以后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个体经营业户已经“暗流"涌

动，为北镇以后市场发展提供了条件o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2年置北镇街道办事处后，在历届

党委的带领下，北镇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始了新一轮艰苦创业，第二、三

产业齐头并进，北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姜家糖酒副食品批发市场，

六街蔬菜、水产批发市场，五四三纺织品批发市场，耿家建筑装饰材料、五

金交电、小商品批发市场，五四汽车、摩托车批发市场的开发建设，培育税

源，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供载体。环宇纺织集团、瑞恒染织、蒲园化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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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批工业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北镇在全市的工商重镇地位。 一

承北镇千年底蕴，铸强办世纪伟业o 2003年，根据滨城区委、区政府

提出的立足发展和服务两大任务，“以工为纲、以工促商、以工带农、中间抓

商贸、周边搞开发”的总体工作思路，新一届办事处党委审时度势，结合北

镇实际，提出了“经济工作要抓实，务虚工作抓亮点”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

发展“第一要务"，坚持“工业立办、市场兴办、民营活办、招商强办”的发展

战略。突出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优势骨干企业膨胀、市场扩规提档、

民营经济五个重点，加快实施“追赶战略”步伐，开展“二次创业"活动，实现

北镇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力争用3～5年的时间，使全办经济总量翻一

番，再造一个新北镇o

编修史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在近两年的编纂过程中，得到

了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滨城区史志办公室、滨城区文体局的

同志们给我们以无私的指导和帮助。省史志办公室谭玉德同志为我们修

订编目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许多在北镇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也热心

为本志提供书面资料。同时，承蒙上级有关领导挥毫题辞，题写志名，为

《北镇志》锦上添花。尤其是默默无闻地耕耘在浩瀚的历史资料海洋中的

编志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o．。

镳羹嚣纂蠢萎慧笔唐志譬中共北镇街道办事处委员会书记旧”⋯7

二00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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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

料性相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起清末，下限2001年，个别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按

照详今略古的原则，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镇的史实。

三、本志原则上以2001年的行政区域为记事范围，鉴于历史上区划多

变，情况复杂，为了保持记述内容的完整性，在坚持区内为主的前提下，有

的内容可涉及现已划出区域。下延部分的记事范围随区划变动。行文中

的行政称谓随历史演变而变化；村庄按1982年6月滨县人民政府公布的

；。 标准名称o
；

四、体裁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述以总摄全书，记以

综记大事，志以记述各项事业，传以收载人物，附录辑存文献，图、表随文穿

插，力求图文并茂。

五、专业志采取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和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原则，结

合社会分工，体现特点等因素确定。并采取编、章、节、目四个层次，个别层

K．次服从内容需要o

j 六、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选择历史上发生

： 在本地的大事、要事予以记述，以展示本地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o

，÷ 七、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按卒年顺序排列。立传者均以本籍人

物、现代人物、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为主。为褒扬革命先烈，收录革命先烈英

j 名录。为表彰先进模范人物，收录人物事略o
，‘ 八、资料来源主要采用各级档案馆、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各级地方志

．t 书、旧县(州)志、本地档案资料、个人回忆口碑资料、族谱等图书文献，一般
j 不注明出处。统计数字以本地统计年报为准o



2 凡例

九、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数字用法按国家颁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

名称与符号的规定》表述o
‘

十、纪年均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前加注历史纪年，引文中的历史纪年加

注公元纪年。行文中的“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系指1945年6月11日境内解放前(后)；

行文中的“某某年代”即20世纪某某年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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