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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度春秋，历尽艰辛，《博野县志》终于编就出版。这是值得全县人民庆贺的。件，

大喜事。本志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为人们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认

识博野提供了依据和借鉴，是全县人民丰厚的文化财富。

博野建县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勤劳、勇敢、正直．’聪慧的博 。

野人民创造了自己辉煌的历史。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县人民拼搏、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

制度，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贺龙、吕正操、黄敬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曾在博野同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并肩战斗，留下了光彩照人的战斗足迹。这些

宝贵的史料都应以县志的形式记载下来，传给后人。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一域之地，必有一域之志。博野历史上曾6次修

志，5次成书，1次未果。现存两部，最晚的乾隆三十一年县志距今也有230年。志书 一一

断代实在久远。不仅如此，而且旧志重人文，轻经济，厚显贵，薄平民，多有偏颇不实

之处，模糊了博野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时代的

新思想、新观点，重新审视历史，编纂一部反映博野真实历史的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不

仅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建设今天，开创未来的强烈呼唤。

新编《博野县志》纵贯古今，系统地记述了博野的历史与现状，熔铸了本县地理、

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情、风俗等诸多方面。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

翔实，语言精练，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博野特色，是一部博野的“百科全书，，。它为领导施

政决策提供依据，为建设经济强县提供方略，为县情教育和历史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

材。新编《博野县志》有着较强的“资政、教化、存史"的功用。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发展一方。新编《博野县志》这一丰

厚而宝贵的财富，益于当代，惠及后人，必将激励博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建设文明、

富强的新博野而奋斗不息。
、

编修县志是一项艰苦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在编纂《博野

县志》中，得到了省，市方志界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农 ．

村上上下下的领导、同志们的通力协作。在此，我们向给予本志编纂大力支持的同志及
’

在编纂《博野县志》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全体编写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历史不能割断，不了解过去就不能很好地认识现在。衷心希望全县人民以志为镜，揽照

古今，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振兴博野，锐意进取，再造辉煌! ，

膏
． 中共博野县委书记邢玉山

博野县人民政府县长周耕田

一九九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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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本志记述博野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具

有“资治、存史、教化’’的功用。

二、本志为通志。上限自设治起，因事而异，上溯起源，起笔发端；下限至1992

年。连续性强，需述明原委的事件止于搁笔时。
’一

．

三、本志篇目依次为概述、大事记、政区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水利、交通邮电

电力、城乡建设，农业，工业、商业、财政金融、经济综合管理、政党群团、政权、公

安司法、民政、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民情，方言、谣谚与传说，人物及

资料辑存。概述钩要提玄，总摄全志；大事记以时为序，要事系之，各专业卷横排竖

写，为本志主体；人物志，荟萃本县古今各界名人、要人；资料辑存为其它各卷所不能

包容的必要之资料。卷下设章、节、且。照片置于书前或书后，不上目录。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形式，以志为主。大事记编

年体，概述略有评点，其余为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体。一 ．

五，本志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均采用中国传统历史

纪年，同时括注公元纪年。此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计量单位的使用。中华民国以前从其当时通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

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

。

七、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皆为全称，加注后用的简称。

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为现行标准名称。

八、人物传，入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先

后排列以卒年为序。生人不立传，对有较大贡献者，采用以事系人方法载入有关篇章。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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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全志文字一律用国家公布的标准汉字。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中央省地县档案馆，统计局、区划办j历代史籍、县志、有

关报道、专著及各单位提供的专业志，收集的口碑资料。凡考证无误者即予采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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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野地处河北省中部，冀中平原腹地，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城市之间，西临京

深高速公路，东依京九铁路，全境330．89平方公里，辖3镇8乡，133个行政村，总人

I：1 24．1万人。·，”。’：
’

’、7

t ．，、

“，‘

’境内以潴龙河为主的五条河渠横贯东西，宪(州)河(间)、保(定)衡(水)两

大公路纵横过境。县境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地下水

丰富，农产品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瓜果、蔬菜。，， 一．一．■
博野之域有史以来，归属嬗变。唐虞夏商为冀州之域。春秋战国先后为晋、。赵之

地。秦为上谷郡邑。西汉始设蠡吾县，北齐废蠡吾入博野县(县治在今蠡县城关)。宋 ，

建宁边军，后为永宁军。元至元三年省入蒲阴县，三十六年复立县。直至明洪武元年才

从蠡州徙治于今博野城。 、j。r
。

‘，·
’。

‘

，．博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i物产丰富，历代名优特产颇多。古有唐时就取之入贡的

蟾酥，岁岁起运京都的丝绢、棉花；祭祀供品全猪全羊，诚招宾客的圆鱼、鲤鱼，驰名

字区的鸭梨等等。 ．

。

一 ，，

，，，÷

博野历为军事要冲。西周大司马乔伯立国于境内的程委，以卫西周I战国时齐国于 ，；，

此陈兵，一王子死于境内，秦河运军饷，安营卫疆I东汉曹操凿渠引水，，运输军粮，雄

’踞此地，欲统北方，一北宋建宁边军谓之博关；明、清境内皆有屯兵，以护京畿，民国时

反动军阀张荫梧盘踞，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自卫军司令吕正操，博野河北民军司令张仲

翰，八路军贺龙将军的一二。师等革命队伍以此为根据地，抗击日寇。。。 一， ，

博野历史悠久，文明繁昌。垦荒种地始于五帝，缫丝织绢商代兴起，战国役畜犁 ，

地，秦汉开河打井，以水溉田，境内农业长足发展。汉代，博野已是“邑据要冲，桑麻

万井矽，纺线织布遍及乡里。男耕女织成为境人的主要生产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境 ，‘

人还学会了酿酒榨油，制砖建房，刮碱煮盐，抄纸剪花。他们用自己辛勤地劳动装点着．

． 生活，描绘着文明。境内至今仍保留的西汉蠡吾故城遗址，汉代陶井，唐代兴国寺塔，

东魏碑刻，无不闪耀着博野古老文明的光辉。 ：。 ，

博野是传统农业县。农业作为境内开发较早的基础产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发展

．却极为缓慢。明万历年全县有耕地279，500亩，粮食平均亩产30升(30公斤)。到

， 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也只有60．5公斤。棉花亩产7．5公斤。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 ，

”，

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博野人民以“人定胜天，，的气概，战天斗地，抗灾夺丰收。潴龙河堤加

高培厚，排水河道开挖疏浚，低洼沙碱综合治理。县民发扬“团结治水”的精神，数千儿

女转战他乡，修水库，治海河，创造了光照千秋的宏伟业绩。在擒拿洪兽的同时，挖渠·

’．
打井，驱走了旱魔。到70年代中期，全县达到百亩--111曩机井。实现了旱能浇，涝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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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概述

排，旱涝保丰收。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科学种田蔚然成风，农业年年都有新发
．‘ 展。亩产“吨"粮，100公斤皮棉已不是新鲜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给博

野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全县呈现出以粮为主，多种经营，林茂粮丰，六畜

’、 兴旺的繁荣景象。

农业的发展带来工商各业的振兴。新中国建立初期，本县仅有为数不多的手工业作

坊，只能进行棉花和黑自铁加工，以及铁木制小农具、服装、家具等简单产品的生产。

1957年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县办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立足于本县农副产品资

源优势，形成了以棉花加工，食品加工和机械加工为主体的工业生产新格局。特别是

1984年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后，村办工业，合作经营及个体工业迅速崛起，形成了小店

的油漆、衬布，大齐的橡胶，北杨村的印染，程委的拔丝，南小王的蔬菜腌制等五大龙

头产业。 ，。 ：． 一 j n

博野的商贸活动最早出现干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商旅来境内从事丝绢与食盐的营

销。秦统一中国后，尤其是秦把流水(即唐河)挖到境内，使水上交通便利，促进了商

贸活动的发展。到西汉时，境内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商贸市场。世代变迁，商业却举步不

、前。到解放初期，县境内仅有lO家商号和数量不定的流动摊贩。新中国建立后，特别

是1956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县内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开始居于

，主导地位。在“保障供应、发展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
’

县商业坚持国家、集体、个体三者并举，个体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搞好内贸的同

时，加大外贸出口力度，大量优质农副产品如：花生米、猪肉、苹果、鸭梨、腌菜等销
i 往国际市场。 ，

．

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发展迅速。1961年城东乡集体投资兴建35KV变电

站一座，揭开了境内办电史上新的一页。到80年代初，本县拥有110KV变电站一

座，35KV变电站3座，主变20台，村村通了电，有力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邮电事业在建国伊始就受到县政府的特别关注。短短三年，境内即可拍电报，挂长

途电话，电话通到各乡。刚刚跨入90年代，邮电大楼拔地而起，程控电话、国际直拨

相继运营，电话把博野与国内外联系得更为紧密，，为发展经济和对外开放提供了便利条

件。} ’≈．
．，

： ．．

交通，国民经济的命脉。经过建国后四十多个春秋的辛勤筑路，国道、县道、乡间

，道纵横交错，道道相连。’建一条公路发展一方经济，富裕一地人民。公路通，百业兴，

公路的迅速建设促进全县经济的繁荣。。4 。
。． 一

博野“盖古仁让之域"，“人敦礼让，户说诗书，淳以美是博野一邑夙号"。从汉始尊

孔读经，忠孝节义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孝思笃于家，善行孚于众’’，“慷慨尚义’’，“邻里互

助，，，千古之风，于今更盛。自北宋，二程(程颐、程颢)理学风行乡里。二程祖居博

’野，乡人怀贤溯源，建祠办学，“尊其所闻，行其所学"。明末清初，颜元以“存学、存

．’性，存治，存人"为立学宗旨，兴教育，办学堂，讲究功利，崇尚实践，猛烈抨击程朱

理学，成为“北学之宗，，，引起思想文化上的革命。悠悠千载，境人在实践中对传统思想
文化有选择地吸收，批判地继承。 ·

一。民国13年(1924年)，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的共产党员王志远把马列主义学说带
‘

●
’



概述 3

野，马列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指导境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

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思想在境内的广泛宣传和普及，使博野人的思想文化

了历史性的本质的变化，哺育了博野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会主义新人，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成为社会主义新博野的时代特征。 ，、

教育、科技、卫生等事业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线，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繁

’
·t ^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摆在首位。1965年本县教育进入兴盛时

期，全县121所小学，在校学生22，482人，5所中学，在校学生l，800名。高考成绩居

保定地区榜首，农民业余教育健康发展。进入80年代，以改善办学条件为重点，加大
、

投资力度，出现社会办学的热潮。境内，城乡教学楼耸立，电化教学应运而生。除继续．

办好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也办得生机勃勃。1992年，县有 ，，

小学126所，中学15所，在校学生37，763人。教育的发展，使县民整体文化素质提到

了一个新高度。‘ ．“． ，

从70年代始，科学技术在境内不断推广、普及，一批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小

麦叶令指标促控法矽的引进、．推广，棉仁饼毒理学研究，HB硅蝶l型宫内节育器等科
‘‘

研成果荣获省科技一等奖。到1992年，垒县有科技人员2,482名，其中2,342人分获 --

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专业研究会44个，会员762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已成

为今天博野人的共识，实施科技兴县战略，日益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

医疗卫生事业厉行“救死扶伤，，，被人们称为“天使’’的事业。解放初期，只有少量民

医活动于乡里。严重缺医少药，远不及社会所需。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医

疗卫生事业，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走“中、西医结合’’之路。县医院、中医院，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所构成境内医疗网络。1992年全县有卫生医疗机构206个，医务

人员839人，缺医少药的状况得以解决，实现了病能治，疫能防，人民的健康从根本上

得到了保障。， ．。。 。

。

历数沧桑，博野之域，伟人辈出，硕士流芳。西汉丞相王商，京兆尹赵广汉，隋大

将李德林，唐中书令崔元炜，北宋兵部侍郎程羽，元鄂国公史弼，明户部尚书李勉，谨

身殿大学士刘吉，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清大理寺正卿尹嘉铨等功名显赫，永

垂千史。近代“博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共产党员王志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

专家和将领傅继泽、徐钟祥、刘政等，外交活动家壬泽，尹德欣，著名现代天文学家，

近代天体物理学奠基人程茂兰，当代著名剧作家傅铎，小说作家张雷，现代著名生物学·：

家美籍华人牛满江，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的国家级的“劳动模范，，、“三八红

旗手，，，“优秀教师”等，如群星灿烂，熠熠生辉。 ；

富饶的博水之野养育着勤劳的博野人。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它给人民带来的
’

却是贫穷。境人常年累月早出晚归，辛勤耕耘，用血汗换来的竟是衣不遮体，食不裹“

腹。到20世纪30年代，绝大多数人依然是衣衫褴缕，糠菜半年粮。‘是何原因使劳动人

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在水深火热中求生?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封建一

社会里，境内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阶级却霸占了广大的良田，他们不劳而获，靠赋役

和地租剥削广大人民，农民交不起租赋常以地抵债，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和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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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这种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破坏和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官吏作为地主阶级 9

利益的代表，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极力推行“愚民"政策，搞“神与吏共牧此民’’。把

获得丰收年景过上幸福生活寄望于神灵。在境内广修庙祠，祭祀诸神，愚弄百姓。自然

灾害不仅得不到除治，而且更为猖獗。致使博野十年九灾，旱涝蝗疫交相为虐。逢旱，

赤地千里，颗粒不收；遇涝，汪洋一片，禾苗尽没；生蝗遮天蔽日，田禾食光，瘟疫流

行，人烟几断。境人典衣去地，卖儿鬻女，饿殍载道，尸骨遍野。境内连年不断的战争

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春秋战国，’战火迭燃，先是齐和中山伐燕国，后是赵联燕齐灭中

山，战争持续二十余年，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两汉争战不断，耿舞、寇恂共击王郎，

曹操统兵战败袁尚，境人深受战争其害，唐至德元年安禄山、史思明攻陷博野，抓民

女，抢财务，黎民无不惊恐；宋、金、辽你争我占，境人竟相逃离I明代“燕王扫北’’尽

杀无辜，白骨遍野，．触目惊心}清兵入境，刀屠火燃，惨不忍睹；民国初年，军阀混

战，潴龙河岸，惨遭兵燹；日寇入侵八年，境内建炮楼据点63座，伪大乡，办事处31

个，乡下设保，保下设甲，划地为牢，施行法西斯统治。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短

短八年杀伤境人5，368人。

劲勇、刚强的博野人，不满反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与奴役，不断揭

竿而起，进行抗争。东汉黄巾、张牛角，北魏葛荣，明代杨虎，清代捻军，义和团等农

民起义，境人都有响应。然而，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封

建私有制，劳苦大众依然当牛做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民国14年(1925年)，中共博野县小庄头党支部建立，揭开了博野革命斗争史上

新的一页。民国17年(1928年)，中共博蠡县委成立。本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封建

统治开战，反苛捐杂税，打盐巡，反八厘公债，砸国民党县党部，一次又一次斗争的胜

利，鼓舞民众勇往直前。又先后举行了“博蠡暴动，，，参加了“高博蠡起义’’，革命斗争的

火焰越烧越旺。 ：

、．“七·七J'9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成立抗日政权，建立抗日武’

装，带领全县人民向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八年抗战，县内1,885名优秀

儿女为国尽忠，于民国34年(1945年)，赢得了博野县的解放。 。一

县民怀着胜利的喜悦，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反奸复仇，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改

革，摧毁封建土地私有制，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做了社会的主人。1945年11月，境

内建立了华北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五一社，表达了农民要求组织起来的强烈愿

望，展示了五亿农民的发展方向。 ‘。

1946年蒋介石挑起内战，企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博野人民

立即投身到解放战争之中，保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踊跃参军支前，捐款捐

物，县组成600人的担架队，参加了固城、清风店、石家庄，平津战役的救护工作。

《冀中导报》大量报道了博野人民参战支前的动人事迹，记下了他们为解放事业立下的

丰功伟绩。
一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博野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博野县委和博野县人民政府继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为根本任务。全县人民大力

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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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普遍建立了高级社，

随即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打机井，修水库，多养猪，广积肥，热火朝天。在

“反右”的氛围中步入了1958年的全面“大跃进’’。“大公社，吃食堂，一步登天堂’’，“高指

标，高进度，一夜跑人共产主义，，，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的

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失。1966年刚刚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文化

大革命”开始了，整整十年，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拨乱反正，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1980年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连年获得好收

成。农民中的能工巧匠，跳出“一亩三分地"，搞养殖，办工厂，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

城，带动了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

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农村吹向县城，由农业波及工业，商业、文教卫生⋯⋯，改革是

博野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开放是振兴博野的希望所在。1991年博野人做出了历

史性的抉择：实行对外开放，建设经济强县。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博野成为对外开

放县，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兴办“三资企业”，发展横向经济

联合，引进人才，资金，项目，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建成投产，一批商品出口企业加快发

展，几十种出口商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博野已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广泛的经济

往来。博野正在步入国际商品经济的大市场。· 、

改革开放促进了博野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生活正在向小康迈进。全县家家有余粮，

户户有存款。人们衣着时髦，上档次，．以化纤，毛皮为主；饭菜讲营养，合口味，以细

粮、鲜菜为首，居住讲舒适，重美观，以砖混结构建筑为多。电视机、洗衣机，组合家

具等较为普及。电话，电冰箱、摩托车，汽车、电子游戏机等高档用具进入了部分家

庭。听广播、看影视，赏戏曲成为县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跳舞、唱卡拉OK，打台

球，练气功等文化娱乐活动，近年来以飞快的速度进入人们的生活。使县民的生活更加

． 充实，更加丰富多彩。 二

本志下限之后的1995年，国家确定博野为商品粮基地县，给县内经济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正在建设中的神黄铁路横穿境内，给博野经济的腾飞送来了东风。有着执着追

求的博野人民咬定“建设经济强县’’不放松，奋力拼博，博野必然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巨人，屹立于国际商海的潮头。一 ·。

．- 博野的未来，将更加辉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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