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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真实地反映安次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始于西汉安次设县，下限至2003年。为系统完整地反映安次经济社

会发展变化，重大决策、重大事件、龙河高新产业园区和部分图片，适当向下延伸，延伸

至搁笔之时。

三、本志记述范围2000年10月以前为原安次区所辖范围，2000年10月以后为区

划调整后安次区所辖范围。

四、本志横排f-j类、纵述史实，采用编、章、节、目结构，大致按自然、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排列，卷末附丛录、限外辑要等。为突出地方特点，个别篇章节采用了升格处理。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行文采用现代语体文、记

述体。

六、本志纪年，中华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

伯数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以1948年12月14日安次县解放为界；“新中国成

立前”、“新中国成立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七、本志鉴于境内行政区划调整频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过安次县、廊坊

市(县级)、安次区，又析出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广阳区，其政区名称以当时名称为准，

地名采用现行规范标准地名，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古今地名不同者，书以当时地名，括

注今地名。

八、本志所收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人物传》以生年为序，记述已故有重要

影响的人物，《人物简介》以生年为序，记述健在的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人物表》录载烈

士，省以上劳动模范、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的人员、在安次工作和安次籍在国内外正高

职专业技术人员、省辖市以上党政正、副职和部队师级以上正、副职人员、能工巧匠等。

九、本志数据主要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部分数字源于相关单位，数字表述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计量单位主要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历史各时期使用当时名称。

十、本志记述采用第三人称，使用通行的简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部门、各单位、各乡镇上报的资料，其次是区地方志办

公室搜集的有关文件、报刊、书籍资料；档案馆(室)、图书馆、党史资料，同时适当采用

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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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志记载：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合符釜

山，聚宴分封始经安墟(今安次)。汉高帝置安

次县，县治在今古县村。北魏年间改为安城，

隋朝复原名。元朝升为东安州。明初改为东

安县。民国时期复名安次。安次为京都门户，

交通要道，倍受历代帝王重视。清康熙在位61

年中，14次驻跸东安(安次)。1982年为县级廊

坊市。1989年2月改为安次区，为地级廊坊市

辖区，辖区总面积961．05平方公里。境内交通

便利，铁路、高速公路和省、市、乡、村之间公路

交错。域内有廊坊、落垡、万庄、淘河4个火车

站。京津塘高速公路由境内东北部南营村穿

过，并设有进出口收费站。有国家级公路2条，

省级公路3条，县级公路68公里，乡乡、村村公

路相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安次经济腾

飞有着巨大的潜能。2003年，全区拥有客货汽

车4778辆，客运量84．3万人次，年客运周转量

3506万人／公里，年货运周转量2．7亿吨，公里。

2000年10月调整行政区划，析出安次区的万

庄镇、旧州乡、南尖塔乡、北旺乡、自家务办事

处和新开路、小廊坊、北大街、北门外4个街道

办事处及北史家务乡的小廊坊、周各庄、大官

庄、许各庄、陈桑园、郭桑园、王寨7个行政村建

立广阳区。区划调整后，全区辖落垡、东沽港、

码头、葛渔城4镇，北史家务、仇庄、杨税务、调

河头4乡，银河南路、天桥西2个街道办事处，

284个行政村；总面积594．9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32824公顷；总人口344309人，其中城区人

口67481人。境内居住着回、满、蒙、藏、苗、黎、

水、纳西等33个少数民族，占全区总人口的

0．98％。安次区为河北省首批达标的小康区、

县之一。

二、地理位置优越

区政府西南距河北省省会石家庄250．80公

里，西北距首都北京、东南距天津各60公里。

地处北纬39008’28”一39037’3∥，东经116023 752，，

一116053 741”。

区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倾，海拔从26．6

米缓至4．4米(大沽水准点)，城区海拔15米。

永定河、龙河由西向东从境内贯穿。

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

温11．40C，1月份平均气温一5．5℃一5．0℃，

7月份平均气温26℃，年平均降水量598毫米，

年无霜期181天～201天。

安次东邻天津，西望太行，南接永、霸，北

靠首都，拥三关而萦九水，地平畴广。陆路交

通四通八达。京山、津保铁路在境内通过并设

有车站，京津塘高速公路在境内的桐柏南营建

有进出口收费站，津保高速公路在东沽港设有

引道，有104、112国道，廊一大、廊一霸、廊一涿

三条省道，市级、区级、乡镇与各村落之间公

路形成网络。从区内到首都机场仅70公里，

1小时可上天；东至塘沽港120公里，1．5小时

可下海。安次区为快捷的交通信息中心，具有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经济腾飞提供了优越

的发展条件。

1950年，安次县治迁到廊坊。安次区委、

区政府驻地为廊坊市区内金光道14号。经过

50多年的建设拓展，城区内建筑规划美观合

理，高架桥如虹堑，街道两侧商厦门店鳞次栉

比，高楼庭院错落有致，华灯映夜，天波网络连

万家；树影随波，亭阁楹雕入仙境，风光猗景，

美不胜收。

二、历史悠久辉煌

安次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古

往今来民风淳厚，习俗质直。境内发现古遗

址、古墓葬等文物单位30余处，出土文物证明，

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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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代，民族英雄刘琨在安次屯兵，镇

守川地，以抗石勒，受屈惨死。南宋，元军大举

进攻中原，右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行至安次

刘琨墓时，在墓碑旁挥笔写下了“中原荡分崩，

壮哉刘越石。孤寂起幽州，双手扶晋室。福恶

天意乘，匹碑生鬼域。功死百世芳，天下分南

北”的悲壮诗句。

宋朝宰相吕端、辽国南府宰相韩延徽均为

籍内人士，他们以非凡的政治决策，为辅助王

朝立下了功绩。明朝嘉靖年问，籍内南京兵部

尚书刘体乾，直言上书皇帝，提出“精兵简政、

金富于民”的政治主张。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乾隆南巡回京途中在东安驻跸，在永定河

北遥堤，面对放荡不羁的永定河，即兴写出《阅

永定河记》，后人在此建亭立碑。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外国列强企图瓜

分中国，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为抵抗外夷入侵，

安次人民争主权、反压迫、雪国耻。中国近代

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境内掀起高潮，村村

设坛，人人习武，体现出安次人民不畏强暴、勇

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八国联

军企图从天津沿铁路进犯北京，在境内的落垡

火车站受义和团阻击。六月十九日，联军在英

国将领西摩尔的指挥下进犯北京，在廊坊火车

站附近被境内2000多名义和团和清军及民众

堵截。他们用大刀长矛，打破了联军企图凭借

铁路进犯北京的计划，即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

“义和团廊坊大捷”。安次人民以血肉之躯捍

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用生命和热血谱写

的英勇篇章载入了中国近代史册。

清末民初，得胜口村的马钟瑗和胞弟马钟

甫，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倡导成立的同盟会，

积极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

均地权”。在县内提倡民主革命，首倡全民教

育。马钟琢曾担任总统府参议，为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而奔走尽力。

民国六年(1917年)，爱国将领冯玉祥从四

川来廊坊，驻防期间纪律严明，深受百姓的爱

戴。时值张勋在北京破坏共和，实施复辟，冯

玉祥将军带兵讨伐，在万庄一举打败张勋辫子

兵，直捣京城，粉碎了张勋的复辟阴谋。

安次人民具有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光荣传

统。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事变，日军向华北发动进攻。安次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

攻，同仇敌忾，不当亡国奴，全县燃起了抗日斗

争烽火，大批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奋起抗战。

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安次人民与国民党反

动派和地主武装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广大群

众舍家搞支前，为支援全国解放，涌现出许多

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经过漫长的艰苦斗争岁

月，迎来了1948年12月14日全县解放。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10月1日，以下简称

建国或建国后)后，位于京津走廊的安次经济

发展较快，同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李鹏、朱镕基、赛福鼎·艾

则孜、王光英、田纪云、温家宝、李长春、陈俊生

等中央领导曾先后到安次视察和指导工作。

三、经济快速发展

建国50多年来，安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团结奋斗，克服了前进中的各种困难，

努力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取得了辉煌的

业绩。

从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间，安次人民

在连年受到永定河决口、蝗灾、旱灾、涝灾等较

大的自然灾害影响和“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

干扰下，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粮食总产

量年均增长5％。1978年，大王务乡景村在全

县率先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全区农村

经济走上全面、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改变了集体统种、统管、统分、统留的模式，调

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全县农、工、商、林、

牧、渔全面发展，打破了单一的粮食生产种植

模式，发展“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的新型农业

种植方式，借助毗邻京津、邻近市区的地理位

置优势，逐步形成了城郊型、规模化的农业新

格局。农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相关第二、三

产业迅速发展。2003年，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

值20．8亿元，比1950年增长近200倍。全区

总产值57．2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9．3亿元，第

二产业38亿元，第三产业9．9亿元。粮食总产

量69522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3426元，财政

收入完成10517万元。2000年10月，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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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全区干部群众面临辖区税源短缺、商

业网点少、基础设施滞后、小城区、大农村的现

实，不等不靠，发扬团结、拼搏、创新的精神，深

入改革，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坚持“把小城区

建大，把大农村搞好”，采取“多业并举兴农，多

元投入建城，科技项目带动，城乡互促共荣”的

总体思路，以项目为载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仅2002年至2003年，全区引进项目268个，总

投资45．38亿元。其中千万元以上项目89个，

投资50．54亿元。共建成项目113个，完成投

资6．82亿元。2003年河北省“10·18”经贸洽谈

会上签约项目46个，总投资32．67亿元，共引

进外资25．77亿元。其中市会签约项目7个，

投资18．2亿元；区会签约项目39个，投资14．55

亿元，引进域外资金13．25亿元。2003年，全区

共引进外资15830万元，同比增长30％。新批

三资企业3家，合同利用外资3804．25万美元。

安次中南部乡镇位于永定河故道和永定河

泛区，由于地质原因，部分乡镇地下水源缺乏，土

地沙碱化严重，频发水、旱灾害，耕作条件落

后，建国前十年九欠收，严重影响境内人民的

生产、生活，制约了经济发展。1949年，全县粮

食平均亩产29．55公斤，总产量5122万斤。从

1950年开始，全县开展生产自救，搞小型家庭

副业、小手工业生产、改良土壤，因地制宜优种

种植，改变了农业生产落后面貌。1978年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各业

根据市场需求和发展，自觉协调种植计划。

由于旱涝灾害频繁，建国前粮食产量低而

不稳。建国后，国家在永定河上游修建了官厅

水库，有效控制了洪涝灾害。从20世纪70年

代开始，全县人民坚持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2003年，全区农村土地基本达到了旱能

灌、涝能排。因地制宜，采用多种种植方法，实

现了由中低产向科技型高产量转变。借助毗

邻京津，依托廊坊的地理优势，发展大棚蔬菜

种植，基本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新格

局。境内种植的各种特色蔬菜，主要销往京、

津两大城市，瓜果总产量31万吨。2003年，全

区农业总产值9．3亿元，比1978年增长6倍；

粮食总产量69552吨，每亩平均单产555公斤。

农业机械化得到普及，总动力17万千瓦时。

2003年，新打机井274眼，深井总数达到3825

眼，灌溉面积16609公顷，基本解决了南部乡镇

多年来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

境内地处永定河泛区，堤多、河岔多，各种

树木易栽易活。在宅旁路边，闲散地植树，为

历代民众所重视，河旁堤畔杨柳成荫。建国

后，安次人民响应中央“开展造林、育林、护林”

的号召，建苗圃、营造防护林，发展各类果树种

植。城镇绿化坚持先栽树、后通路，农村利用

堤旁、漫滩、宅旁、村边因地制宜进行绿化，取

得一定成绩，被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全国造

林绿化百佳县(市、区)”之一。步人20世纪80

年代，各项造林绿化的优惠政策相继出台，林、

田、路网统一规划，育苗、栽植、管理配套，采伐

更新有序，有法可依。植树造林采取多方筹

资、责任到人、利益分成等优惠政策。2002年，

区政府争取到河北省唯一全国防沙治沙示范

区项目，总投资2470万元。2003年，林地总面

积37．80万亩，林业覆盖率达到30．4％。果园总

面积发展到106856亩，果品总产量44113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畜牧业以零星

户分养为主。民国六年(1917)年冯玉祥在廊坊

驻防期间曾设有多处养马场。民国时期大牲

畜为农役畜，农户散养的猪、鸡为数不多。1949

年，全县有大牲畜2．2万头，小禽畜3万头

(只)。1957年以后大力发展养猪，1965年饲养

量达10万头，小禽畜76万头(只)。1969年始

建小型养鸡场，发展肉、蛋鸡饲养。1980年，全

县生猪存栏1l万头，羊4．5万只。20世纪80

年代初，建大型养鸡、养猪场。随着养殖业的

发展，养殖技术不断提高，相继建成一批种鸡、

种猪、瘦肉型猪生产基地，产品占领京津市场。

2003年，全区生猪存栏16．52万头，出栏17万

头，羊存栏14．74万只，出栏15万只，禽蛋产量

3．9万吨，鲜奶产量6．780吨。畜牧业产值占

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7％。

境内中部为永定河泛区，并有新龙河、老龙

河、天堂河等，水域广布，河流交叉，自繁各类杂

鱼较广。建国前多为自然繁殖，主要以农家食用

和集市零售为主。1965年开始在积水坑塘放养

野生鱼苗210亩，水面养殖总产22吨，捕捞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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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890吨。到20世纪80年代，采取科学养殖

手段，初步形成了以老龙河故道等闲散坑塘为

主的规模养殖。2003年，水产品捕捞量1450

吨。河北省农业开发办公室投资开发东张务

老龙河沼泽地，千亩鱼塘系统工程和5000亩芦

苇、家禽养殖的景观旅游综合开发已见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只有烧锅、

弹花、铁木等小型作坊和民问的土纺线、纳鞋

底等小手工业。民国六年(1917年)，冯玉祥率

部队在廊坊驻防以后，廊坊镇内相继建立了私

营的榨油、碾米、铁业、制作等股份工厂或作

坊，19世纪20年代多数倒闭。建国后，先后建

起安次铁工厂、轧花厂、修造厂、酿酒厂、皮革

厂、化肥厂、纺织厂、水泥厂、印刷厂、电线厂、

服装厂、制鞋厂、砖厂、淀粉厂、调料厂、食品

厂、啤酒厂等一批中、大型企业。2003年底，全

区规模以上企业20家，工业增加值18亿元，工

业总产值7。8亿元，工业销售产值7．6亿元，流

动资产年平均余额2．9亿元，固定资产原值

5．7亿元，固定资产净值3．9亿元，固定资产年

平均余额3．5亿元，工业产销率达9r7％。企业

产品布局合理，功能和效益不断扩大，质量提

高，品种增多。其中“富强”牌水泥、“高峰”牌

迎春酒、“友谊”牌淀粉、青岛啤酒等产品被评

为省部级优质产品，畅销全国及国外。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企业

迅速崛起，并持续稳定发展。生产有家具、食

品、地毯、制鞋、工艺品、服装等行业共200多个

品种。调河头乡玻璃块系列产品免检出口，并

荣获轻工业部颁发的优质产品奖。其中传统

的柳编业、景泰蓝工艺品、地毯等十几种产品

出口国外。

安次为畿辅重地，京津走廊，商品交换和

集市贸易由来已久。建国初期以私营商业、国

营合作商业为主要经营单位。改革开放后，商

业繁荣，经营网点星罗棋布，市场购销两旺。

1985年，有农村集贸市场12个，基层供销社19

个，商业和联合贸易货栈137个，个体商户7219

个。2003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2亿元(其中批发零售贸易业2．16亿元)。

农村集贸市场14个，集市贸易成交额1亿元。

兴安市场、朝阳蔬菜批发市场、南外环木材市

场、中所水果批发市场、隆福市场等较大规模

的批发市场相继建成。商业贸易的繁荣为安

次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丰裕的物质

财富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安次区位于廊坊市区，电信、邮电事业发

展迅速。万门程控、光缆通讯、数字微波通讯，

宽带网络等现代化信息覆盖全区。

四、文化繁荣兴旺 ．

安次古为幽燕之地，传统教育、民间文化

渊远流长。

建国后，辖区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各种艺

术流派异彩纷呈。20世纪60年代初，董常甫

村民间文学作家张士杰搜集整理的义和团故

事、民间故事在国内文学、史学、艺术界产生很

大影响。根据他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渔童》，

改编成的动画片曾两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有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初

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文化活动网络。2000

年，全区有农村文化站8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

20处。有农民业余演唱队19个，京剧、评剧、

河北梆子等业余剧团15个，高跷、小车、音乐、

狮子、龙灯、少林、旱船、中幡、重阁等花会30余

道。截至2003年底，从事文学、戏剧、音乐、美

术、曲艺等创作骨干达到187人。全区各乡镇

建起了文化站，村街建立了文化活动室。城乡

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活动蓬勃开展。银河南

路的夕阳红老年秧歌队曾多次受到全国妇联、

省、市有关部门的表彰。随着城乡经济的持续

发展，城市以消夏晚会、街头联欢、文化一条

街、棋艺书画室、农村的业余秧歌队、体育队等

多种形式的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坚持经常，办

出特色。码头镇的群众性体育、第五小学的业

余乒乓球活动曾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表彰。

崇尚教育、崇尚文明、崇尚和谐是安次人

民的淳朴民风。明朝洪武年间境内有县学、义

学、书院、私塾15处。历代官府对各类学习场

所十分重视，采取官、民筹资协办等多种方式，

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民国年间，得胜口的马

氏、祖各庄的曹氏、古县的邵氏、葛渔城的郭

氏、团结村(东栗庄)的周氏等乡村绅士以各种

形式倡办新学，古县村邵氏创办的小学曾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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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题匾表彰。文明教育、人才

辈出，仅明、清两代，境内共有举人、进士、贡生

418名。光绪三十年(1903年)在县城西关建高

等小学堂。民国八年(1919年)在廊坊西小街

首建廊坊初高两等小学校(廊坊市第一小学)。

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城关始建安次县乡村

师范学校。

建国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建国初期的

业余扫盲教育，20世纪70年代，裴家务小学的

勤工俭学、路营村的扫盲教育等曾受到教育部

的表彰。2003年，全区共有中小学校116所，

其中小学100所、初中16所、高(职)中2所，在

校学生4．1万人，教职工2951人。8个乡镇全

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辖区内驻有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炮兵导弹

学院、河北工业大学、廊坊农业学校、廊坊财贸

学校、廊坊卫生学校、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廊坊

师范学院、廊坊电大、廊坊工业学校、廊坊石油

部管道技校、廊坊石油职工教育学院、廊坊教

育学院、安次教师进修学校、廊坊食品工程学

校、安次职教中心等大中专院校。

百工技艺，科学为先。明朝初年，随着外

省移民和种植、耕种先进技术的流入，当地的

手工艺品制作及棉花、蔬菜的栽培技术得以发

展，改变了单一的生活环境和习俗。建国后，

改良品种、改良土壤、改革产品工艺等群众性

的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活动蓬勃展开。1958

年，建立安次县科学技术协会。1975年以后，

各乡镇相继建立了科技协会，配备了主管科技

的副乡镇长。2003年，全区有各种学会、协会、

研究会54个，会员3125人。各类科技人员

2102人，其中中高级职称231人。1975年至

2003年，有45项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级、部级、

市级、局级奖励。

建国前的体育活动大多在学校中开展。

安次县西关小学堂、得胜口村马氏家族私立小

学的体育竞技运动曾在通县举办的小中学运

动会上获奖。建国后，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蓬

勃发展。码头镇群众业余体育活动曾多次荣

获省市的表彰，成为“体育之乡”。1969年3

月，地区机关迁到廊坊以后，专业体育场馆相

继建成，为专业和业余体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

比赛和训练场所。20世纪70年代，落垡公社

的中小学体育运动曾受到国家和省市有关部

门的表彰，为各级运动队选送了大批优秀运动

员，成为“体育之乡”。1980年以后，辖区城乡

先后建立了职工体育、武术、老年人体育、气

功、各项球类、棋类等协会，有各种业余体育运

动队270个。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人数13．2万

人。中小学体育活动成绩显著。第五小学的

乒乓球、第十小学的竞技体育、落垡中学的田

径等多次在省级运动会上获得好成绩。1968

年至2003年向国家输送各类体育人才48名。

1952年，县医院卫生技术人员只有69人，

20个床位，每万人床位占有为0．7张，每万人

有医生为1．7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卫生

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人民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

善。1994年至2003年，区、乡、村三级预防保健

网络不断完善。2003年，全区各级卫生机构16

个，床位238张。区级医院l所，乡镇卫生院10

所，卫生技术人员234人，乡村医生504人。区

属医院配备了相应的先进医疗设备。2003年

春夏期间，“非典”疫情突发。区委、区政府在

上级领导的支持下，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果断

措施，全区在活动人口集中，医疗网点少，城市

各类卫生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克服各

种困难，取得全区无“非典”病例和疑似病例的

成绩，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

民国时期，个别店铺和富户家庭有播针矿

石、株网天线收音机，七七事变时日军强令禁

用。建国初期有少数农户使用。1960年以后

电子管、晶体管、半导体收音机逐渐普及。1958

年建立县广播站，各公社相继建立了广播室。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各村街建立了

广播室，小喇叭进入农村各家各户，县广播站

编辑的县内新闻和转播上级节目每天早、中、

晚通过有线在城区内广播。进入20世纪90年

代，全区城市、乡村家庭普及了电视机。进入

2l世纪以后，电脑、宽带网络等现代化通讯设

施正在全区城乡普及。廊坊电视台每周一、

三、五晚18：00时播出《安次时讯》的电视新闻

节目。

五、社会长足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县城迁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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