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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乐亭县志》付梓问世，堪称一大盛事。我们作为乐亭县的党政主要

领导欣慰不已，感慨万千。

乐亭县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乐亭人民勤劳淳朴、性柔而刚，富有反封建、反

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全县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舍生忘死，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卓绝斗争，谱

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壮丽诗篇，为全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声艮苦奋斗，努力拼搏，致

力于发展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虽几经挫折，仍取得显著成就，在乐亭发

展的历史进程中，又谱写了新的篇章。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乐亭人民继往

开来，奋发图强，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立足资源开发，加快乐亭建设，经济面貌一改旧观，精神

文明建设成果瞩目。全县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呈现一派政通人和、团结向上

的动人景象。凡此业绩，尽在《乐亭县志》中得到全面系统的展示。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历史上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更懂得以志为鉴的重要。我

们身在乐亭，只有研究乐亭，全面了解乐亭，才能更好地建设乐亭。《隋书·经

籍志》谓：“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

教。"方今编纂志书，可“资治、存史、教化”，借古鉴今，彰往昭来，“知兴替，

明得失”，使主政者有所咨考，使今人和后人受到教育，实为利在今朝，功传久

远，惠及子孙的百年大计。

新编《乐亭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追述以往，立足当代，秉笔

直书，上自有文字记载的古代，下迄公元1986年底，略古详今，既取旧志之精

华，更大力裨补空白。尤其对经济部类，特予重点增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以来的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既恰如其分地反映成就，也准确记述其曲折和

失误。在政治部类，也浓墨重笔，把中国共产党在乐亭的领导作用、重大决策

以及对全县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等，均作了较为系统地记载。纵览全志，上溯

远古发端，下揽今朝百业，资料翔实，观点正确，述而不论，脉络清楚，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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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它是认识乐亭的百科全书，也是教育

后代的一部生动的乡土教材，有较高的研究、使用和收藏价值。

《乐亭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6年。由于它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加

之资料散失严重，编修人员既缺少有关知识，又无经验借鉴，要完成它实有诸

多困难。县志办公室的全体人员身负重托，知难而上，发扬“团结、奋进、务

实、奉献"的精神，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默默无闻地工作，将自己的心

血融于整个编纂过程之中，辛勤笔耕，历经七个寒暑，将这部百万余字的《乐

亭县志》编纂成功。他们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不畏艰辛的工作作风，令人钦

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

在县志编纂过程中，还曾得到上级地方志系统的领导同志、方志界的专家、

学者的热心指教和前任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的关切、支持，以及县直有关单

位的通力协作，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共乐亭县委书记 黎宝琢

乐亭县人民政府县长刘印楼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El



凡 例

——————’’。。。_-_●_____
一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方法，记述本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为通志，上限自境域内有历史记载起，下限截至1986年底，对个

别记事延伸到1990年。
’

三、本志于志首设概述，总揽全志。次为大事记，纵贯古今。依次为地理、

人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社会等专志8编，编下设章、节、目。

志尾为杂记和编后记。 ·

四、对事物全面记述，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重点。 ．

五、立传人物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以本籍人为主，也载有少数长

期在乐亭活动有较大贡献的外地人，排列以卒年为序。对劣迹昭著的反面人物

亦予立传。不为生人立传，对在世人物有突出贡献者，在有关章节中用“以事

系人"的方法予以辑录。

六、本志以志为主，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传统形式，并附以实物照

片。在有的章内冠以无题小序，也有在章节之后设有附录以综合归纳，补充正

文。

七、各类专志均以类系事，横排纵叙，叙而不论。必要的论述，则力求简

明、自然，与史实的记述融为一体。对人和事不滥加褒贬之词，不冠以头衔和

称颂的附加成分。一律用第三人称，文体除引用古籍外，一般采用语体文。力

求文字简洁流畅，立意准确，通俗规范。

八、记事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解放前

(后)是指1948年6月15日乐亭全境解放前(后)。，其他的简称，在第一次运

用时标明全称，，有的则加文内注。

九、本志清代及清以前用当时朝代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均加注公 ·

元纪年(在一节内引用纪年较多且年代相近者不再加注)。清代及清以前纪年用

汉字，清以后用阿拉伯数码书写。

十、所用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数字为主，统计部门不掌握的，采用有关

职能部1"3所掌握的数据。

十一、计量单位原则上以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为准，为反映历史原貌，个别地方依旧制。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主要取之于各级档案资料、县统计资料、党史征集资

料、文史资料、历代《乐亭县志》、有关专著和各单位专业志以及采访口碑资料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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