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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值此《辛集市科学技术志》即将出版之际，应市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之邀，以辛集市

市长的身份为本志作序，感到无限欣慰。

蛊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我国修志历史已有两千年之久，但编纂科技志还是有

史以来的第一次，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此，我市自1 987

年起，根据省，地科技领导，J’组有关文件精神，将其作为一项软科学研究课题抓紧落实，认

真管理，．积极开发。成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拨付了专项经费，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众

手修志，由市科技志编办室历经三年多的艰辛努力编纂而成。经国家及省内外科技史志界专

家评审鉴定，一致认为是一部成功之作，志稿质量居国内县市科技志先进水平。这也算是我

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一点成就吧。

今天，《辛集市科学技术志》就要付梓与大家见面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o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

力"。相信这部志书在辛集市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其久远的“资治、

存史、教化"之功能。各级领导及广大科技人员，都要以志为鉴，将这部志书作为案头必备

的工具书，作为宏观决策的重要参考，为辛集市“科技兴市’，战略方针的实施再立新功l

祝贺《辛集市科学技术志》付梓!并借此机会向参与编纂、出版本志书的全体同志表示

衷心感谢。

让我们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依靠科技进步群策群力建设辛集，争取更大胜利!

，／／乒纷孑呈V

1091年7月1日

／忽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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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市科学技术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辛集市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及

现状的综合性志书。她的问世填补了我市史志上的一项空白，为祖国志书宝库又增添了一部

新作，堪称一件大事，可喜可贺l

辛集市域自汉建置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素以口直隶一集一著称于世。古代，皮

革、烟花饮誉四海，蜜桃、鸭梨驰名神州，近代，废科举，兴学堂，动力机械开始应用，现

代，化工、机械、电力等新兴工业蓬勃崛起，以及农业及其他行业的不断发展、无不闪烁着

科技进步的璀璨光辉。勤劳智慧的辛集人民在漫长的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继往开来，不

懈努力，从应用简单的手工技术，走向近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

诞生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改革卉放的方针，科学技术得到空前蓬勃

发展，推动辛集市经济社会日益振兴。这巨大的变化有源可溯，有史可鉴，《辛集市科学技

术志》就是一面明镜。她既记述了辛集的科技成就，也记述了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既记述

了科技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知名人物，也记述了民间有特殊技艺的能工’j匠，既突出记述了辛

集市工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也较全面地反映了辛集市各方面的科技进步及其兴衰起伏

的规律，总览了全市科技发展的历程，具有较强的口资治、存史、教化黟之特殊功能。读后

催人奋进，使我们更加了解辛集，热爱辛集，自觉运用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把辛集建设得

更美好l

编修科学技术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辛集市科学技术志》这一软科学研究成果，

是在中共辛集市委、辛集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晶。感谢各部门、各

单位为该志书提供了大量、翔实的珍贵史料；感谢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著述，感

谢上级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各地专家、学者的热心帮助和指导。

《辛集市科学技术志》的精华蕴于志书之中，赘语为序，以引金玉。

荔』佯繇
l 989年12月1 0日



凡 例

尼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辛集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力求反映兴衰起伏的规律和地方特点，以期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之作用。

二、本志体裁为志书体，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三、本志门类志以类系事，横排竖写，述而不论。结构和层次以篇、章、节、目为序，

个别章下不设节，节下不设目。

四、本志大事记以时系事，以编年体为主，辅之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对为科学技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逝者立传，生者简介其成就或录其

名。

六、本志行文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文中所用词语、名称除第一次采用全称外，其后使用

简称记述，所用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I 986年10y]10日公布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数字用法，以l 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7个部门颁发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依据，所用计量单位，按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

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有关“××年代，，的表述，均系

20世纪之时间范畴。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对1949年以前的年代加注历史年号。地理名称，政权、官职等

称谓，按当时的历史称呼记载，必要时加注现代名称。有些名词，如矗辛集市，，、“本市”、

“全市，，等，在个别地方的使用具有泛指之意。1945—1949年间记述的“辛集市，，，即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的“辛集镇"。大事记中时间与上条相同者，标以“△"为代号。

八、1 945年9月解放束鹿县，之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放后"。

九、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不限，根据历史实际及具体内容尽量上溯，下限断至1 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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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辛集市原名束晚县，地处华北平原南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东65公里处，东径ll 5。07
7

--II 5。28 7、北纬37。38 7—38。08 7之间。北与深泽县，安平县接壤，南与冀县、宁晋县相

连，东与深县为邻，西与晋县交界。南北最长55．6公里，东西最宽28公里，总面积951平方

公里，隶属石家庄地区。1986年撤销束鹿县，设立辛集市(县级)，以原来束鹿县行政区域

为辛集市行政区域。辖20个乡，6个镇、5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53．1万，其中非农业人口

4．8J7。

本市属平原地形，地势由西北略向东南倾斜，海拔25—37米，坡降0．4‰。为暖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2．5℃，降水量488毫米，无霜期1 90天，四季分明，寒暑适中。

石津(石家庄一天津)灌渠横穿中部，渠灌面积47万亩。中部和北部地下水比较丰富，为井

灌区，土壤多为壤质潮土，其余为盐化潮土，属中等肥力。矿藏有石油和天然气。石德(石

家庄一德州)铁路，沧石(沧州一石家庄)公路横穿东西，保新(保定一新河)公路纵贯南

{匕，市区内油面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为辛集市经济建设和

阡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

早在汉代以前，辛集的先民就劳作、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使用简单的生产工

具，从事笨重的手工劳动，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提高与大自然斗争的技能。明清之际，靠滹

沱河舟楫之利、京广驿道之便、水丰土肥及百姓能工善商之长，辛集迅速发展成为“畿辅金

镇"，“商贾云集，工厂如林，夜不闭城，日进斗金"。皮革烟花业兴盛，“制造向惟天秤

为独擅"，辐射范围遍及华北、东北、西北、中南、东南各省市，皮革产品远销亚洲，欧

洲、美洲、澳洲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因而赢得了“直隶一集"的殊誉。此时，县内设有医

学、师范、劝学所等机构，蚕农已应用显微镜检查蚕子，防除蚕病，旧城万泉涌油坊率先使

用蒸汽机作动力加工棉花和面粉。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束缚及科学技术的落后，加之战争

频仍，人民终不能抵御早，涝、洪、虫、疫等灾害的发生，农业生产“率狃故习，，，“诸法

未能改良进步"。手工制造“工作拙笨”难以持久，有的“不知改良"，清时“竟为洋人所

夺"。 ．

民国时期，近代科学技术逐渐传入本地。县内设有农事试验场，农作物品评会、‘治蝗

会，并陆续创办了西医医院、石印局、电报局等。这些早期的科技机构和技术行业，对科技

知识的传播和应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曾见束鹿农场选育的“白绒棉，，等品种，获河北

省农产品评会奖。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影响，科学技术推广缓慢，致使封建迷信盛行，

新品种引进后无人指导，竟连“三庆居"酱菜荣获的巴拿马国际食品赛会奖也无人去领。1

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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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辛集后，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原有的农事试验场改为操场，

在以往苗圃进行的若干栽培试验几乎看不到了’’，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多

少有识之士辗转寻找“科学救国’’之路而不得志。

1 945年束鹿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科技工作。恢复和重修了石德铁路、沧

石公路，创办了晋察冀边区第六中学(今河北辛集中学)和冀中辛集农事试验场，束鹿农

场，县内开通了长途电话，建立了公立医院和化工、机械，皮革，纺织、电力等一批工业企

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l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束鹿县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长足进步。建国初期，地方

政府制订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的施政方针，依靠他们及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

群策群力建设辛集。全县掀起学文化、学科学、扫除文盲、破除迷信的高潮。米丘林学会会

员、劳动英雄李福成被华北农科所聘为名誉研究员，技术工人刘顺化对麻袋织机进行技术革

新成绩显著，获厂颁发的银质奖章。畜牧兽医工作站、农业技术推广站相继成立。农药、化

肥的使用及耕作制度的改革、农业机械的应用，使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机器生产逐渐取

代传统的手工操作。广播、邮电、卫生、交通事业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应用及传播创造了

必要条件。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舞下，束鹿县成立了

“知识分子问题五人小组，，、“技术革新委员会"和科学普及协会、科学工作委员会、气候

站、种子站，拖拉机站等机构，建立了东大陈职业中学和农业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掀起了兴

修水利的热潮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工具改革运动，首次开展了土壤普查及中药材资源普

查，涌现出了摇头，马兰、子日庄培育良种，粮棉高产的典型单位和一批以刘建民、李增尧

为代表的“种子迷，，，“土专家，，。李增尧光荣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被石家庄市总工会、团

市委树为“人人学赶，，的先进榜样。

这期间，由于指导方针的失误，尤其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

进’’的瞎指挥、浮夸风，使一批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科技工作遭到干扰和破坏。但在党中央

的正确领导下，形势很快得到扭转。l 961年在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方针的同时，也调整了科技

工作方针。1 962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重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国劳动

人民中的三个组成部分，从而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使科技工作重

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 966年开始的持续1 o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科技政策横遭践踏，广大知识分子被

当成革命的对象而受到残酷迫害，科技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但广大科技人员和人民群

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力排除干扰，迎难而上，坚持了必要的工作。相继建成了县磷肥

厂、化肥厂，电子元件厂等一批新兴企业，恢复了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增建了县“五七"农

校、南智丘农校、农机培训班等一批专业技术学校。本县建设三级农机修造网促进农业机械

化及辛集九街应用无曲盐水发酵饲料喂养大牲畜的经验，轰动全国并起到示范作用。全县以

建设四级农科网、发展妇女植棉组、大搞间作套种为特点的群众性科学研究及科学种田活动

蓬勃发展。外宾来访、出国援外等科技外事活动的兴起，促进了本县与国外的科技交流与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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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l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共中央在百废待举的形势

下，排除“左"的干扰，拨乱反正，使科技工作步入新的恢复发展时期。I 977年束鹿县贯彻

中央精神，成立科技领导小组，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技工作会议，迎接全国科学大

会的召开。继进行科技机构、思想和组织整顿工作之后，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

冤假错案，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用非所学的专门人才，重新调回到科技工作岗位，强调保证

科技人员有5／6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并首次组织制定了1978～2000年的全县科技发展规

划。。

1978年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组织学习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

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马克思主

义观点的精辟论述，从根本上澄清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多年来在许多问题上制造的混

乱，进一步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年，县石油化工厂同上级科研单位共同研制

的“M一1 0‘乳化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成为全县第一个荣获国家级奖励的科技成果。县石

油化工厂研制的“LP．一14溶剂白油"，地区辛集化工厂研制的“颗粒碳酸钡(湿法造粒)”

填补了国内空白。随着县科学技术协会的恢复，各种群众性、专业性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学

术交流活动日趋活跃。科技人员不仅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还开展了学术理论方面的探讨。

中医师王恒兴的《中西医结合防治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临床实验》论文，获石家庄地区科技

成果奖，农艺师艾卫和中国农科院土肥所的林葆等科技人员选址马兰农场，在国内最早开展

了“肥料长期定位试验，，，北李庄青年王占威根据地球自转同时绕太阳公转的原理，研制成

功了国内第一台自动跟踪式太阳灶。I 979年全县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壤普查。烟花

生产以化学药剂取代了黑火药，生产工艺实现了突破性飞跃。

1980一1986年，辛集市科学技术事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蓬勃

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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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的春天

实、向上”的

、群策群力，

明珠点缀得更



大事记 s

人。

大事记

前770一前222年(春秋战国)

境内先民FO：I=始人工养殖畜禽，用于生产，生活。

25—220年(东汉)

境内已有陶、瓦制品(见孟章村出土文物)。

束鹿一带发生4寻级地震。

776年(唐大历十一年)

777年(唐大历十二年) 一

受恒州、定州大地震波及，束鹿地裂数丈，沙石随水流出地面，房屋倒塌，压死数百

779年(唐大历十四年)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是年束鹿县中有水影(海市蜃楼)，长七八尺，遥望见人马
往来，如在水中。及至前，则不见水。

1 062年(宋嘉秸七年)

小麦大丰收，出现一茎双穗现象。

， 1 368年(明洪武元年)

设辛集驿，置驿丞掌邮传递送之事。

1 374年(明洪武七年)

随朱元璋。移民屯田"政策的实行，由山西洪桐县迁来的移民，分别将皮鞭、丝线制做
技术引进锚营、佃士营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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