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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百

建国三十六年来，我县在政治、经济、文教

卫生和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为了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便于各个领域了解

研究我县建国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中总结

经验，汲取教训，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

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指针，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

原则，将各个历史时期的较大事件，按其本来面

目记述下来。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县档案馆所

藏原始文件材料为依据，同时对有关史料进行了

调查核实，力争做到准确真实，在此基础上，以时

间为序，一事一条，大事详，要事略，按其性质和内

容加以整理，编写出《任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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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难免有疏漏和

欠妥之处，敬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任县犬事记编办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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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县历代大事记简录

任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鉴定 ， 我县城西西庄出土的

石斧、石铲，城西北韩庄出土的石刀、石鳞，城北丁家庄出土的石

斧，均为新石器时代石器，此足以证明早在四千年前任城镇已形

，哎一个人类粟落区。

《左传 ))i己载，公元前五四三年，郑羽顿奔晋，晋平公授为

"任大夫" (1任地" 始有名讳。公元前四九四年( ~. 哀公 四

年) ，齐国伐晋、取邢、任、结(巨鹿)、部(高邑、柏乡) , 

"任地"为我省最古老县份之一。公元前四五四年， 韩、赵、魏

联兵，打败智伯，三家分晋，任属赵国。赵襄子曾询视属地。

《 任县志》记载， 在任县城南筑"襄子行宫"。

《前汉书》记载，公元前二。一年(汉高祖六年) ，刘邦授

车骑将军张越为任侯，食邑七百五十户，即任城镇东固城一带。

公元前一九五年(汉高祖十一年) ，刘邦授郎将毛泽为节侯，食

邑张县(今任城西〉七百户。另设广乡。西汉末年，合为任县。

公元二四年，汉光武帝刘秀，北询河北，率兵攻占广阿(隆

尧东部) ，会合吴汉，寇 a陶、邓禹、冯异等兴汉名将，经任县东

部，南围巨鹿(平乡西南) ，月余不下，又回兵南结(巨鹿) , 

与王朗将倪宏、刘奉大战，斩首数千。过任县，经襄国，进围部

耶。《任县志》记载，任县城西有"XiJ秀桥"。

《三国志》记载，巨鹿张霄，少游太 学F 率学生数百人，

迁居任县。公元二四0年去世。活了一百O五岁，是我区最早长

寿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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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任县东北旧属南苦苦地，水草

茂盛。 三国归晋后，划属任县。 公元三O八年，后赵石勒，出中

邱，占巨鹿， 在此建苑乡，筑城牧马 . <<晋书》记载，石勒在襄国

称帝，建后赵国，曾两次游览苑乡。公元三一二年，广平游统，

统兵数万，占据苑乡。石勒派支雄等七将，进围苑乡，打破外城。

晋朝大司马王泣，派鲜卑人 (辽东 〉 疾六眷，领兵五万，屯兵诸阳

(任县西南 )。 先锋末位，英勇善战，连败石勒大将， 直逼襄国

〈邢台百泉 〉 。石勒听取谋士张宾建议，筑隔城重栅，设置路

障，闭门不战，暗在北城挖二十个小门。 等末恒进外城，驻兵未

定，伏兵齐出， 直冲敌帐，生擒末柱。乘胜追击，横扫疾六眷大

营。疾六眷等将奔散，枕尸三十余里 ， 退兵诸阳(任县固 城东

北) ，派人求和，送去铠马二百五十匹，金银各一箱 ， 并以末桩

三弟为人质， 赎回来末枉。石勒派石虎到诸阳，与疾六眷筑台会

盟， 结为兄弟。因在襄国以东， 故称东盟台， <<任县志、》记载，

此为东盟台村的由来。

北《魏书》记载，三国归晋后， 曾把南能〈巨鹿〉、南和、

襄国 〈邢台)并入任县，这是任县最大区域。至到北魏孝文帝太

和二十年〈公元囚九六年 人才把四县分而治之。

北魏时，任县人游雅，官至太子少傅，游明根官至仪曹尚

书，游肇官至尚书右仆射〈位同右宰相) 0 l'任县三游"参加

改革律令，闻名当世，为后人称颂。

《任县志》记载，北齐，北周把任县并入南和。公元五九六

年〈开皇十六年〉隋文帝时，把南和一分为二，在苑乡城建任

县。到公元六O六年(大业二年〉 隋炀帝时，把任县叉并入南

和。

《隋书》记载，游元，字楚客，任县人，官至朝仪大夫，兼

治书侍御虫。公元六一三年〈大业九年〉杨玄感作乱，游元被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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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七九年，在西马河桥村西南出土唐永淳元年〈公元

六八二年)墓志铭记载证明，公元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

分南和为二、复置任县，治所在伴城(今固城衬〉。

《宋书》记载，公元一O七二年，宋神宗嘉桔六年，再度把

任县并入南和。公元一0八六年，宋哲宗元站元年又析南和，复

置任县。

《中国古今地各大辞典》记载，辛店，旧属臣鹿，金代改属

任县，市况颇盛，号称新市。

《中国历代地图册》记载，样*<1皇河) ，开始由固城东往

北流，名叫涡水。

《元虫》记载，公元一二二0年，金宣宗兴定四年，元朝进

兵河北，邢州节度使武贵降元。有个号称"赵大王"和侯县令，

聚众数干，占据浮城〈固城) ，抗击元兵。真定史天泽降元，升

为都元帅，集诸路兵来攻，久攻不下，称其为"固城水隶"。甲

午年(公元一二九四年) ，宁晋王义降元，领水兵战船， itt大陆

泽南下，攻破"固城水寨"。赵大王失败了，固城做为村名，流

传至今。

《元史》记载，公元一二六一年，元世祖至元二年， f巴任县

并入邢台。

《元史》记载，公元一二六二年，郭守敬言，津水东至古任

城〈即固城) ，失去古道，河水泛滥，淹没民田一千三百余顷。

此水开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种。自宁晋小王村经撑沱河，合入御

河〈运河) ，通行船只。磁州东北， 1釜阳河和漳河合流处，引水

由溢阳〈县〉、部韩、洛州、永年下鸡j手，合人?丰*<i蛊河) , 

可灌田三千余顷。

《任县志、》记载，元武宗至大年间(公元一三O八年至一三

一=年) ，把邢台县和任县分开，在南张村建任县城，即现在任

县城。现在县粮局旧为火神庙，庙碑有文记载，在建粮局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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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埋在房基坑里。县供销社〈旧任县衙门 〉南道上， 横铺一块

石碑，碑文磨平，碑额"捐民城、输户关"应为任县城名。

明朝隆庆年间〈公元一五六七年至一五七二年) .全国统一

修县志，始有《任县志》 。

《明史》记载，溢阳河，旧在任县新( 辛 〉店村东北，源出

磁州， 经永年、曲周、平乡、至(任县〉穆家口，合百泉篆洒北

流。永乐年间，漳河并入1釜阳河， 二水为患。成化年间，旧河道

淤没，来7}( ì中新店西南为新河，合入沙洛等河，入穆家口，沿河

筑堤。英宗年间， 漳河入卫河。弘治年间初，又徙入御河〈运

河〉。后来， 漳水又冲入新河(辛店西南新i釜阳河) .淹没两岸立

地。任县民高炀等上书巡抚宫，启奏朝廷，提出设通穆家口，挖

开新旧二河，使漳河、 溢阳河二水分流。

《 任县志、》记载，任县城原为三门，东曰巩固，西日金汤，

北曰锁钥。 公元一五七三年(万历元年 七姓袁县令开南门。到

公元一六一七年(万历四十四年七县署知事凌子任堵塞南门。

《 任县志、》记载， 公元一五九三年(万历二十一年七漳河

冲入溢河，在任县决口。隆平(隆尧东部〉大陆泽"地易淤浅，

民又耕以为田"泽水有来无去， 在任县"积而成泊形成"任

县大陆j萃"。

《任县志》记载，公元一六三八年〈明朝崇祯十一年七清

兵攻克任县城，知县李庚，以身殉职。

《任县志》记载， 公元一七二七年〈清朝雍正四年) .怡亲

王亲到北留寨，组织民工， 泼通穆家口，泽水注入北泊〈宁晋

泊) ，北留寨战名永福庄。到公元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

年: ) ，任县大陆i季，先后干洒出土地七百余顷@到公元一八

O 一年〈嘉庆六年)大水为患。尔后，任县大陆海， 时而水

大，时而水小，至到一九六五年，根治海河，才基本解决任是水

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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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县志》记载，公元一八五三年十月一日〈清朝咸丰三

年) ，太平军攻克任县城，火烧大成殿、 "请阳书院'\杀死教

谕张秉碟。知县陈登汉弃城而逃，后被革职。尔后"小阎王"

张宗禹，黑旗军宋景诗，先后兵临任县。

清王朝最后一任知县谢晶磷，民国第一任县知事姜省漠。公

元一九一二年〈民国二年) ，任县犬水为患，县知事林世英，向

上详报灾情，请准免任县地租税赋。

民国初年，建立任县第一高小，开始招女学生。一九二二

年，县长光熙，把罚大烟款两千元买成书，在任县第一高小，开

办任县第一个图书馆。

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在我县正式登记，公开露面，在任县第

一高小召开首次国民党会议。国民党县长杨国经，带领学生，推

倒城醒，打倒玉皇。任县西街人王树礼，在邢台十二中学加入中

国共产党，为我县第一个党员。

一九二六年，任县开始提倡妇女放足运动。

一九二七年秋，李老功、:XtJ文忠(即刘子厚〉、刘振邦，组

织大刀会、红枪会，会员千余人，一度攻占任县城，建立临时政

府，推举岭南人王老太为临时县长。在农村开始建立农民协会。

一九二九年七月，建立第一个中共任县县委。

本年，任县成立简易师范，开始招考第一期学生。

一九三0年，任县简师闹学潮，反对国民党学阀宋云波。

一九三二年，中共任县县委出版《怒涛》小报。

一九三五年，任县成立中心县委，在新直南特委领导下，举

行五月暴动。六月，建立武装组织。七月，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

军平汉线游击队。农历十一月底，全县有六七十个村庄的农民发

动起来，成为冀南暴动的策源地。

一九三六年，平汉线游击队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

军第一军第一师"。蒋介石电令商震部队开进任县围剿，有四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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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开明绅士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县长朱铭轼私携库存资金

及公职人员四个月薪停仓惶南逃。放出土匪刘磨头，张解气等。

这些土匪各占地盘，危害人民，任县未战先乱。十月十日早晨，

日寇侵占任县城，三百多名日军 ，杀人放火，遂即南侵。十三日，

日 军四架飞机， 轰炸大东吴、台南、固城、留垒、双蓬头、邢家

湾，炸死群众一百多人，炸毁民房五百余间。八路军一二九师派

冷赤哉来任县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下旬，八路军挺进队政治部主

任晋光义，团长孙继先、刘振河带领武装工作队开进任县， 在邢

家湾成立 "任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 , XtJ振河任主

任。

一九三八年二月，恢复任县中心县委 ， 管辖任县、 南和、隆

平 、 尧山四县。二月，撤消中心县委， 成立中共任县工作委 员

会。五月，成立中共任县县委，乔增堂任书记。五月十日，

日 军二次侵占任县城，进行长达七年零四个月的残酷统治。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成立任县民主抗日政府，地址在

辛兴庄，杨寿山任县长。

一九四0年八月，为配合八路军百团大战，县委组织上千

人，到官庄(内邱西阳〉以北破坏铁路，拉走铁轨，中断敌人铁

路运输十余天。

一九四四年，我县部分老区开始进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九月九日，任县全部解

放。九月十八日，任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霍子瑞，在台南小学门

前立"还我河山"碑，纪念八年抗战胜利。

一九四七、四八两年，我县大规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一九四八年，我县区县干部开始南下，支援江南解放区建 ，

设。 冬季，我县干部到南宫参加地委组织的整党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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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

1 月 县委副书记雷隆带领我县一百七十余各县区干部南

丁， jfJ湖南开展新区政权工作。

2 月 王前任县长，孙桓武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2 月 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人民，欢迎东北大军南下，历

时一个多月，安排食宿，热情接待。

4 月 为支援太原战役，我县出动由五百名民兵骨干组成的

担架队，丁贝吉任大队长，为j义民任政委。他们在解放太原战役

中作出了贡献，前线指挥部授于"支前模范"锦旗一面。张贵藏

王文和l率领的三中队荣获冀南军区、太原战役前线指挥部、一二

九师司令部锦旗三面。

5 月 王前任县委书记，丁少之伍县长。

6 月 16 日 我县沿南涅河两岸，从骆庄到环水村，先后发生

姐夫，全县组织一百五十三个村，六十八万九干二百三十八人

(次)捕灭虫皇虫，共行动四次，捕煌虫九万多斤，使青苗免遭重

大损害。

8 月 建立任县人民医院。

9 月 为解决收秋种麦劳力不足、牲口和农具缺乏的问题，

县政府组织起一干二百多个互助组，并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开展

劳动竞赛。

10月 1 日 我县举行群众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县委书记王前在会上讲了话。

在北京革命大学学习的我县学员苏志亮、孙春耕、赵连克、

曲会录等四人参加了国庆大典。

10月 23 日 任县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lt表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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