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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武强县志》历经十年苦心编纂，终于成书且出版在即，实为武强县文

化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武强县，与我祖籍饶阳县相邻。1985年11月到1992年8月间，我又有幸

到武强工作，先任政府县长，再当县委书记，与武强20万父老乡亲朝夕相处达

七年之久。自此，总把这一方土地视为我的第二故乡。

武强人民质朴忠厚，勤劳勇敢，是武强置县近两千年历史的创造者。这里
地处滹沱、滏阳二河交汇之三角地带，自古旱涝灾害频繁，人民常处水深火热，

但他们不屈不挠，一辈辈挖河治水，掘井抗旱，辛勤耕耘，一次次在废墟上重建

起新的家园。这里不靠山，不傍海，生产生活条件先天不足，但他们用灵巧的双

手创造了武强木版年画，在以辛勤劳动美化世界并聊补生活之需的同时，亦使

武强成为独树一帜、名播全国的书画艺术之乡。这里曾为冀中抗日根据地，他 ．

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舍生忘死地同入侵之敌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克碉堡，破交通，参军参战，支前卫后，为争取全国革命斗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牺

牲和贡献。这里是国家确定的扶贫县，但他们不等不靠，发奋图强，在改革开放

政策的指引下，强农固本、发展工业，一步一个脚印地摆脱着贫困，迈向小康和

富裕。在前进道路上，有成功，有失误，有经验，有教训，凡此种种，在《武强县

志》中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记述。这些珍贵资料，对于认识武强的过去和现在，对

于建设武强的今天和明天，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
‘

我刚到武强工作之时，正值国务院下达本届修志任务不久，做为一县主

官，遂义不容辞地主持此事七载有余。其间，目睹耳闻了修志人员在资料散失

严重、编写经验不足、工作环境艰苦的情况下，胸怀一颗“为武强写志、为人民

立言"的赤诚之心，迎难而上，默默笔耕。我想，《武强县志》编纂告成并获准出

版，正是对不辞案牍之劳的修志者的最好奖掖。借此也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和敬意。 -：

武强有光辉的过去，也必然有灿烂的未来。祝愿武强人民继续弘扬老区自

-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努力借鉴历史经验，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

设中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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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史志，乃中华民族之优良文化传统。武强之有志，始于明隆庆年

间。其后，明万历、清康熙、道光诸代复四次修志。民国之初，县人亦组班，惜因

种种原因未果。今天，第一代社会主义的《武强县志》付梓问世，诚为武强百泉

年来文化建设上的重大成果，值得祝贺。 ，

武强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也有着贫穷落后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的漫长岁月中，落后的社会制度、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武强人民带来了无尽

的苦难。但是，勤劳朴实、勇敢无畏的武强人民一代代与天斗、与地斗，顽强地

繁衍生息，改造与建设着这块并不丰饶的土地，创造了武强的物质文明和灿烂

文化。武强年画，即武强人民与环境争斗的产物，不仅为谋生渡贫提供了帮助，

而且因其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跻身于民间艺术宝库，提高了

武强的知名度。新中国成立后，武强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奋发图强，

开拓进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将武强带入新的天

地，贫穷面貌得到根本转变，正向更高目标迈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武强的历史，是武强人民的创业史。新《武强县

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真实地记载了武强的兴衰起伏，为武强人民的宏绩

伟业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

编修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横陈百科，纵列千年，编纂成书，实非易

事。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下，编纂人员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九度寒暑，五

易其稿，始得修成百万言的《武强县志》，成为武强历史上的第六部县志。编纂

中，得到各方人士及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值此，谨向一切有贡献于《武强县志》

编纂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忱。

编修县志，目的在于“资政、教化、存史一。志书既成，自应学会应用之，身在

武强，研究武强，继先人之志，汲前事之鉴，早日实现武强的兴旺发达。谨以此

为序。

中共武强县委员会书记 尚俊廷

武强县人民政府县长 邹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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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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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

．二、结构。首设概述，综叙县情，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之后，按照事物类

别分设建置区划、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情习俗、人物、杂记九

编。编下设章、节、目。

三、内容。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对各项事物记述尽量追本溯源，志其发端。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重点。下限至1987年底，个别

止于搁笔。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形式，以志为主。记：以编年体

为主，记事本末体适当运用；志：以时为序，贯通古今，横排门类，纵叙史实；传：

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收本籍人对社会有较大影响者。入传者以卒年顺序排列；

图、表、录分附各章、节中。 ‘：’

五、文体。各专业志以类系事，横排纵叙，叙而不论。除引用古籍外，一律采

用语体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规范。

六、纪年。清朝及其以前，采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

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七、数字。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码。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

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八、数据。一般采用统计局数字。统计局未统计者，采用有关单位数据和调

查数据。

九、名称。政区及机关名称，均为当时名称。古地名仍书原名，加注现行地

名。 ．

十、资料来源。主要为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各部门档案资料、历朝旧志及

当事人、知情者的口碑资料。对各种资料均加以考证鉴别，去伪存真，编纂时一

律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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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武强，古老而褊小。

诞生于西晋惠帝时的武强县，至公元1987年已有1600余年历史。因各时代政治经济

．多方面原因，而归属屡易，境域多变，终被塑成今天之状况：处于北纬37。537"38。09’，东经

115。47’"116。06’区域内，纵长27．8公里，横阔26．1公里，面积444．5平方公里。县城小

范镇位于县境东部j东距京沪铁路67公里，南距地区行署驻地衡水市55公里，西距省会

石家庄市135公里。国道307线自东向西横贯县境中部。全县辖2镇12乡，238个行政

村，188556人，为衡水地区最小县。

武强，灾多而贫困。

境内自古多河。黄河、滹沱河、漳水、葫芦河等均曾过境而流。在这些河流冲刷、淤积、

改道等因素作用下，武强全境地势低洼，海拔仅14．2--。18．7米，兼有许多封闭型带状浅平

洼地。这种状况，使得武强成为上游17市县6119平方公里众水汇归之所，洪涝灾害频频

发生。武强气候屑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春燥而少雪(雨)，夏秋热而多雨。

春旱秋涝，几成规律。翻开武强的历史，充斥着灾害的记录。多少次鱼行人路，多少次并涸

塘千，摧残着经济的主体——农业，毁坏着辛苦建设的家园。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把武强

人民沦入苦难的深渊。丰年，粮食亩产不过百斤上下，杂以野菜，尚可勉强度日；倘遇灾年，

则收成无几，乃至绝收，虽食以谷糠、秕子等，亦不足所需。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种种惨象，

皆有发生。农业的惨淡，人民的贫穷，造成了工业、商业、交通等各方面的落后，经济与社会

发展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根除水患，变害为利，成为武强多少代人的心愿。然而，在漫

长的旧社会，这种愿望只能成为空谈。治理水旱之灾，非一家一户之力所能及。地方官员

其廉者虽有此愿，但权之所限，只能小修小补，无力根治；其贪者，则只知聚资敛财，鱼肉百

姓，对民众苦难，坐视不管。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武强人民才有了变愿望为现实

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兴水利治水害，全力苦干。在

县内，修堤防，挖排渠，建闸涵，开水源，从未停止；在县外，武强民工参与辟新河，拓旧流，

南征北战。武强人民治水的汗水洒遍武强大地，洒遍割匕平原。积38年之成果，17条干渠
64条支渠纵横境内，1649眼各种机井棋布全县，涝有路排，旱有水浇。虽尚不足以彻底抵

御水旱之灾，但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危害，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在这个条件及其它多种

因素作用下，作为主业的农业得以逐步发展。198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3908万元，为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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