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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县志》编审人员：

任朴郭谦王定邦 杨尚文

刘国琪 李德馨 周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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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出发的运煤车队

自动电话交换器

十一万伏变电站

沸腾的宋家庄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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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北瓷厂陶瓷产品

峙蜂山矿铁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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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差转台

清凉山华严砖塔

峙峰山铁路隧道

金沙滩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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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 辽金人物故事

(东南台)

“这伙年轻人"剧照

县晋剧团



西关火龙

县城元霄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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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春风，给怀仁带来了无限生机，开放政策，使怀仁发生了深刻

变化。盛世修志，适逢期时。几载努力，数易其稿，《怀仁县志》终于问世，

可喜可贺。

怀仁乃辽置县，地处要冲。东盘应县，西控左云，北扼大同，南驰山

阴。地博厚，川疏明；物阜民康，人杰地灵；古往今来，贤良间生。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凡此种种，理应载入县乘，彪炳史册，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怀仁县志》始修于明代，清代、民国五次续修。本次修志，始于

1980年，乃规模最大。首由县委副书记郭谦、副县长朱生璋、县人大副

主任杨兴奎主持，收集了大量珍贵资料。1984年，继任县长阎锡爵主

持，先后由副县长马占俊、解廷香监修，组织各部门编写专志，遂成初

稿。-1988年我接任县长，主持总纂，由副县长尚瑾负责监修，继续这一

浩繁工程。在整个修志过程中，县志办主任周子君及诸同志，十余年如

一日，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几经纠谬补遗、增删勘

校，终于成书。

《怀仁县志》凡六编三十八章，七十万言。究历史沿革，载资源分布，

叙经济兴衰，举风情大端，表人物精华，无不尽详。实乃县之要典，一方

全书。对研究历史，指导现实，垂之将来，启迪后人，大有裨益。+

我来怀仁虽只数载，对怀仁尽悉所闻，既对它的悠久历史感到tt

豪，也为它的现实成就感到欣慰，更对它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愿勤劳

勇敢的怀仁人民，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不懈努力，绘新图，谱新章，创造

新的业绩!

我深信：怀仁人民一定能够把怀仁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县 长 任 济

一九九一年七月



2凡例

凡 例

1、本志统合古今史料编写，上溯不限，下限为1985年底。古从略、

今从详。

2、本志以编、章、节、目谋篇布局，凡六编，三十八章，一五二节。、为

使读者扼要了解县情，列概述、大事记于卷首，列附录于卷末。

3、本志以事为经，以时为纬，记、志、传、图、照片、表、录并用，以志

为主体，图、表、照片附于各类之中。

4、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文字使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部分人

名、地名和有特定含义的仍用繁体字；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1986年规定书写。

5、本志对一些字数太多的常用词汇用简称，但首次出现时用全称。

6、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职官，均按当时习惯称谓。

7、本志用历史纪年，注明公元纪年。 。．

8、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 。

9、本志记述范围，以本县现行行政区划为限。
”

10、本志的资料来源，除国家出版的各种史书注明出处外，其余或

旧志，或档案、统计资料，或社会调查，不一一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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