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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勤劳朴实的新河人民世代居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生息繁衍，辛勤耕耘，以其聪明才智和心血汗水，描绘出一幅风光无限、绚丽斑斓的锦

绣画卷，筑就了一座顶天立地、光耀千古的不朽丰碑。千秋史实，以志记之，使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以彪炳青史，留芳百世。据文字记载，新河县曾6次修志，但或湮于水

灾，或毁于兵乱，留存于世者无几，且距今年代已远。现存傅振伦先生所撰民国之《新

河县志》，距今也已70余载。 -．

值此世纪之交的伟大时期，新编《新河县志》即将出版了。本志通古至今，是一部

完整而全面反映新河人民苦难与奋争、悲愤与壮丽的历史通志。该志经过修志者的艰苦

努力，历时10余年，数易其稿，成书共22编90余章100余万字。修志者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大量史料和调研资料为依据，剔除旧志糟粕，吸取

旧志精华，求是务实，秉笔直书，立足当代，兼容并蓄，重笔浓彩于新河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革命和建设所创造的辉煌业绩。述中以事系人．讴歌了辛勤劳作、顽强抗

争、推动历史潮流前进的劳动人民；歌颂了艰苦创业、勇于开拓、为民族解放和国家振

兴而英勇奋斗的时代强者；赞美了勤恳敬业、为民请命，将毕生精力致力于人民事业的

社会各界进步人士。虽然《新河县志》记述的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涓涓溪流，但它

毕竟反映出了日月的光华，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不息强音。t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编《新河县志》的问世，是我县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件功

在当代、利在子孙的大事。一志在手，全县在胸，读之可以使我们更准确、更深刻地了

解新河历史，从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工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同时，此

志也昭示我们更加珍爱脚下这一方热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所肩负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

使命，激励自己殚精竭虑，加倍努力，做一个无愧于先人和后人，不负于祖国和时代的

有作为的革命者。我们有理由坚信，新河的未来一定会更加光辉灿烂，新河的明天一定

会更加繁亲富强。

中共新河县委书记王兰荣

2000年3月

侈



序 二

新编《新河县志》的出版。是新河县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精神文明建

设结下的又一丰硕成果。 ，

志，用以存史资政。国有编史之善举，县有修志之传统。新河修志始于明代，自嘉

靖年间始有县志，以后几度重修，距今最近的一稿亦已有70余年。而正是这多半个世

纪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河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其斗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其

成就为亘古所无。老一辈用血汗和辛劳写就这段历史，无论对现在抑或未来都是宝贵的

财富，将其整理编辑成书是我们后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此外，历代旧志陈陈相因，重

人文而轻经济，重官士绅而轻普通民众j褒扬封建伦理而贬抑或诬蔑人民群众的斗争精

神，因此也大有必要补其缺，删其繁，正其谬。因此，新编县志也就应运而生。

去年12月在新河召开的初稿评审会上，我聆听了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对志稿

发表的真知灼见，我和编写人员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之后，编写人员根据专家的慧眼

所识及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修改。此期间召开了几次编纂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思

想倾向明朗，时代性鲜明，地方特点突出，资料丰富而准确，衔文严谨而规范”的质量

标准，作出了“重点突出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保证质量”的方略和具体安排。审修工作

是艰苦的，编写人员在主编的带领下，夜以继日，忘我工作，连续奋战百余天，终于在

3月底告竣。此中甘苦以及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局外人是难以尽知的。 t，

通观志稿，我以为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将定量分析法引进志书编撰，克服了旧志

偏重定性记述的缺憾。书中精心编制了许多时间上有相当跨度的统计表，并进行必要的

今昔纵横互为对比的数字分析，甚至不置一辞而褒贬已寓于其中，令人折服。二是内涵

丰富，重点突出。譬如县委的决策、政府的政务活动、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等重要内

容，都有如实记述。 。、

‘

，

鉴古而知今。我深信，这样一部志书的出版，对于新河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肯定是大有裨益的。值此，我谨向为这部志书编写出版付出辛劳和给予帮助的

所有同志、所有单位致以真诚的谢意。

新河县人民政府县长孔祥友

2000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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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将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经过考证辑录。汇编成册，不仅为

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壮举。所谓。资治、教化、存

史”，概为地方志书的特殊功能。编修县志，功不可没。

新河，自西汉初年建县至今已有2000多个春秋。新河人民祖祖辈辈在这块古老的

土地上劳动生产，生息繁衍，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流传下许多

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今天，我们为劳动人民修志，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新编《新河县志》，上起西汉，下迄1988年，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唯真求实，

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了新河的自然和社会，真实地记述了新河人民饱经沧桑、矢志奋

斗的足迹和喜怒哀乐。在资料、观点、体例诸方面，刻意求新。在材料取舍、运用上详

今略古，去伪存真，力求古为今用。对古代历史，索根求源，使其脉络清晰；对近代历

史重点记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奋发图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和

经验教训。志书综览新河历史，社会经纬，史料翔实，包罗万象；溯古有据可查，继今

有理可循。言从事书，事以类从；言有出处，事耐推敲。称其为新河的百科全书，不为

过誉。

新编《新河县志》付梓问世，这是新河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作为新河人，我爱我的

家乡，我爱养育我的这块土地，我爱家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我更深深地怀念那些

为了新河的今天而洒尽一腔热血的先烈。衷心希望全县人民以志为鉴，继承光荣革命传

统，发扬爱国爱家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勇于改

革，锐意进取，为振兴新河，建设新河，再展宏图，勇往直前。

编纂《新河县志》，耗时14个春秋，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均有较大付出，成

书不易。但由于水平所限，部分资料无考，书中纰漏谬误在所难免，敬祈各界有识之士

予以指正。

薯嚣交嚣熹员,tl譬篓吴措新河县人民政府 县长～⋯
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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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

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尽力溯至各项事物发端，下限为1988年底。

志补迄于1998年。个别事物为保证其完整，适当延伸。

三、本志为中编体结构，分设22编，志补、附录置于卷末。编下设章、节、目。

各编章据实编写，不求平衡；编章无题小序，设否不求统一。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概述，置卷首，概述新河历史

与现状；大事记，用编年体系以要事，为全书之经；志，叙而不论，载建置、自然环

境、居民、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情等；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生年

为序，为县籍已故知名人物立传，客居本地有重大贡献者一并录入；图，图片、照片集

于卷首，部分随文，图文并茂；表，全部随文，文表互补；录，各志不能容纳但又有入

志价值的资料，集为附录，列编章后。

五、文体，全志除引用文字外，均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文字力求简洁、严谨、

朴实、流畅。

六、以现行建制区域为记述范围，历史上曾属新河县所辖而后析出的地域不在记述

范围之内，但和本政区有联系的人物、事件则予记载。

七、纪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中国历史传统纪年，同时括

注公元纪年，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其中“公元”省略；志中所提解放前(后)，系指1945

年5月2日新河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八、称谓，全志以第三人称记述。人名，直书其姓名；地名，以现行标准地名为

准，使用古地名时括注今标准地名；政区、党派、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首

次出现时一律使用全称，同时括注简称，而后通用简称。

九、计量单位，一律按公制计量单位(土地面积用亩表示例外)。

十、数字书写均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颁布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

定》书写。

十一、数据，多用县统计局数字，缺者用有关单位数字。各项经济指标除工农业总

产值及工业、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外，其余均用当年数字。

十二、资料来源，省、地、县档案馆、统计局。历代史籍、县志及有关图书馆文献

资料、报刊、新河县党史大事记资料、组织史及当事者、知情人的口碑资料等，经考证

鉴别入志。

《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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