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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新编修的《无‘棣县志》，可称“一方之百科全书"。它的问世，不论现在和将

来，都有其重要的价值：一卷在手，犹如“无棣”在胸，使人们客观地、全面地认

识县情，从实际出发，为无棣的现在和将来作科学决策；它是对全县人民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对青少年进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教育的好教材；它又是海内

外客商来无棣投资办企业的指南。

《无棣县志》含过去，育现在，召将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无棣人民，遵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

无棣而努力奋斗。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无棣人民所开创的新的业绩，必将被后

人记入新的历史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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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

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按以事归类原则谋篇。以《概述》统领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以

29个专业志篇为主体，末设《附录》，共计32个部分。

三、全志以专业志为主，兼用记、传、图、表、录等体载。用语体文记述。

四、本志上限1840年，下限1990年。有的内容根据实际需要适当上溯。

五、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及本籍人物、正面人物、近代人物为主的原则，

选入对当地各项事业发展中卓有贡献、业绩显著的各阶层、各行业已故代表人

物，并以卒年为序。

六、本志所用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旧志及有关历史资料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县统计局编印的《无棣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

统计资料中未有的，采用各有关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建立前采用公元纪年夹注中国历史纪

年。

八、历史地名、职官、计量、货币均按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当代地名及计

量单位使用现行标准名称。

九、本志方言注音，以国际音标为主，辅以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夹注在( )

内，以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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