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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观点，力求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把编纂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三、本志《大事记》上限公元前279年，其余上限1914年，下限1988年。

个别章节上限从有此事物始，下限1985年。在概述中，记述了中共沽源县委、

沽源县人民政府在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中实施的战略决策等情况。

四、本志采用编章节体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形式，以志为

主体。采用中编形式“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五、所用资料，来自沽源县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张家口地区档

案馆、历史书籍和各专业部门及有关人士提供的各种资料。

六、中华民国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其后采用公历纪年。

七、数字用法按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统计数据以

《沽源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统计资料中没有的数据以专业部门数据为

准o

八、人物入志以卒年为序。

九、“建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十、为保持事件的完整性，本志特设“补志”，述1988年的史实。



序

沽源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沽源县志》，就要付梓出版了。这是沽源县

委、县政府在领导全县人民着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一项丰硕成

果，可喜可贺o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书亦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国有国史，县有县志，而沽源自史无志，殊深缺憾o 1985年，县委、县

政府决定编修《沽源县志》，组成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县志办公室着手编纂，

以补史之缺，抹史之无，抚史之实o

．沽源地处河北省北部边陲，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历来为北方少数民族的

游牧地。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交往融合，共同谱写了这块广

袤土地的历史篇章，创造了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灿烂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成绩卓著。期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失误，但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在这块沃土

上生根、开花、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

国才能有光明和前途的真理，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充分的验证。搜集、整理这些

历史，并将其记载下来，以借鉴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后

人积累史料，确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一件大事o

《沽源县志》为“一方之全史”，具有“资政、存史、教化”之功用，是记

载从天文到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人物到风俗，系统、准确

的社会大观综录和科学严谨的资料书。本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

求是，秉笔直书，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记载了从古至今，尤其

是新中国成立后沽源县的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等演变过程；

记载了沽源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她将为沽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提供历史借鉴，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乡土教材，为研究当地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基础资料o
’

《沽源县志》作为记述县情的第一手资料，对加强对外经济联系，扩大沽源

县的宣传面0提高知名度，为开放开发和经济建设，将起到参谋、助手和桥梁

纽带的作用。

本志下限为1988年，由于资金等原因没有及时出版印刷。90年代全县发展

速度加快，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8年的304元，提高到2000年的1300元。全县

人民紧紧围绕市场，依靠科技，根据产业化布局，狠抓无公害蔬菜、小尾寒羊



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新建了工业品、建材、蔬菜、牲畜交易四大市场占实施改

善交通，净化环境、美化市容等形象建设工程。中共沽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

心按照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要求，带领全县人民开拓进取、奋力拼搏，

以崭新的面貌跨人21世纪o

本志的编纂出版，凝聚着全体编修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心血。借《沽源县志》

出版之际，我们代表沽源县委、县政府和全县230万人民向为编修《沽源县志》

付出心血的全体编辑人员和各级领导及关心支持修志事业的各界人士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谢忱o

编史修志惠及子孙，志士有责。成书之际，欣命拙笔，文不成体，权当为

序。

中共沽源县委书记李万福

沽源县人民政府县长朱旗

200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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