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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清河县委书记冀东书

续修《清河县志》，历经

五度春秋，终于成书，可喜可

贺。

巍巍清河，源远流长；兴

衰更替，规律昭然。自周迄宋，

地占交通区位优势，城市兴百

业兴，经济社会持续繁荣。南

宋初期，交通废绝，城市荒废，

从此走向衰落。此后，全县人

民虽百折不挠，累代艰苦创业，

使经济面貌有所好转，但始终

没有挣脱贫困的枷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为人民脱贫致富提供了契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清河人民在党的富民政策引导下，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迸发刨业激

情，施展创业智慧，弘扬“敢创伟业，事争一流”的清河精神，在短暂的二卜几年间

成功闯出一条依托特色产业发展民营经济的致富之路，人民生活实现了小康，县域经

济实现了快速崛起，交通优势和城建优势又重新得以确立。清河县由此彻底摆脱了因

袭数千年落后的农业社会，实现了向先进文明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型蜕变，并培育出

羊绒及绒毛制品、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战略金属再生利用、耐火材料等位居全国同行

业前列的地方特色产业。清河县先后被命名为河北省“p-五”期问重点培育的新兴

中等城市、河北省综合改革实验县、河北省首批扩权县之一，“中同羊绒之都”、“中

国纺织名城”。数据或许更能反映历史巨变：1982年，清河县位列河北省18个贫困县

之一。1995年，跨入全省经济强县20强。1996年，成为全省第一批小康县和财政收

入亿元县。2001年，成为邢台市19个县市区中唯一财政收入超2亿元的县。2005年，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79 2亿元，实现财政收入4 16亿元。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为将1979年以来清河县各项事业的巨大变化载入史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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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县志(197咖∞5)
曼皇曼皇曼曼鼍蔓曼曼曼皇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舅曼曼!曼!!曼曼!!!_警8。

委、县政府2004年作出编修县志决定，调有志之士，集全县之智，几易其稿，终成新志。

续修《清河县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客观、真实系统地记述了清河县1979—2005年间各项事业

的发展轨迹，是一部集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为一体的清河地情百科全书和科学文献。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部志书将为我们研究地

方地情，制订发展规划，推动经济建设及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全面的历史借鉴和

现实依据：同时，该书作为一部翔实权威的乡土教材，还将为全县人民了解家乡、热

爱家乡、建设家乡，继承和发扬清河精神，激励他们再创伟业，发挥重要作用。

修志为用，知往鉴今。40万勤劳勇敢的清河人民在5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

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希望广大清河儿女站在建设清河、发展

清河、繁荣清河的战略高度，重视历史，读志用志、以志为鉴，扬长避短，精诚团结，

锐意进取，为全面建设冀东南区域中心城市、构建和谐新清河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清河县委书记 磅曩
201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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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县人民政砰县长张万双

盛世修志，经世致用。

在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工作

下，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F，卷帙浩繁的《清河县志

(1979—2005)》即将付梓，

这是进入21世纪后我县修撰

的第|本县志，是全县人民政

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此，向志书的编成付梓致以

热烈的祝贺!向为修撰县志

付出辛勤劳动、作出历史贡献

的各级领导、各位专家、全体

编纂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表

示衷心的感谢!

地方志“资治、教化、存史、兴利”。《清河县志(1979—2005)》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客观反映清河的历史和现状，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本志从改革开放记起，止于2005年，凡36编，其问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人口、

交通、水利、风俗、科技、法治、党群组织、体制改革等，兼收并蓄，内容丰富，是

。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十教材，将进一步激发全县人民“热爱清河，建设

家乡”的热情；是部“熔百科为一炉．集万卷为一册”的资料性[具书，能使我们

更好地了解清河县的历史人文和民俗风情；是嘈口可供旅居外地的清河籍人士了解县

情的“百科全书”，必将激励在外游了更加热爱桑梓，关注家乡。总之，它是全县人

民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回顾历史，清河人民已在社会改革和实践中创造r不凡业绩，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展望前路，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前无^人的新时代前沿，艰臣繁重的发展任务等待我们

来完成，建设“冀东南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需要我们去践行。我们深信，在深



清河县志(1叮蝴I)t)5)
蔓!!!!!曼!——鼻蔓曹，|!!鬯—曼!!—曼蔓舅●—■，—————■—●———●———■—■—■■—■—■—■■■■●——■●——_嘲”
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科学发展的历史洪流中，全县人民必将进一步弘扬“敢创伟业、事

争一流”的清河精神，戮力同心，拼搏进取，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艰难险阻，

共同谱写出清河更加辉煌绚丽的明天!

清河县人民政府县长劾历叼灭
201 1年5月31日



凡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记载清河县在本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领域的发展状况，突出记述改革开放中的新成就、新事物、新矛盾、新趋势，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

特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述范围 本志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全省第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的有关文件

要求，设置记述范围，即以清河县2005年政区范嘲为地域范围，以1979—2005年为时限范围。

对限前的事物背景材料，于各编前设限前简介予以介绍；对限后的事物发展情况，于专志后设限后

辑要予以简略记载；与之相对应，大事记亦设限前大事简记、限后大事记。

三、结构层次 本志纵叙史实，横分门类。采用中小编体体例，卷首设总述、大事记，专志部

分依次分设政区、自然、人口、能源、水利、城乡建设、交通运输、信息产业、经济总情、经济体

制改革、农业、工业、特色工业产业、商贸服务业、金融保险、综合经济管理、政治体制改革、中

同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团体、政法、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

史忠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艺文、体育、医药卫生、综合社会管理、人民生活、

人物等三十六编，各编根据内容酌情设立章、节、目、子目等层次。为加强记述深度，个别章后设

有附录。志尾设限后辑要、文献辑存、索引、改革开放成就图片展、编后记。

四、文体形式 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索引八种体裁，以志为主。行文一律

运用现代语体文、记述文体。坚持遵从志体，秉笔直书，述而不作，语言力求简沽朴实、通俗流畅。

五、专项规范 本志称谓采用第三人称，时间采用公元纪年，计量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文字、标点、数字等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关于地方志编纂工

作的规定》、 《简化汉字表》、 《标点符号用法》、 《}l5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国家及省有关

规定执行。组织机构、会议、文件、官职、地名等名称，按当时称谓记述，一般采用全称。使用简称，

一般在第一次使用时用伞称，同时括注简称称谓。志中简称的“党”均指中国共产党，简称的省委、

地委、市委、县委，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六、入志人物 本志-怪持生不立传的修志原则，赢传人物为某行业、某系统有较大影响的去世

人物，排名以卒年先后为序。对具有特殊贡献和重大社会影响的生人，采取“以事系人”的方式在

志文中记述或以名表的形式入志。

七、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源-j二省、市、县档案馆，县统计局及各有关部门，以及史籍、县忠、

年鉴、有关报刊、专著、专业忐、收集到的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绛考证甄别载入，‘一般／fi注明}ij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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