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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于一

《复兴区志》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和2J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付梓

了，这是全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丰硕成果，是留给子孙后代珍贵的精神食粮。

“盛世修志，志载盛事”。《复兴区志》足以使读者了解先民之业

绩，珍爱足下之热土，激发爱乡之情感，坚定强国之鸿志。成书之

际，嘱我作序，我以躬与其盛而深感荣幸。

区志8编私章卯万字。卷帙可观，意新语工。上溯战国铁骑横

戈的古战场，下载当今如火如荼的乡镇企业。浓墨恣肆，横跨时空，

天文地理、物产经济、政治建置000000势如百川归海。一方人文，一邑

物产，横陈社会，微及百科。尽管它再现的只是历史长河的一支涓涓

细流，但它毕竟反映了日月的光彩，证见历史辙迹。

复兴区钟灵毓秀，文化源远流长，人文荟革，名人辈出，物产富

饶，民风淳朴。复兴区千秋盛绩，何垂久远?岁月峥嵘，谁可见证?

泱泱文化，岂能无史?《复兴区志》而今成书，从此，一方乡风，展

卷可得；鉴往知来，为政者将有所咨考。

复兴区是1980年成立的新区，迄今为止这是第一部全面记载本

区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志书，因此，这次修志难度较大，既无

现成的志书模式可借鉴，又无翔实的史料可查。但区志办公室的同

志，从着手修志到成书发行仅用了几个春秋，他们内中甘苦，非身临

其境不能体味。收集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160万字的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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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料中，精编出现在的卯万字志书，可谓这本志书饱浸了编纂人

员的呕心劳作，溶含了工作人员的酸甜苦辣，凝聚了各界人士的修审

艰辛。区志办的同志们没有辜负区委、区政府的期望和父老乡亲的重

托。他们不畏严寒酷暑，废寝忘食，辛勤笔耕，把强烈的事业心和高

度的责任感默默地溶入了修志工作中，字里行间莫不浸润着他们的汗

水和心血。其业之宏，其功之勤，其效之著，自有志在。

古人云：“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志熔铸了复兴区人对理想生活执著

追求和对生命自由崇高向往的礼赞。对于这样一部志书，用以收藏，

可使陋室生辉；用以研读，可知过往今来；用以教化，可辩真伪善

恶；用以资政，可鉴盛衰兴替。

“头白可期，汗青无日”0《复兴区志》，自撰写初稿至成书，几绝

韦编，不少领导同志、专家顾问、有识之士，为志书提出了很好的修

改意见。这些明知灼见，提高了志书质量。值此《复兴区志》编成，

秉笔作序之际，我代表复兴区人民和全体编纂人员，谨向所有关心、

帮助和参与区志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中共复兴区委书记韩革新

一九九九年十月



序 3

肖一
J予一

国有史，邑有志。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

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承上启下，服务当代，泽披后世的千

秋大业。《复兴区志》历时数载，今日付梓出版，实乃全区人民的一

大盛事，令人欢欣，可喜可贺。

复兴区辖域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即有人类聚

居，远在战国时期就成为赵国的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几千

年来，古城兴衰更易，历尽沧桑，如今已为遗址古迹。生活在这块土

地上勤劳勇敢的人民修文治武、兴工务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

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1945年JD月邯郸解放后，辖域人

民获得新生，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

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0年建区以后，全区人民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抢抓机遇，奋力拼搏，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使复兴

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文

明、开放、繁荣、富强的新型城区在古赵大地盎然崛起。

‘史演境变，需要述记；风情文貌，有待彪炳；丰功纬绩，岂可无

传。1987年JD月，中共复兴区委、区政府毅然定策，为复兴区人民

修志。编纂志书，工程浩繁，任务艰辛，全体编修人员不畏严寒酷

暑，不计功名利禄，殚精竭虑，辛勤耕耘，五订纲目，三易其稿，历

经十一载，终将洋洋卯万言区志编纂完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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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脏J,---5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

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内容编排：卷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设大事记，勾勒历史脉

络，其后依次为地理、基础设施、经济、驻区工业，政治、科教文体、社

会、人物等共8编44章1 58节。

三、时间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1 997年底，个别事项

延至搁笔时。

“

四、记述原则：本志为通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突出本区要事，

对驻区单位(包括地址不在复兴区但户籍关系在复兴区，如煤矿、铁矿

等)亦有专述；横排纵记，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公正记述，除概述略加评

点外，其余均述而不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体例运用：本志为编章体，编下设章、节、目几个层次，体裁采

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形式，以志为主。照片适当集中排

列，图表随文而设。

六、记述文体：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行文力求朴实、简练、

流畅。

七、纪年方法：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朝代帝号、数字用大

写汉字，中国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其后均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采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运用：以1 986年1 2月31日国家语委等七部门联合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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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邯郸是要复兴的”、“很有希望搞大钢铁城”。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视

察邯郸时，对邯郸人民寄予的厚望。三十八年后的今天，一面全国国企改革的

旗帜——邯郸钢铁集团在古赵都城上迎风飘扬，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城区——复

兴区在邯郸大地上屹然崛起。

复兴区位于邯郸市区西部，建于1980年10月，是邯郸市的重、化工业

区。处东经114。24 7一1140 29 7，北纬36。247—36。39 7之间。东隔京

广铁路与丛台、邯山两区相望，南、西、北三面与邯郸县毗邻。东西极宽

6．37公里，南北极长9．9公里，周边长度35．3公里，面积37平方公里。截至

1997年，全区辖1个乡，15个行政村，6个街道办事处，87个居民委员会。

总人口23万，其中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5．9％。有民族16个，其中汉族

占总人口的98．5％。

区境地处丘陵，气候宜人。全区地形呈“箕”状，总趋势为西高东低，呈东

西向脊背状缓丘，南北渐低。由平原、丘陵、盆地组成，南北各有一组低缓丘

陵，两高地相距4公里，中间形成“箕”状盆地，沁河和渚河从区内流向邯山、

丛台两区。海拔高度最高为109．6米，最低为62米，平均海拔在5518米之
间。气候为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秋短，冬、夏长，气温变

化明显，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3℃，一月份最低，七月份最高。年平均降

水量在580毫米左右，主要集中在七月份；无霜期平均202天，适宜农作物生

长。

辖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考古调查发掘，在辖区内及其附近发现有距

今七八千年的磁山、仰韶、龙山和商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早在原始社

会时期，就有人在此居住。春秋时期，先属卫后属晋，此时，邯郸已作为一个

地方经济中心城邑见于史册。公元前403年，晋国之赵、魏、韩三氏立为侯，

当时邯郸为赵氏封邑。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徙都邯郸，赵都宫城

(赵王城)就建在辖区的南部，廓城(大北城)也有大部分居此。至秦王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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