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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兴县是历代文明之邦。远在殷商时期，东方大国蒲姑就建都于此，西周时期

的齐国也曾以此地为都。这里，既是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的里籍，也是汉孝子

董永的故乡。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博兴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出了

灿烂的文化，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文明史。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赴后继，英勇

奋斗，有两千多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为振兴中华做出了

重大贡献。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人民的光辉业绩，值

得记载下来，流传下去。
’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博兴自明代中叶至民国曾五修县

志，为我们保留下许多珍贵的资料。我们党也历来重视地方志的整理与编纂。早

在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提出要。收集县志、府志、家谱，

加以研究艿。1956年在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里，再次提出重新编修地方．

志。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又一次倡议编修地方志。同年8月，周恩来

同志指示各地要整理旧县志，做到“古为今用一。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

立了地方志小组，并起草了新修方志体例草案。翌年，博兴县遵照中共中央、国’

务院的指示，着手编纂新的《博兴县志》，但因遇经济困难时期而中道搁浅。

盛世修志，是盛世的盛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博兴县委、县政府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各行各业，百废俱兴。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全县上下政通人和；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为编纂新

县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1983年始，中共博兴县委、县人民政府即调集一百四

‘十余名有志于此者，组成庞大的修志队伍，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

纂博兴新县志。历经十年的艰辛，终于编写出了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

完备的第j部社会主义新县志。为此，史志工作者付出了宝贵的年华和心血。



县情的载体，为一方之百科全书，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揽千里

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新县志是信息密集型的资料性著述，它可为全

县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历史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

传统教育提供丰富、生动的乡土教材；并能为后世积累和保存大量的地方资料和

数据。编纂新县志是一项有益于当代，惠及后世的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编《博兴县志》的出版发行，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博

兴县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对推动历史的进步，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值此，谨向为《博兴县志》的成书问世付出心血、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

的谢意。‘

中共博兴县委书记 珐孵
一九九三年二月

1-1

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新编《博兴县志》是博兴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的问世，是全县人民

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壮举，是有史以来全

县最浩大的文化建设。它将对资政、教育、存史发挥重要作用。意义重大而深远。

博兴县历有修志传统。明万历年间知县陆南至、清康熙十三年知县万云、五

十八年知县李元伟、道光二十年知县周壬福、民国25年县长张其丙，均修过县志，

为后人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新中国建立后，在毛泽东主席“编修地方志"的

倡导下，博兴县亦调人筹款，专事修志，但遇经济困难而中断，仅留下部分零散

资料。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百

业俱兴为盛世修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983年开始，历经十载，数易其稿，这

部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的博兴县志，上采旧志精华，下聚各方卓见，无

论是资料的容量，还是体例的完备，皆非历代旧志所类比。

新编《博兴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详今略古，贯通古今，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全县历史的客观事实，资料翔实，观

点正确，体例完备，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并重甚记述了建国后全县
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历史，如实反映了各阶段工作中的成绩与经验、失误与教训，以利总结经

验教训，为后人借鉴。

新编《博兴县志》，上溯到1840年，下限1985年，贯通一个半世纪。全志有

专志31卷，包括建置、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物产、民俗、宗教、人物等方面，+是横及百科、纵贯数百年的一方全

史，百科全书。
’

编纂县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县志出版是全县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是

各界人士心血的结晶。县委i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几届领导班子，加强领导，

周密组织，为全县百余名修志人员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全县人民群众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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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关心和支持。省、地史志部门的领导多次进行指导，有关部门提供了许多方

便。地、县退居二线的老干部为之审阅修订，不辞辛劳。全体修志人员辛勤耕耘，

精心著述。在出版之际，特向为县志编纂出版作出努力和贡献的单位及人员，表

示衷心的感谢!

鉴古而知今。新编《博兴县志》将给领导者以了解县情、施政决策，提供可

靠的历史资料和依据，给全县人民以启迪和借鉴。将为全县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寻求规律，振兴博兴，发挥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博兴县人民政府县长 却舻碍
-)LjI,=年-Tj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

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以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二、记述境域范围以下限县域为准，个别事件，为了记述资料完整，或有涉

及已划出部分地区。 ’

三、记述内容，详今略古。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实事求是

地加以记述。各专志重点记述实体和成就。

四、时间断限上起1840年，下止1985年，个别内容适当上溯。

五、本志采用卷志体，分四个层次。志下设章、节、目。包括卷首、附录凡

33卷。 ·

六、本志横排门类，类为一志，纵述史实。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

、形式。重要资料，附录于后。 ·

七、人物采用人物传略和人物表两种形式。以现代人物、正面人物、本县人

物为主。生人不予立传。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括号内夹注公元纪年，建

国后的年代采用公元纪年。文中“建国前一、“建国后一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煎冶。

九、凡属统计性数字采用阿拉伯字码，行文中连接词组、表概数等数字采用

汉字数码(如三反五反，四√五天)；公元及民国纪年，采用阿拉伯字码，中国历

史纪年，采用汉字数码。

十、本志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必要时，

稍加评语。

十一、日军侵华时期建立的政府和军队，不入政府和驻军序列，作为附记。

十二、文中地面高程均为黄海高程。

十三、志中资料主要采自馆藏档案及图书文献，个别用部门和个人回忆资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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