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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资料性著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从实

际出发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详今略古，全面记述乐亭县自然科学

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体栽，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

志为主。除“概述”外，重在记述，述而不论。

三、按照科学技术本身的内部联系和特点，事以类从，以类系

事。横排门类，按条目纵写，分篇、章、节。节以下以一、二、

三⋯⋯为目。

四、本志文体为语体文。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

年1 o月1 0日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五、本志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同时标注历史年号。大事记中有年无月

的开始写“是年”，以下标注“△”为代号。乐亭县界以现行区划为

准。官职，以当时称谓书写。

七、时间断限，上限1 840年，下限到1 986年1 2月底止。但上限

不封顶，各篇章不强求划一，以利追根溯源，全面反映事物发展的客

观规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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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乐亭县位于唐山市东南部，北靠滦河，东、南两面濒临渤海，西与滦南县接壤。总面积

为1307．7平方公里，折合1961595亩．其中耕地944023亩。总人口470713人，农业人口

占93．6％。乐亭县以农业种植为主，兼营养殖业，工业以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木业，机铁业

和盐业为主。

乐亭县地处滦河下游，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扇面形缓坡低下，地势平坦开阔。东，南两

面有长达96．25公里的海岸带，南面隔海相望有无数沙岛，最大的两座小岛名为石臼坨、月坨。

乐亭县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10．1。C。

全年无霜期177天。年降水量613．2毫米。

乐亭县的河流，除北部的滦河和西部的小青河为两条县界河外，境内有1 2条骨干河道

和1 7条人工排水河。全县浅层淡水资源较丰富，分布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56％。水资源供

需基本平衡，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水可以满足需要。 j ．，

乐亭县的土壤，据1 9 8 0年普查，有潮土，风沙土、盐土和草旬土四个土壤类型。潮

土占总耕地面积的81．5％，土质以壤质为主，沙粘适中，适于耕种。耕层土壤含有机质，速

效氮、磷，钾较高，土质较为肥沃。但与农业高产所需养分相比，则较普遍缺磷。 ，

乐亭县沿海盛产鱼虾和海盐。64．8万亩的宽阔滩涂是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和多种经济植

物的广阔天地，开发沿海资源大有前途。

从以上可以看出，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这片土地上人们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是乐亭县科学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

乐亭县民接受文化、科学思想较早，素有“文化县"之称。从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陶

片，钵片和石斧残段等文物说明，早在夏商以前，就有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和从事生产

活动。他们用古老而简单的原始工具适应和改造着大自然，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到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传人，当时虽处于科举盛行的时期，乐亭县就有人独购

中西哲学，物理学，也有人精通算术、推测物理、试验化学。清末，在私塾和学堂并存的阶

段，在小学堂课程设置中就增设了《算术》、《自然》课目。到1 9 2 8年以后，中小学普

遍设置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课，开始较系统的学习科学知识。这是乐亭县科学技术传播的

有利基础。随着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步培养了技术人才。1 9 8 5年(民国二十四

年)，县公署内设置了工程、农林技术员，这是乐亭县最早的专职科技人员。1 9 4 9年

前，除政府机构中有极少数专职科技人员外，多数为民间具有实践经验的能工巧匠和坐堂医

生。1 9 4 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培养和分配专

业技术千部，县内科技队伍逐步发展。

乐亭县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7

据历代县志记载，公元5 8 5—5 5 6年问(后魏时期)，就有“傍海煮盐弦的活动，

后发展为靠自然晒盐。清初，吴家兰坨前后村开办瓦窑烧制瓦盆，这是古老的制陶技术在乐

(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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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县的应用，这一传统工艺一直延续至今。十九世纪初，县内有人发明制碱，造胰和手工织

机，棉纺业曾兴盛一时。1 9 4 9年以后用铁机织布，织布业曾一度发展。除此以外，习工

的还有木，泥，铁、染等手工业类。徐家店附近的桑柳编，庞各庄一带的苇席和遍及全县的

笤帚加工业，从明，清一直流传至今。乐亭笤帚，作工精细，美观耐用，名扬省内外。

进入五．六十年代，乐亭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科学技术事业处于发展的趋势。工业

技术改造．技术革新活动蓬勃兴起。木业仿制成简易带锯，机铁业仿制成夹板锤、弓子锤，

扁担锤，结束了千百年来人工“拉大锯"、“抡大锤矽的笨重体力劳动的历史，并逐步实现

了机械化。l；lJN业由石印，木印发展为活字印刷，1 9 5 7年实现印刷机械化。造纸业从手

工抄纸发展为机械抄纸。七十年代初随着电力的发展和机械设备的增加，全县工业技术水平

和生产能力相应提高。

乐亭县的农业以种值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和渔业。但是如县志所载，在民国以前， “膏

腴之地，可屈指计入芦， “农以勤胜之，亩获不过斗余芦， “耕耘之外，一听之天’’。至民

国年间，农民的农业技术知识仍很缺乏和肤浅，一切耕作及所用工具也毫无改良。全县农业

所收， “既在平年，亦不敷半岁之用，若遇天灾，则饿莩遍野，满目惨状’’。不难看出，农业丰欠

靠天恩踢，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农事讲作沿袭旧法，谈不上讲科学技术。1 9 4 8年乐亭

县获得解放，农村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以后，广大农民勤于耕作，乐于采用科学技术。1 9

5 6年在党中央“向科学文化进军黟的号召下，全县大力推行农业新技术，开始打井浇地，

挖河开渠，抗旱除涝，并逐步认识和应用了化肥、农药，直接促进了农业的增产。但是在

l 9 5 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在高指标．大计划的指导下，在农业生产上曾出现不讲科

学．违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做法，过急地追求高产量，放“卫星"，浪费了人力、物力。

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前期，科技人员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在农村较普

遍地建立了大队农事实验场，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农民技术人员。全县开始引进优种和进行杂

交制种，推广合理密植，间作套种、机耕深翻，修建台(条)田，改造盐碱洼地，建设排灌工

程，开展植树造林等。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科学技术处于缓慢发展的阶

段。

畜禽饲养业历史悠久，但一直到五，六十年代仍沿袭传统的饲养习惯，不甚讲技术。农家以

养猪鸡为主，饲养少量大牲畜。沿海有捕鱼的习惯，但在1 9 4 7年以前，渔业主要集中在渔

堡主手里，堡主不劳而获，中等年景，剥削量在62％以上，渔业技术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从五十年代以后，渔船由风船发展为机船，发展了多种渔网具，并开始远海作业，渔业生产

处于发展趋势。
‘

乐亭县的公路交通、邮政电信，有线广播等，从无到有，从“土黟到“洋黟，都有新的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从三十年代开始逐渐得到重视。到七十年代初，已初步有了医疗、防

疫体系和较为先进的医疗、检验设备，医疗技术有了新的提高。

1 9 7 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事业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绩。 ，

乐亭县科委做为全县科技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加强了对整个科技工作的综合、组织，

协调。各级科学技术协会更加广泛地开展了科学普及和学术交流活动。在农村，厂矿的



务体系。

科技人员从1978年的442人发展到1986年的1238人，初步形成了具有多种专业技术知识

的科技队伍。科技人员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政治待

遇，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和提高，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他们在工矿企业成了骨千

力量；在农村成为群众科学种田的好参谋，发家致富的“财神爷黟，科技人员到处受到欢

迎和重视，在各条战线上为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科研方面取得了8 9项科研成果，均具

有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1 9 8 0年以后，贯彻执行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精神，科学技

术紧密结合经济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技术给乐亭县的经济带来了振兴和繁

荣。

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初步改变了农业的落后面貌。在耕作制度上已完全改变了以平作

为主的种植形式，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带田种植，由一年一熟为主改变为一年两熟和两年三熟

为主，粮食复种指数增加。粮、棉，油实现优种化。新农药械、复合肥料，化学除草剂等得

到广泛使用。并开始推广保护地栽培技术和主要农作物的模式化栽培技术。同时在扩建，完

善排灌工程和实现机井化的基础上，发展了喷灌、滴灌技术，抗旱排涝能力均大大增强。由

于各项科学技术的采用和发展，1 9 8 6年，全县粮食亩产和总产均创历史最高水平，棉花

亩产皮棉从1982年突破百斤，到1986年的5年间平均亩产113斤。从全县来看，北部、中部地

区，玉米，小麦，棉花集中连片，南部大面积的高粱、水稻连年获得丰收。全县粮食人均占有

量增加，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斤左右。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乐亭县有“冀东粮仓"之

称，今天看来，乐亭县富产粮棉的特点更加显著。 ，

’

乐亭县的畜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在科技人员指导下，积极进行品种改良，推广和采用

新技术。在家畜繁殖上由本交到人工受精，由常温输精到冷配，实现了两次飞跃。全县大牲

畜配种技术工作，从1 9 7 8年以来连续受到省，地、市的表彰和奖励。在垒县建立和发展

了防疫体系，危害家畜家禽的主要疫病基本得到控制。全县的畜禽饲养量增长很快，水貂，

鹅，兔的发展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全县呈现着“六畜兴旺黟的喜人景象。

乐亭县科学开发沿海滩涂成绩显著。1 9 8 0年开始在盐碱地上开荒种稻，连年获得丰

收。1 9 8 8年人工试养对虾成功，对虾养殖技术开发成为沿海开发的重点之一。1 9 8 4

年首育虾苗取得满意的成绩。对虾亲虾越冬是关系全县养虾解决虾苗自给和实现低成本、高

产量、高效益的技术关键，从l 9 8 5年起列为重点攻关项目，开展试验研究，获得初步成

果。河蟹越冬及育苗，贝类养殖试验，植苇，种草等开发性技术研究均取得了成效。还进行

了风能资源开发利用试验。

沿海的海洋渔业捕捞，引进先进的渔具，渔法，92％以上的渔船已是机动船，渔业有了

很大发展。 ．

乐亭境内，利用海水制盐已发展为工厂化，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农副产品加工业、木

业，机铁修造业等已遍及城乡。虾油，虾酱为乐亭县具有地方风味的传统食品。化肥，水

泥、炼钢、棉织、造纸以及水果、鱼虾罐头加工等为新兴工业。各工业企业内部技术力量增强，机

械和电力为主要设备和动力，并重视技术改造，技术研究，开发了新产品，注意了环境保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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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电力、粮食等部门开始引进和应用了电子计算机新技术，它标志着乐亭县科学技术的发展

已开始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乐亭县的经济建设事业依靠科学技术取得了显著成

绩。今后，随着工业项目和港口、铁路建设计划的实施，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沿海将成

为工、农、牧、渔业综合发展的繁荣地区，而且对乐亭全县国民经济的发展将直接产生较大

影响。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将给全县建设事业增加无限活力，给乐亭一一大钊故乡带来繁

荣。

纵观乐亭县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劳动人民经过祖祖辈辈的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提高了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逐步地摆脱着迷信思想的束缚和愚昧

落后的状态，为民族的繁荣、国家的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使乐亭县的后来者永远引

为自豪和骄傲。但是，在历代的旧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艰难地萌芽、缓慢地发展着。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才有了迅速发展的广阔天地。科学技术是生

产力，但它的发展受着社会、经济的制约，只有和社会、经济紧密结合，协调发展，才能显

示出充分的活力。

对知识、知识分子，对科技工作的重视与否，在乐亭县经济的发展上具有较明显的反映，凡

是重视科技工作的时期，经济建设就会得到迅速发展，反之，发展就缓慢或停滞不前。我国古

代，技术只能在少数人中言传身教。IH中国重视文史，轻视科技，旧的生产工具和方式一直

延续了几千年，’生产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经济上处于困境。“文化大革命矽期间，科技人

员不被重视，甚至受到打击、迫害，生产力虽有一些增长，但还是处于低水平，在“重灾矽

的地区和部门，科技工作处予停滞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重视

和鼓励发展科技的方针政策，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全县的科技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

局面。

科技发展的历史还证明了，整个社会教育的水平和科技人员素质，与科技事业的发展有

着密切的关系。发展科技队伍与提高科技人员的思想、业务素质，是促进科技事业迅速发展

的重要因素。

通过回顾全县科技发展的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讨科技工作发展的规律，对

今后科技管理工作和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建设，将有实际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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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年(东晋成康六年) ．，、

是年赵王石虎讨伐前燕，具船万艘，从黄河下游进入渤海，行至滦河河口，沿滦河上溯

至乐安镇(4-乐亭县救阵)，运军粮1100斛，以供军征之用。开创了乐亭县海运的先例。

535--556年间(后魏) 一．

，． ． ●

乐亭县沿海大清河一带有人利用海水立灶煮盐。

。 ．。 ，．j：1217等：!霉世祖莩元二_卜四等7
是年滦州置四处盐局，其中石碑场位于乐亭县城南沿海。海盐生产工艺技术采用人工手

段的煎熬法。今乐亭境内轻工业部长芦盐务管理局大清河盐场(简称大清河盐场)即始于石

碑场。 ． 一 ． ，

j
。 ’

々 j
‘， ．二

1724年(清雍正二年)

是年城西吴家兰坨前后村有10家开办瓦窑，烧制瓦盆。

i一 ．．∥。’ ‘∥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是年县民张序元、萧吾卿等发明制碱(水碱)。造胰(猪胰子)及一些手工织机，在

县城东关创立“习艺所黟。 ! ：’ ．．， 。．。 ．、 ·．

1909年(清宣统元年)。；．

是年海盐生产工艺技术由人工煎熬法改为自然日晒法。

：。．， ，～：．． 强， ’j．‘ ，．

t

．

， 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一

是年滦乐驿道乐亭至滦县界段经扩修初步形成没有一定标准的土公路。这是县内第一

条公路。 ：_二!

．．
-． ．． j·≤ 一， l一。 ·，． ’．．。‘ ．? ∥．’．7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是年县建有农事试验场，归属县公署建设局： j √∥

!。：。： 一 t．‘， {．’：．’．，． ： {’j，．， -“ _

1929年(民国十八年)

2月 顺直议会遵照国民党政府孙中山总理建国第一实业计划，决定在乐亭县建筑“北

方大港"。



6‘ 大事记

6月 顺直省建设委员会选派李仪祉，李书田为建筑北方大港筹备处正：’副主任，调谴

技士多人，从事勘测、设计，绘图。

一’ ～ I 、

． 1931年(民国二十年)

是年昌黎县大德增客栈一辆烧木炭的汽车，季节性营昌黎至乐亭县城关的客运，是乐

亭县通客运汽车之始．

业。

7月 县设电话管理所

是年县设度量衡检定所。

1932年，(民国三『+一年)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矿 。

是年幼年在唐山制笔作坊学艺的三座院树村民壬庆升，自家办起制笔作坊，生产毛笔。

1945年
‘

是年渔民张延成从外地学习了架子网捕捞鱼虾技术，1951年，乐亭县推广了架子网作



1953年

秋城西新埝村打成县内第一眼深8米的木管机井。

是年农业推广深耕，密植、浇水．除虫，优种五大技术。金县推出步犁983架，喷雾

器69架，农药2万斤。

△农田开始小面积施用磷肥。

△县邮电局开始办理电报业务，为话传电报。

，△县城北关桥建成按国家五等路标准设计、结构式样为单行线单梁木桥。是县内第一

座标准桥。

1954年

是年县内开挖第一条排水渠——新河。

1955年，

是年金县购入第一批双轮双铧犁662部，引进蒸汽锅驼机16台．水泵8．台。

△县医院外科医生孙德俭成功地做了第一例急性阑尾炎切除术。

． 1958年

4月 乐亭县向垒县干部，群众传达贯彻中央、省，地区“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矽精神和中

央“向科学文化进军黟的号召，全县掀起了“向科学文化进军一的高潮。国家工作人员写进

军规划，工厂工人提合理化建议，搞技术革新。

7月26日 建立“乐亭县科学普及协会"。主席李韫山，副主席张明林、陈历农，设委

员5人，均为兼职。

】o月1日建立“河北省乐亭县阎各庄气象站"．

31日 建立“乐亭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是年乐亭县渔业引入第一只机动船。

△乐亭县引进了“农大"品系的冬小麦优种和多穗高粱。

1957年
二7

10月22日建立“河北省乐亭县农业机械拖拉机站黟。该站有9台拖拉机和部分其它农

业机械。

是年《乐亭报>>eli届llr"(4-县印刷厂)由脚踏，手搬印刷机改为以柴油机为动力的印

刷机和裁纸机，实现了印刷机械化。
’

1958年

年初，全县动员近8万人，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贯穿县境内的滦河：老滦河底

长河．稻子沟等主要河道的整修工程。于4月1日弓l入滦河水，．变河流为灌溉主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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