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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志》成书付印，适逢衡水专区复置40周年和撤地建市6周年纪念

佳期，其意义自然不凡。抚今追昔，再次被衡水的沧桑巨变所感奋。

衡水市稳定地作为一个独立政区虽时间不长，但所辖各县(市)区却大

多置于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淳朴睿智的衡水人民为

追求政治光明、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一代又一代的辛勤劳作，英勇斗争，

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哺育了无数声名远播的优秀

儿女，积累了较为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人文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衡

水专区1962年复置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届地委、行署和市委、市政府的

组织带领下，靠艰苦创业和不懈拚搏改变了落后面貌，从而在数千年奔腾不

息的历史长河中激荡起一朵最为亮丽的浪花。

衡水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位居燕赵文化与齐鲁文化交汇之处，文化积淀

深厚，古今文化名人甚多，其中不乏致力于史志编纂者。唐代安平籍史学家

李百药，所撰《北齐书》跻身二十四史；唐代深州人魏知古、宋代饶阳人李

防，也因研究和编修国史而盛誉传世。明清两朝，各级地方志书更成为官修

政书，域内州、县无不竭力而为，现查考有据的即迭80余部。清末深州知州

吴汝纶主修的《深州风土记》，至今仍被史志学界称为志中精品。

然而，由于现辖各县(市)区在古代分属冀、深、景三州管理，所存旧

志无有一部能反映全市历史情况。新中国第一届修志启动之初，省政府对地

区行署修志与否亦未作明确要求，直至1996年衡水撤地改市时，衡水志载仍

为一片空白。为改变衡水有史无志、查无所从、考无所证、鉴无所据的窘况，

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于撤地改市后第三个月即果断作出编修《衡水市志》、

《衡水年鉴》的重大决策，并将志鉴编纂始终不渝地纳入历年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

光阴荏苒，寒暑五易，在两届市委、市政府和三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的鼎力支持下，全体修志人员克服了经验不足、资料匮乏等诸多困难，刻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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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砥砺编研，终于撰成这部240多万字的宏篇巨著，并在专区重建40周

年之际奉献给400万乡亲父老，奉献给关爱衡水、热心衡水事业的各界读者。

值此志成搁笔之时，我们谨向《衡水市志》编修工作中默默奉献的所有编审

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今天的衡水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富裕，正是昨天衡水发展轨迹的

必然延伸。首部《衡水市志》作为衡水数千年文明史的活脱缩影，客观真实

地记载了衡水两个文明建设中的进步与曲折、成就与失误，生动鲜活地记述

了衡水古今仁人志士的辉煌业绩与革命先辈的战斗篇章，翔实反映了衡水自

然与社会的发展概貌及独有特点，可谓横陈百业、包罗万象的一方全史，在

为各级领导施政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对青少年进行爱国爱乡教育提供生动教

材、为国内外饱学之士认识研究衡水提供权威资料等方面，必将成为不可多

得的地情宝库。

在《衡水市志》即告出版之际，我们再次祝愿这部开市之志在推动衡水

改革开放，振兴衡水经济的宏伟大业中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祝愿全市人

民在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以史为镜，以志为鉴，

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继续谱写更加壮丽的历史篇章。

中共衡水市委书记刘德忠

衡水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俊渠

二oo二年六月三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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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IJ

一、指导思想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和贯通古今、详近略远的基本原则，力求

全面、系统地记述衡水市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旨在资治、存史、教

化，为全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记述范围 本志以衡水市1996年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曾经隶属衡

水市或衡水市现辖县(市)区而后又划出之区域，一般不再系统记述。

三、时间断限 本志为衡水市第一部通志。为全面反映各入志事项的发

展轨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根据占有资料尽量溯其发端；下限一般断至

1996年，个别事项延至搁笔。

四、结构层次 本志首设概述，次为大事记，此后按照横排门类、类为

一志之体例，依次设置政区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城乡建设、基础设施、

经济综述、工业、乡镇企业、农业、商业、财税金融、经济综合管理、党派

群团、政权政协、综合政务、政法、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民

情、人物等22编。最后为附录、编后记。编下视需要分设章、节、目若干层

次。

五、体裁形式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含照片)、表、录7种体

裁，以志为主。图与表，部分集中于志首，部分随文插入相关章节。

六、语言文体 本志除引用文字和附录文献资料外，均采用规范的现代

语体文。概述以叙为主，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以纪事本末体；

其余为记叙文体。力求言简事丰，文字通畅。

七、纪年方法 本志所涉1949年9月30日及以前之纪年，一律使用中国

历史传统纪年，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同一历史传统年号在同一自然段连续

出现时。仅对首次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及以后之纪年，均使用公

元纪年。志中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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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地称谓 本志以第三人称记述。人名，直书其姓名，必要时冠以

职务。地名，以现行标准地名为准，涉及古地名时括注现标准地名。政党、

团体、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首次出现时为全称，对过繁者，同

时括注简称，之后视需要兼用简称。

九、数据及书写 本志所用数据，凡有统计数字的均采用统计数字，无

统计数字时则取部门数字。所记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均

按当年价格计算，发展速度及增长速度则按可比价格计算。数字书写以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1986年12月31日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十、计量单位 中华民国及以前遵从当时通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按照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执行。

十一、立传原则 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仅为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建树的

衡水籍名人和在衡水有突出贡献的客籍人士立传。为儆诫后人，对于在衡水

有较大影响的少数反面人物也予立传。立传者以卒年先后排序。在世人物均

不立传。对业绩卓著者，采用以事系人方法散记于有关章节或列入相关名表。

十二、资料来源 本志采用资料，大多来源于初稿各承编部门或各级档

案馆、图书馆以及有关史志书刊，辅之以经过考订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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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to the Use of Annals of Hengshui City

1．CⅫdmg Ideology．Annals of Hengshui City is writte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arxism and

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abiding b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being

practical and realistic，缸y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pre-

sent condition of Hengshui City from nature to society．This book is expected to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politics，preserve the history and to educate，to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Hengshui City．

2．writing Scope．The places involved in this book ale set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vi—

sion of Hengshui City in the year 1996．Those places once belonged to Hengshui City and／or its coun—

ties but belong to other cities now。normally锄℃not given a systematic narration in this historic book．

3．Time Division＆Limit．This is the first general history of Hengshui City．In order to tom—

prehensively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coullse of every matter included in this book．we try to trace o—

rigins from all materials available and give no uniform regulation to upper limits；while for lower limits，

we normally stop at 1996，for very few matters till this book is written．

4．Framework&Arrangement of Writing．This book stal'ts with General Introduction．fol—

lowed by Major Events．then come the detail description of the 22 volumes and is ended witIl Appendix

and Postscript．The 22 VOIHITIes are titled separately a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Natur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Rural&Urban Construction，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Economic Comprehensive Introduc．

tion，Industry，Township Enterprises，Agriculture，Commerce，Public Finance，Revenue&Banking，

Economic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s，Political Power&Consuha—

tion，Comprehensive Government Affairs，Politics&Law，Military Affairs，Culture，Education，Sci．

ence&Technology，Public Health&Physical Culture，Folk Custom&Figures．Chapters＆sections

are舡咖ged under volumes at need8．

5．Forms of writing．This book has seven forms of writing，i．e．narration，record，history，

biography，pictures(including photos)，charts and copy，while focusing on history．Some pictures and

charts are gathered at beginning of the annals，others inserted into related chaptem．

6．L舢lguallge&Style．This book adopts standard modem Chinese language，except the quoted

parts and attached historic documents．The writing of General Introduction combines narration and

commentary together，maimy narration；Major Events takes on annalistic style，also chronicle style；

other parts are narration．We try to present more information to the leaders in very simple and smooth

lgnguage．

7．The Way of Numbermg Years．We u∞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designating years for his-

tory of Sep．30， 1949 and before，witll its matching Christian Era marked in brackets at the载une

time；we only mark it for the first time if it is repeatedly mentioned in the 8aIne naulral paragraph．We

adopt the Christian Era for the history since Oct．01，1949(Oct．01，1949 included)．

1ike“before(after)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before(after)the found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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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Oct．01·1949．

8．Addressing of People&Place Name．This book is narrated in the third person．People’s

name is addressed directly，with titles only when necessary．Places are written with current standard

nanqe$．Wherever the ancient place name is mentioned，its matching modem standard nanle is given in

brackets．Full names of 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s，groupings，institutions，meetings and docu—

ments are given at their first appearance．the simplified na．mes of those complicated ones are also

marked in the brackets and used in later narration．

9．Data＆Figure wriung．All data in this book are quoted from statistics．or department fi—

gum when no statistics available．The total domestic output value，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ale all calculated at prices of the very year；the development speed&growth

speed at fixed prices．Figure writing follows Trial Regulation on Figure Using in Publications，jointly

issued by seven departments including National Language&Words Working Committee on Dec．31．

1986．

10． Unit of Measures．Usual practices ale adopted for measunjs of POC period and before．For

measure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Legal Measure Unit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re

taken as standard．

1 1．Principle of Making Biography．W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no biography for living per-

80RS and only making biography for the famous Hengshui originated peopl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ettlers from other area bu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Hengshui City．We also

write biographies for some influential negative characters with a purpose to warn the later generation．

Biographies ale arranged in an order according to the date of death．While we make no biography for

those alive，we write about those outstanding personages in relative chapters or listed in related tables．

12．Sources of Materials．Materials used in this book mainly come from first draft written by

relative departments，archives，libraries，history books and journals，complemented with corrected oral

materials．



《衡水市志》要目

上 卷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编政区建置
第二编 自然环境

第三编 人 口

第四编城乡建设
第五编基础设施
第六编经济综述
第七编 工 业
第八编乡镇企业

第九编农业
第十编商业

第十一编财税金融
第十二编经济综合管理

第十三编
第十四编
第十五编

第t六编
第十七编
第十八编

第十九编
第二十编

党派群团

政权政协
综合政务
政法1
军 事

文化
教育科技
卫生体育

第二十一编民情
第二十二编人物

附 录

编后记

下 卷



Table of Contents

Book I

General Introduction

Maior Events

Volume 1．Administrative Division

Volume 2．Natural Environment

Volume 3．Population

Volume 4．Rural&Urban Construction

Volume 5．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Volume 6．Economic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Volume 7．Industry

Volume 8．Township Enterprises

Volume 9．Agriculture

Volume 10．Commerce

Volume 1 1．Public Finance，Tax&Banking

Volume 12．Economic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Book II

Volume 13．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s

Volume 14．Political Power&Consultation

Volume 15．Comprehensive Government Affairs

Volume 16．Politics&Law

Volume 17．Military Affairs

Volume 18．Culture

Volume 1 9．Education，Science&Technology

Volume 20．Public Health&Physical Culture

Volume 21．Folk Custom

Volume 22．Figures

Appendix

Postscrip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