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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县历史上第一部纵贯古今、横纳百科的《阜平县志>终于付梓问世了。这一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大文化工程的竣工，标志着我县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又

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向全县20万人民奉献了一座丰厚的知识宝库，这是一件值得庆

贺的大喜事!

阜平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冀晋交界处，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据<河北现名考

源>记载，“阜”为“盛”，县名寓。兴盛平安”之意。早在夏商时代境内就有人类居

住．金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始置阜平县。明清时期阜平为。畿西屏障”，是历代兵

家必争之地。阜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发生过一系列重要的

历史事件，对阜平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优秀历史

人物，为阜平的昌盛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的英雄业绩必将受到阜平人民世世代代的

怀念和传颂。‘

阜平是一块孕育革命的红色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有一批先进人物在此传

播革命火种，建立了中共阜平县小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

四军挺进阜平，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抗

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被誉为“模范根据地的模范县”。

这一时期的阜平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边区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解放战争时期，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阜平工作和战斗

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中，阜平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很大

的代价，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中国成立后，阜平人民发扬老区光荣传

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全县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前进，使阜平发生了沧桑巨变。农业产业化水

平不断提高，粮食产量逐年递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已成为工业经济的。半壁河山”o

资源优势日益转化为经济优势，初步形成了以化工、水泥、石材、食品、冶炼为主的工

业体系。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公路四通八达，通信条件先进，广播电视发展迅速，市场

繁荣兴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阜平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阜平的历史是一部阜平人民推动

社会前进的历史，是一部阜平人民创造辉煌成就的历史。阜平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光辉历

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盛世。编修一部<阜平县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本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记

tl

：
1√}1。

◆II-r·-r‘『I‘‘’‘‘‘tl-I-··I‘’|‘rIr’

～，

。～j

F

．

n

t，

}L■■■■●■■■■■■■■■■■■■■■■■■■■■■■■■■I●■．1
1



·2· 阜平县志

载了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至当代阜平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

面的历史发展，特别详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阜平人民的革命斗争、社会主

义建设、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过程。全书洋洋百万言，贯通古今，内容精粹，资料翔

实，写出了阜平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阜平的时代面貌，可谓是阜平县的一部。百科全

书”。

《阜平县志》的出版，必将发挥“存史、资治、裨风教”之功用．起扬历史风帆、

鼓后人志气之作用，定能使我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学习(-g平县志>，可以使我

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解放思想。鉴古知今，古为今用，进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

只有认识阜平的昨天，才能认识阜平的今天，展望阜平的明天。本县志为我县各级干部

吃透县情。科学决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生动的乡土

教材。了解阜平历史，必将激励全县人民更加热爱阜平，深刻认识阜平，致力振兴阜

平。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务必学志用志，了解县情，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励精图治，

继往开来，不断谱写阜乎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中共阜平县委书记

阜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周围应

1998年1 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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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明古，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重

点，详细记述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

三、本志对所记事物视掌握资料情况尽力追本溯源。志其发端；下限断至1995年，

对个别连续性很强的大事、要事延至搁笔成书时。

四、本志篇首设概述，总领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另设特记专门记述中共

中央毛主席1948年在阜平的主要活动情况；之后，按事类分设28篇，篇下设章、节、

目。正文之后，设相关附录，随文配相关图片。

。五、人物按事类分设，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贡献大、影响深的革命烈士，已故

英雄模范、知名人士及历史上的清官廉吏等，不分本籍客籍，均予立传记载，以教育后

人。立传人物以所在时期记述。学者名流、革命烈士等以表的形式人志。

六、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形式，以志为主。在部分篇、章

设无题小序，以综合归纳，指明要点，反映规律、彰明因果。在一些篇、章、节之后设

附录和图片以补充、诠释正文。

七、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为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各专志以类系事，事中见人，横排纵叙。在记述中叙而不论，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人物

传记只记事迹，不做评论。行文除引用文字外，均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力求

严谨、朴实、简洁、规范。

八、称谓。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用现行标准地名。行文中的名词，

专用语起始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简称建国前、建

国后；中国共产党阜平县委员会简称“中共阜平县委”，阜平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

委”；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或。革委会”。“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其它必

要简称于第一次使用时在全称后加以说明，本志解放前(后)以1937年lO月10日本

县人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为界定时间。

九、文字全部采用简化字，以《汉字简化总表>为准。

十、纪年。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采用中国历史传统纪年．

同时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纪年较多且年代相近时不再夹注)，此后一律采用公元纪

年。

十一、数码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f-i 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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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历代的史志资料和各级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同时辅之以

经过考订的口碑资料。采用统计部门认定公布的数字，其不能满足时，采用各有关单位

提供的数据，这种资料均经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三、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外，一律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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