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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进一步认识大厂的渴望之情，读完了新编大厂回族自治县首志，精

神上甚是满足。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以鲜明的观点、清晰的历史轨迹、浓郁的民族特

色、朴素流畅的笔法，将千载画卷平铺眼底，使人如临其境，倍感亲切。全志

资料广博翔实，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囊括百事，具体反映7大厂的沧桑变

迁、民族渊源、灿烂文化、宗教信仰、文物胜迹、风土人情、名人志士等方面

的r睛况；记载7大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斗争历程；再现7大厂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及改革开放的春风给自治县带来的新风貌。整部志书融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不失为一部大厂的百科全书。可以说，该志是

对全县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

的好教材，是制订宏观经济建设计划的可靠依据，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

神产品。它对于增强全县人民的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促进民族团结与进

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毒，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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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意义。

大厂位于京、津、。·唐经济区中部，是距首都最近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京哈

公路、京秦电气化铁路穿境而过。明、、清时期，县域北部夏垫已是京东较繁华

的重镇。这里虽不是幅员辽阔、山川秀丽、景色怡人，。但却有着古老的文明

史，独特的民族风情，土地肥沃，区位优越，交通便利，人民勤劳质朴，蕴含

着极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为使大厂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经济强县，变得更加富饶

可爱，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以志为鉴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n

切实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社会作用，使志书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

，我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县志编纂已告结束。为完成此项事业，前任县委，

书记李秋烟、孙连宇、吴显国，原县长杨德广、王振华、海德发和现任县长闻

志宽等党政领导，积极组织，大力提倡，对修志工作多方面予以支持。这种远

见卓识实在令人钦佩。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及修志顾问对编写人员具体指导，。

及时帮助解决编写当中的实际困难，为开我县方志之先河作出了较大贡献。特

别是副县长、主编王庆元和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副主编刘力两位同志，几年如

一日；兢兢业业地从事总纂工作，付出了很大牺牲，业绩不可磨灭。全县人民

会感谢他们的!
‘J

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寇德松

， 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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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回族自治县首部志书鳊纂告竣付梓，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喜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项丰硕成果。我生于大厂，与

自治县同步成长，目睹了自治县的发展历程。早有修一部好志，将大厂的过去

和现状载八史册之愿望，以服务于当今，传于后世。今天在我任县长之际，终

于实现了这一夙愿。当蝙委会嘱我为志书作序时，我心情格外激劝，感到非常

的荣幸。

自学县建于1955年。们年来，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发奋图

强、艰苦创业，以工农业为重点，带动其它各业，全面进行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在此期间，广大群众在党的民族政策鼓舞下，以主人翁的姿态，兴办电

力，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治理水惠，普及农技、农机，利用传统民族特点发展

以牛羊业为主的畜牧业，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条件，农、林、牧、副、渔五业

兴旺，稳步发展。同时，充分利用靠近京、津两市的得天独厚的区住优势，广

泛接受城市的经济辐射，借水肥田，大力发展依托城市的国营、集体、9镇企

业，从弱到强，逐步形成以机械、化工、食品、建材、服装、印刷、造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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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艺为主体的多门类工业格局。工农业的发展壮大促使交通、邮电、商业、

财政、金融等各业的蓬勃兴起，‘并日趋繁荣昌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按1990
f

年不变价统计，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6970万元，。比1955年增加5．J2

倍。到志书出版的前一年(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J『329D7万元，比1955
“

年增加彳J『倍。 、

。
。

，

新编志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一改旧志重人文轻经济

的弊端，具体记述了自治县几十年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恰当地反映

。，’了历史的教训和毋实的不足，体现了志书的真实性、现实性和资治性。9D年代

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
，

’

我们要不断推出新作，实现县委、县政府绘制的“人I：1小县、经．济强县”的宏伟
j； ·

：

蓝图，就必须准确地把握县情，认真总结建县几十年来成功的经验，找出规

’ 律，科学决策，走出一条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志书将会
●

产生间接的社会经济效益，起到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o

． 几年来，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本着对令人和后人高度

负责的精神，不辞辛苦，深入社会，广泛调查，足迹踏遍县域各个角落和邻近

地区。为保证志书质量，使其早日问世，．反复核实史料，多次修改志稿，牺牲

了大部节假日，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一部上乘志书献于

世人，、完成了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他们这种献身于地方志事

．一 业的忘我拼搏精神，真实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高尚情操。大厂人民不会

忘记他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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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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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回族自治县县长闻志宽

、1 ，1995年5月



年。对近年出现的新事物破限写清其尾。

三、体裁：述、记、志、传、图、表、

之中。以语体文(引文例外)、记述体为主，

要的说明、议论。
。

录，以志为主，图、表散见各专志

局部辅以编年体、记事本末体和必

四、结构：志首设序、概述、大事记，志尾设志补、编后记，志中布局为

编、章、节，目。概述综述全志之精华，为读志之向导。大事记主要记载各时
。

期影响较大的事件，以展示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各专志打破部门界限，横排 ∥

纵写，以事归类，详细记述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

卫生体育，民情等方面的情况。 ．

，．·

：
’

五、全志各编重点记述民族性较强的事物，以体现地方民族特点o 2 一

六、对1949年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 ，。

法，在《中国共产党》编中简介运动的过程，其它各编侧重记述运动所造成的 ，

结果。 ．．

．，

。 ⋯， !

七、《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人为主j兼及客籍人o ．_

八、纪年：民国以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时间相隔较近，只在首次 。。·

夹注)。民国以后(含民国)用公元纪年。

九、志书中反复出现的名称，首次用全称，以后简略。 ：

十，各项数据均以统计部门数字为依据o 1 985年前计价用1980年不变价，

《志补》《序》用1990年不变价。 。．』
’

“。

十一、阿拉伯数字的应用范围包括所有表示数量的数字、百分比、公元纪，．” 。

年。词组、专门用语、旧纪年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等用汉字书写o ～，。 ，‘

十二、度量衡的运用，除少数反映历史需要使用旧单位外，其余均用国家7

法定计量单位。
’

．，

十三、材料来源：档案，II碑、古籍文献、各部门专业志等。 4，

。，

? I『沙’
。／。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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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大厂回族自治县位于燕山南麓平原，属

大陆性季风气候。地质构造为燕山纬向构造

带展布区，第四系覆盖较厚，地下蕴藏有大

量热水资源。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

海拔高程为10．5至24．5米。潮白河沿西部

县界南流，鲍邱河自县域北部向东南流过。

全境处于京、津、唐经济区中部，县城距首

都仅47．9公里，距天津市107公里。京哈

公路和京秦电气化铁路从县境北部穿过。县

境东、北与三河县交界，南与香河县接壤，

西邻北京市通县，幅员176．3平方公里，

1985年总耕地面积17．8万亩。1985年总人

口为92012人，有回、汉、满、蒙古、壮、

瑶、朝鲜7个民族，其中回族19432人。

自治县的地域虽小，但历史上就占有靠

近京、津两市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交通

方便，土地资源丰富。回族人民素有经商和

饲养牛羊的传统习惯。但旧中国政治腐败，

地方官吏巧取豪夺，无度搜刮民脂民膏，不

理民政，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灾重之年，五

谷绝收，可谓哀鸿遍野，生灵涂炭。1867

年大旱，野菜和树皮几乎被人食尽。1894

年大水，民不聊生。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并

没有造福一方，反而招来历代兵匪轮流出

没，骚扰乡里，人无宁日。多数回族人被迫

背井离乡，到外地经商。贫穷和饥饿压得人

们喘不过气来。

1933年，日本军队侵入大厂一带。他

们把回族聚居区视为匪区，肆意挑拨是非，

制造民族矛盾，杀人、放火、抓丁、抢粮、

修炮楼，鱼肉百姓，清真寺圣地也被其当成

行凶的场所。盘距夏垫的日军小队长桐口灭

绝人性，竟以人心下酒为快。抗日战争胜利

后，国民党军队又于地处交通要道的夏垫镇

构筑明碉暗堡数十座，密布铁丝网、地雷。

整个大厂地区被黑暗和恐怖所笼罩，人民陷

入苦难的深渊。
’

腥凤血雨唤醒了这里的人民。，为了挽救

民族，争取解放，在中共冀东区党组织的领

导下，纷纷拿起武器，投入反侵略反内战的

斗争。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回民队，足

迹踏遍冀东大部土地，历经大小战斗1000

余次。区小队、游击队等地方革命武装相继

建立，除奸反特，破敌交通，配合主力部队

作战，功绩卓著j广大群众送军粮，做军

鞋，照顾伤病员，为部队提供一个强大的后

方基地。1944年后，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

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

运动，穷苦的农民获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

其田。经过浴血奋战，历代做马为奴的大厂

：人民终于在1948年4月迎来了家乡的解

l放，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站在了生养自己

的大地上。 r，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三大改造，确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但旧中国留给人们的是贫穷

与落后。1955年建县时，全县总人口为

59557人，工业企业只有l家。工农业总产

值为1382万元，其中工业仅26万元；粮食

总产量为1359万公斤，平均耕地亩产106

公斤；棉花总产量68．8万公斤，平均亩产

14公斤，社会商品零售额为360万元；城

乡储蓄余额9．3万元，财政收入“．5万

元。面对这样一一’现状，县委、县政府经过

对自治县的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全面分析，认

为要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各项社会蠡
义事业，必须把历史固有的区位和民获晒夭

j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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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迅速改变生产条件，发

展工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县委，县政府

从县情出发，确定了工农业并举，以第一、

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建设计划。此后，自

治县的人民依靠党的民族政策，艰苦创业

30年。期间，虽历经“大跃进”等运动的挫

折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但国民经济

仍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特别是1978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实行

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发展市场经

济，广泛接受城市经济辐射，努力提高生产

力水平，经济建设成就日益显著。1985年

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1882万元，比1955年

增加7．6倍。农民生活水平达到年人均544

元。人均住房面积达到14．9平方米。此

后，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呈百业腾飞局

面。回顾30年的建设历程，虽有某些遗

憾，仍令人兴奋不已。

第一产业稳步发展。自治县的土壤系潮

白河、洵河冲洪积而成。除东南部汇水洼地

外，大部比较肥沃。作物生长期>0℃和>

10℃期间的日照总时数分别为2139．8和

1662．5小时，占年总数的76％和59．1％。

无霜期185天。1949年以前，因受旧生产

关系的束缚，农田没有基本排涝设施，流经

县域的潮白河、鲍邱河时有漫溢泛滥，沥

涝、干旱不断。丰年，粮食耕地亩产只有

70公斤左右。新中国建立后，在农业合作

化运动中，生产条件有所改变，但远不能满

足农业生产的需要。1955年后，县委、县

政府下决心带领全县人民把农业搞上去。

兴办电力，普及农机。1956年，在国

家水电部门的帮助下，首建县内35千伏安

变电站。是年，拖拉机始用于农业。1957

年后，电力普遍用于农村。到1985年，全

县已有35千伏安变电站4座，农用电动机

4126台，共2．9万千瓦，大中小型拖拉机

662台，引擎动力1．2万千瓦。电力、拖拉

机的应用为其它非动力机具的使用提供了便

利的条件。此年，与动力机械配套的农机具

达2675台。农机的普及，减轻了人们的劳

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有力地促进了农

业生产。

大搞农业基本建设。一、兴建水利设

施，对洪、涝、干旱进行综合治理。1957

至1985年，在潮白河、鲍邱河沿岸进行大

小防洪设施工程19次，其中修筑堤防12．8

公里，共动土石方82万立方米，根治了两

河历史以来的水患。’此间，开挖以“群英渠’’

为中心的主要排灌渠道25条，总长度

120．9公里，动土方471万立方米，建闸、

涵、桥364座，扬、排水站点19座，并按

70亩地1眼机井的标准开发利用地下水。

水利设施的完善，增强了战胜旱、涝灾害的

能力，使农业生产有了根本保证。1985年

水浇地面积达到14．4万亩，占耕地总数的

80％。二、平地改土。1958年秋至1959年

冬，全县深翻平整土地12万亩。1966年开

始方田建设，排、灌、路，林一次搞完。至

1978年，全县17．8万亩耕地基本实现方田

林网化，改变了农业生态环境。．在农业基本

建设中，县里利用沟、渠、路大力开展植树

活动．从而推动了林业生产。1985年林木

总株数达到198．4万株。

实行科学种田。自1955年棉花试用优

种后，曾多次对种植形式进行改革，对品种

进行改良换代。同时推行科学施肥、科学栽

植方法，随着农药和药具的应用，不断加强

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农业科技含量逐步提

高。

．． 以牧养农。此地回族人民饲养牛羊经验

丰富。因此，县里充分利用这一民族优势，

以饲养牛羊为重点，推动其它畜牧业的发

展。1949年牛存栏为409头、羊7009只。

50年代初，饲养量逐渐上升。1958年成立

人民公社后，禁止宰杀耕牛，个人饲养牛羊

受到限制。“文化大革命，，中，把贩运牛羊当

做“投机倒把罗对待，牛羊来源失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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