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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3年，是蔚县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发

展的五年。在农业方面，连续实施农业丰收工程，实现了用三分之一的粮田面积

完成三分之二的粮食产量的目标。1990年，实现了“六超’’历史最高水平，即农

业总产值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8年增加16万元，粮食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

1983年增加948．5万公斤，果品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9年增加109万公斤，

大牲畜年末存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9年增加1766头，肉蛋总产量比历史最高

水平的1988年增加177．7万公斤，乡镇企业总设入较历史最高水平的1989年增

，．长6．9％．在工业方面。五年来投资3645．6万元j完成新建项目62个，实现新增

产值5375．1万元。利税1055．58万元。从1989年开始引进外资，到1993年共创

’办了6家三资工业企业。在文化、教育、科研、交通、邮电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

展．1992年蔚县城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化历史名城，1993年蔚县又被文化部命

’名为民间艺术之乡I五年中的小学教育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均在99％，

以上，1991和1992年被国家教委连续评为“全国扫除文盲先进单位”I全县公路

有国道和地方道路888．37公里，客运班车增加到27班次，还有43部私营客车运

送着来往旅客；1991年长途电话并入自动网，完成了直拨长途电话工程。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营、集体和个体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呈现出市场繁

荣、购销两旺的大好局面。盛世需要各行各业的发展成就体现，也需要记载。县

地方志办公室在完成新编《蔚县志》之后。再接再励又完成了《蔚县续志》的编

纂任务．对此我表示祝贺与谢意。

《蔚县续志》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蔚县1989"．'1993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 等方面的状况。内容翔实，记述严谨，文字通畅。相信编修《蔚县续志》的同志

们所付出的劳动是会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 +

‘

～
／ ●

中共蔚县县委书记安俊杰



1989-'-1993丰是蔚县国民毁济蓬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五年．这

其中凝聚了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心血和汗水。

为了及时地再现这段历史、激励全县人民大展宏图、开拓未来。蔚县地方志办公

室的同志们以向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完成了新编《蔚县志》的编纂任务后．又

承担了编写《蔚县续志》这一光荣使命．他们用半年多的时间参阅了150多万字

的’资料、书籍和有关档案，关写出了4煽、20章、30多万字的续忠．续写志书所

用时间之短、容量之大，足以说明修志的同志们工作之辛劳，精神之可佳!

《蔚县续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忠实地记述了蔚县1989,、,1993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教育、卫生、科技诸方面的发展及其成就，从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英明

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是无比正确的，是大得人心的。

《蔚县续志》为新编《蔚县志》之续志，采用的是大编结构。纵观该志，体例

得当，内容事富，文字通顺，是一部较成功的著作．这样一部志书的出版．对于

蔚县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定会有裨益的．值此，我谨向为这部志书

的编写和出版竹出辛劳和给予帮助的所有同志、所有单位致以真诚的谢意。

蔚县人民政府县长韩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例

●

一i本续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蔚县1989

"--1993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力求突出蔚县的地方特色和时
。

代特点，增强志书的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

二、本续志为新编《蔚县志》(郭德忠主编)之续志，时限为1989年至1993

年。凡新编《蔚县志》已记载了无变动的内容，续志不再记述，凡新编《蔚县

志》应记而未记的内容，续志所记此内容的时间上延。

三，本续志采用大编结构。根据“事以类聚，类为一目"的原则，以事物的

性质分为编、章、节，自，横排竖写．全志共4编，20章。编前设序言、凡例、概

’述、大事记，编后有附录及后记．
‘

．

， 四、本续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为主。兼有表，且述而不论。力求文

字准确j简洁。专业术语少用或不用，用时一般不作解释．

五、本续志中的纪牛，均用公元纪年。凡涉及古代纪年，要在朝代纪年后注
” 明公年纪年。表示年，月、日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古代朝代纪年用汉字。’表示

数量的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成语、词汇语素中的数字用汉字。计量单位

一般采用公制。

六、本续志中的。党中央(中央)一、“省委一、“地(市)委"、“县委"，即强

“中共中央”、’“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张家口地(市)委"、“中共蔚县县委’’I

，’ “省"、“地区(市)’’、。县"，lP指“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市)鼍、“蔚县”，

’j “党"。如“在党的领导下打的“党一，卵指“中国共产党"，“县政府黠即指脚蔚县

_’人民政府弦。 ，

一 七、本续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县内各有关单位编写的部门志、档案馆、各部

门的图书资料以及座谈访问的口碑资料。志中所用数字均以县统计局的数字为

准，凡县统计局没有的，用有关部门的数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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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89"-'1993年，是蔚县改革开放不断深

入，工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自

强不息奔小康，各行各业取得显著成就的五

年。
’

在农业方面，自1990年后。连续实施农

业丰收工程，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91

年，对全县土地、林果承包合同进行了签证

和公证，共签订土地承包合同10．41万份。土

地113．36万亩，签订林果承包合同2372份，

林果园地2．08万亩。其后，根据中共中央

“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将承包期延长到30年，从而稳定了农

民怕变政策的思想，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为进一步开发土地，提高土地利

用率及其效益，1993年进行了拍卖“四荒”

(荒山、荒坡、荒沟、荒滩)工作，共拍卖

“四荒”25．2万亩，涉及188个村。农业科技

人员引进和推广了玉米，谷子、黍子、马铃

薯、蔬菜、烟叶等优良品种，推广了保护栽

培，水稻旱育稀植栽培，种子包衣、优化配

方施肥、稻田化学除草等先进技术，提高了

农作物的单产和总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自

1991年以后，坚持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并在

南山特困区实]沲了“2345”温饱工程(保证

人均2亩“三保田”，建好用材林、肉羊i肉

牛3个基地，抓好小矿山、药材、木货加工、

野生植物采集4个系列开发，到1997年实现

人均收入500元)。’到1993年，全县共扶持

贫困村新上开发项目237个，使46571户贫

困户摘掉贫困帽子。

在林业方面，1991年阳眷镇试验油松纸

袋育苗成功，1992年又成功地进行了容器育

苗。国营苗圃培育出“优1"、“优2”、“新4

号"、“三杆旗”四个杏扁新品种，其中“优

1”、“优2”获省科技成果证书。1992年实施

了杏扁基地建设规划，杏扁种植面积大量增

加。到1993年底，全县经济林面积达到

24．18万亩，其中鲜果10．6万亩，杏扁10．58

万亩，其它经济林3万亩。为发展畜牧业，五

年中先后引进了盖县绒山羊、大约克夏猪、草

原红牛、黑白花牛、西习达尔牛等优良品种，

并在全县推广了“四良”(良种、良料、良法、

良舍)养殖模式，全县采用。四良”养殖技

术的畜禽达10万余头(只)．1989"--1993年，

水利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到1993年，全县有

中型水库1座，小型水库20座，坑塘80座，

旱水窖665座l有万亩以上灌区5处、万亩

以下千亩以上渠道29条，千亩以下百亩以上

渠道259条，有效灌溉面积由1987年的35

万亩增加到40．13万亩。宋家庄乡万亩井灌

区是蔚县近年来投资最多、标准最高、效益

最好的一项乡办井灌工程。该工程位于富胜

堡村北，总出水量为920立方米／秒，于1992

年建成了一个渠成网、田成方、树成行、道

路通畅的万亩井灌区。

作为新型企业——乡镇企业，1989～：

1993年有了更大的飞跃。到1993年，全县有

乡镇办企业173个，从业10503人，总产值

8020万元，总收入6935万元，利润416万

元，税金353万元，村办企业有626个，从

业10343人，总产值6385万元，总收入5942

万元，利润460万元，税金278万元。年产

，值在百万元以上的乡镇企业就有35个。乡镇

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县农民的收入，是脱

贫致富的一条可行之路。

1990年，农林牧及乡镇企业实现了“六

}乙



比历史最

高水平的1988年增加16万元，粮食总产量

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3年增加948．5万公

斤，单产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8年增加18．

公斤l果品产量达到887．2万公斤，比历史

最高水平的1989年增加109万公斤#大牲畜

年末存栏达到51746头，比历史最高水平的

1989年增加1766头，肉蛋总产量达到923．1

万公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8年增加

177．7万公斤l乡镇企业总收入较历史最高

水平的1989年增长6．9％。

在工业方面，五年来投资3645。6万元，

完成新建项目62个，实现新增产值5375．1

万元，利税1055．58万元。为提高经济效益，

各工业企业进行了转换经营机制工作。县水

泥厂、印刷厂实施了“三项制度"(人事制度、

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各企业普遍

实行了责任目标管理制度，并完善了承包方

案，制定了承包指标。广大工人和科技人员

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五年来，先

后开发生产出可降解淀粉塑料，ZOOyq潜水

电机、150QJ潜水泵、不粘连纱布、六角尼龙

自锁螺母、230道多彩合股机轴洗地毯、180／

200道东方地毯、缴波功率放大器、镀膜玻

璃、40％硫酸烟碱等新产品，均通过省级鉴

定。

交通邮电事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蔚县

境内有207线和109线国道通过，五年中先

后在不同路段进行了10次较大工程，沥青罩

面和路基拓宽共长188．13公里，建成了城夏

辅线，解除了此段公路运输紧张的局面。同

时对地方道路进行了新建、改建、罩面、拓

宽等工程，共长62．9公里。到1993年，县

境内有国道和地方道路888．37公里。国营客

运班车增加到27班次，还有43部私营客车

运送着来往旅客。有736辆货运汽车运输着

各种物资，货运量833．8千吨，货运周转量

125401千吨公里。邮电事业随着全县经济建

设的发展而迅速发展，长途电话于1991年并

入自动网，无线寻呼也予1993年开通，使蔚

县的邮电事业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到1993

年底。全县市话容量达到2300门．有住宅电

话875部，电话开始走入家庭，农村电话的

交换机容量达到2464门，电话机总数达到

1928部，杆路长度达到1855公里。改变了过

去_电话拨不出、打不进一的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蔚县市

场日趋繁荣。国合商业网点遍及全县。方便

了群众的生活。自1989年以来，国合商业推

行了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勾的管理办法，

实行了。蹈放开”，。四自一包一、。利润包

干一、“柜组承包一、“大包干”、“联销计酬’’等

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有效地激发了职工

们的积极性，经济效益也随之提高，呈现出

购销两旺的局面。个体工商业在这五年中也

取得长足进展，1993年全县共有持营业证的

个体工商户8020户，从业12654人，比1989

年分别增长22．01％和19．3％，资金、产值

和销售总额分别为3414万元，2378万元和

7387万元，比1989年分别增长36．4％，

207．24％和560．72％。 ．

文教、卫生、科技、体育事业也随着全

县经济的发展取得很大成绩．五年来，初等

教育的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均

在99％以上；在1988年实现。一无两有一

(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木制课桌

凳)的基础上，县委，县政府确定1990年6

月至1991年7月为改善办学条件年。经过上

下齐心努力，筹资1185万元，使金县中小学

实现了。八配套一的目标，即教室、课桌凳、

围墙、校门、厕所、操场、水源、旗杆八配

套。全县的扫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89年

蔚县人民政府被河北省教委评为。河北省扫

除文盲先进单位糟，1991和1992年，被国家

教委、全国妇联分别评为“全国扫除文盲先

进单位”和。全国巾帼扫盲先进单位静．1993

年，全县青壮年入口的非文盲率达到

99．48％．文盲．只占0．52％。全县的群众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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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活动日臻活跃，卫生事业取得很大进展，爱

国卫生工作始终居于全地区(市)各县领先

地位。1992年，蔚县城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

文化历史名城。1993年12月，蔚县被文化部

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文体卫生事业的发展，

带动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进

一步提高。

随着全县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民和干部

职工的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

住房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由过去的“四角

硬”普遍变为砖瓦到顶。室内装修讲究起来，

瓷砖、水磨石、吊灯等高档装饰进入家庭住

宅。家用电器逐渐增多，电饭锅、电炒锅已

成为城镇居民必备炊具，有的家庭还使用上

燃气灶}黑自电视逐步被彩电代替，不少家

庭有了卡拉OK音响以及录放像机。城乡居

民的购买力逐年增加，1993年社会商品销售

额达到2．6亿多元，比1988年的1．8亿元多

8000万元。城乡居民除生活费用外，结余的

款额越来越多，1993年末城乡居民存款余额

达到3．8亿元，是1988年9793万元的近4

倍。

由于自然条件、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蔚县经济的发展。如灾

害天气几乎年年发生，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

但“靠天吃饭”的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致

使农作物产量不能得到逐年稳定提高。一些

看准了的工业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而不能上

马；有些应支出的项目，也由于资金不足而

造成欠帐。交通邮电事业应该说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速度相比还有

一定差距。

．立足当前，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任重

道远。我们相信，蔚县这块风水宝地，一定

会在勤劳、智慧、善良的蔚县人民手中建设

得更加富饶和美好。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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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蔚县获1988年度河北省首都周围 10月9日，代王城镇供销社糕点厂失

绿化金杯奖第二名，即银杯奖，得奖金1．5万 火，直接经济损失5149元。

元． 11月，县晋剧团排演的新编上古剧《天
。

3月20日，苜蓿乡,lll台村杨家湖山坡发 女与战神》在河北省第二届戏剧节上获演出

生山火，烧荒坡105亩。 一等奖，编剧、导演、舞美、伴奏一等奖，两
’

3月24日，王喜洞坑木林场抢风崖村农 名演员获一等奖，4名演员获二等奖，导演、

，民王作山烧肥引起火灾，烧毁9．7亩落叶松 舞美、音乐获省政府文艺振兴奖。1990年该

幼林。 ，一，．¨ ，， 剧又在第二届中国戏剧节获优秀剧目奖和优

． 一4月，粮食部门在现行定购粮食价格的 秀演出奖。‘ ，。
·

‘． 基础上．对每50公斤稻谷的收购价提高6 12月，兴建水西煤矿。该矿位于白草村

，，， 元，；每50公斤小麦提高1．5元，每50公斤 乡西小羊圈村北，地质储量6038万吨，可采
玉米提高1元，合同内定购的非定购品种也 储量4226万吨，设计能力年产45万吨。

· 相应提高了收购价。’ !，i 12月11日晚10时，阳眷镇古遭渠煤矿

‘4月，县妇联和县农业银行向全县妇女 发生大面积石块冒落，将1名运输工人和2

发出“女子爱国储蓄”的倡议，全县4．35万 名采煤工人压在下面。经抢救无效，3名工人

名妇女响应，共存款348．35万元。 遇难。

4月，开展打击流窜犯专项斗争，抓获流 12月15～17日，在县城召开中共蔚县

窜犯14名。 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76名，列席代表
‘

c·J6月1日，在国道109线’K966"K200 78名。大会选举龚云堂任县委书记，选举班

段(40公里)和下广公路K106"-'K112段 岭任纪检委书记。 ，

。(60．公里)处同时进行罩面工程，两工程均在； 本年春，县农机推广站对2BFP一2型铺

8月f27日竣工。 ’

膜机进行改造，生产出2JP一900_3型铺膜

．，‘6月16日，从涞源县来的3名歹徒冲入 机。该机每日作业20亩，推广143台，1993

岔道乡供销社副食部抢钱，并卡住营业员的 年仍在使用。：．一 ，．，：

’

，脖子。营业员的妻子跑到乡政府报案，3名歹 一本年，严重干旱，全县粮食作物减产，平
．’， 徒当场被抓获。一 ，．

。， 均亩产54公斤，总产5777万公斤，分别比

7月，蔚县中学生体育代表队在地区中 4上年减产86公斤和8075万公斤。成灾农户

学生运动会上，初中男子和初中女子组获两 9．61万户、31．78．万人。县委、县政府组织

个团体第一名，有7名运动员打破7项地区 人力抗灾自救，募集救灾款3．26万元，粮票
。 纪录。， 一·，’ 5．57万公斤，国家下拨救灾款40万元，救灾

8月，开始男女青年婚前检查工作。共检 粮325万公斤。 ．

-． 查406对婚前青年男女，查出不宜生育和需 本年，开始进行北干渠续改建工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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