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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逢蛊世，必兴文化之举，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政治稳定，经济振兴，文化昌盛，国运宏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

纂修地方志的天然契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轨

迹，反映今日现状，以达“鉴往知来"、服务四化的目的，这一任务，历史地落

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为此，中共南皮县委、南皮县人民政府决定编纂新《南

皮县志》，并由我主持其事。

南皮濒渤海、倚京津、跨津浦、沿运河，为冀鲁交会之地。历史悠久，人

文荟苹，尹吉甫、贾耽、张之洞、张隐韬、王蒙、张志公均生于这片热土。勤

劳、勇敢、智慧的南皮人民，千百年来顽强奋斗，创造了灿烂文化，谱写了光

辉的．斗争篇章，为南皮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业

绩当永志不忘。然而在旧中国，带给南皮的却是经济箫条，百业凋零，兵燹战

乱，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皮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

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饱经沧桑，历尽坎坷，向往安定幸福的心情若大

旱之望云霓。J9殆年以后，终于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1984

年，中共南皮县委、县人民政府，确立了以创新、务实、廉洁、服务为宗旨，

以“翻两番”“奔小康"，加速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发展南

皮经济的战略决策，全面贯彻中共中央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功员和组

织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使南皮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

显见提高。但是，距离经济富裕的小康水平还相差很远，摆在南皮人民面前的

经济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四十余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启迪我们，要搞好一地的全面建设，必须

了解这一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使认识合乎客观实际，做到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而合乎客观实际的决策，来源于缜密的调查研究。修志就

。是对南皮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情习俗、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全面调查，

正是达到对县情深刻了解的有效途径。调查成果载入志书，可以资政当代，鉴

往知今，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要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人是第一要素。就是首先要提高全民的科

学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新《南皮县志》承旧志之精华，推陈出新，察利弊、

述优劣、彰善砭恶，有利于培养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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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提高全县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进行爱国主义、革

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县志是不可多得的地方百科全书。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甚至付出了沉痛的代

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行改革开放的建国方针，也不是一代人两

代人所能完成的事业，关键在于使正确路线永远贯彻下去，“勿使后人复哀后

人”，那就必须使后人明了古人的利病得失和今人的经验教训，“如火之传薪。

车之接轨’’，子孙万代永续无匮。《南皮县志》包罗南皮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百科

信息，是南皮一地庞大的信息载体，留诸后世，对帮助后人借前车之鉴，更好

地建设南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有国史，党有党史，但具体到一乡

一地，则不如县志更切中肯綮。‘‘补史之缺，参史之略，续史之无’’，非地方志

莫属。

、南皮县志编纂工作，自1988年元月开始组织发动到志稿告竣，历时4个

春秋，通篇四易志稿，部分章节已至六易其稿。其间，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专

家、学者热情帮助。参加编纂工作的全涔人员，广征博采，实事求是，面对浩

繁的文字工程，锲而不舍，勇于探索，朝孜夕孜，坚韧不拔，为县志编纂成书

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所有关心支持撰修《南皮县志》

工作的上级领导，专家学者、县内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全体编纂人员致谢。

南皮之于我，可谓第二故乡。我自来南皮工作迄今二十余载，实感积久情

深，与日俱增。承县委、县政府和南皮人民重托，自励上报党恩，下不负民

望，时綮于怀。一地之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思想文化建设，是为政者

戒。我有幸主持修志，使南皮人民光辉业绩得以永垂，倍感欣慰。切望《南皮

县志》真正发挥“经世致用”之功效，惠及当代，泽被后世，给当今知后来南皮

建设者们留下可资借鉴的依据，把古老的南皮建设得更加美好!

中共南皮县委书记

南皮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胡雅轩

1991年l i R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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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县的建置已有了2100多年的历史。《南皮县志》的纂修，保留下来的

最早的是明万历癸卯志(1603)。清代三修县志，即康熙癸丑志(J6刀)、康熙

庚申志(1680)和光绪戊子志(1888)，最后的一次是1933年的民国志。从民

国志到今天完成的新志，已相隔60年之久。

南皮建置的两千年间，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但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大

的；而在最后的719年问，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随

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旧南皮转变成为新南

皮。 ．

旧南皮之向新南皮转变，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产

生了全面的本质的变化。先从工农业生产方面来看，旧南皮的农业是非常落后

的，粮食亩产不过百斤，人均口粮不过200斤，除极少数官僚、地主过着奢靡

安逸的生活外，大多数劳动人民经年在饥饿线上挣扎。新南皮经过多年的大规，

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特别是近年黄淮海工程的实施，排灌治碱的有效开展，

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以1949年的亩产为基数(100)，到1986

年，小麦自28．5公斤增至155公斤。增长4．4倍；玉米自35．5公斤增至J『72

公斤，增长3．8倍；皮棉自14公斤增至钳公斤，．增长2．4倍。因此，南皮人

民已经摆脱了旧时的贫困，具有了初步的温饱生活。旧南皮根本谈不上有什么

工业，新南皮建立之后才开始建立了机器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努力，于是机械制造、冶金铸造、化工、建材，乃至

于电子工业等，多部门的工业都建立起来。其中有的产品在国内各地畅销，有

的打入国际市场，为国家创了外汇。工业产值在南皮县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如果以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则7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

3．J7％，，9刀年为乃．2％，1986年则上升到40．4％，工业增长的势头和速度都

是惊人的。南皮之所以发生这样深刻、巨大的变化，乃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

的英明领导下，一是消灭了封建制度，窒息在封建制度下的生产活力得以迸发

出来了，二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调功了千百万人民的积极性，初步展示了它

的优越性。《南皮县志》把新旧南皮产生的这一伟大转变。忠实地记录下来

了o

“江山代有人才出，，。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南皮有不少的风云人物。著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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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流派代表张之洞，不仅对清末政局产生了重要作用，他所提出的“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在思想界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张继早年即参加反对清朝统

治的斗争。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上占有他自己的一页。一些学者、文士、艺术

家．也为南皮增添光彩。南皮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以及无数的革命战士，

他们有的在县志上不过有数行文字，但由于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历代志士仁人改

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通

向共产主义这座伟大的里程碑上，镌刻了自已的英名!他们同那些在历史上做

过有益事业的南皮人，都将受到南皮人民世世代代的敬仰。特别是在今天国际

风云急剧演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挑战的关键时刻，《南皮县志》作

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乡土教材，教导南皮的儿女们，新南皮是由无数先烈的生命

换来的，来之不易，永远不要忘记过去；同时，并以南皮志士仁人、革命先烈

改造旧中国、1El南皮的豪情壮志，砥砺自己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向共产

主义伟大目标奋勇前去!

在南皮县委、县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田汝汾等同志经过几年的辛勤努

力。完成了这部《南皮县志》，并作为一份厚礼，贡献给南皮人民。

漆侠 于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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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南皮县历史和现状的本来面目。

二、遵循社会主义方志的编纂原则，突出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点，突出一

专业特点，坚持详近略远。

三、全志按大编二级设志。设概述、大事记、地理、人口、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民情习俗、人物等，共lO编68章267节，以期统辖得当，纲目

清晰，便于览阅。

四、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概述亦叙亦

议，勾勒概貌；大事记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纵贯古今；志用记述，叙而不

论。

五、志以行业性质分类为主，结合部门设置，横排门类，纵述事实，以类

系事，以事系人。金部采用语体文。

六、用字以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简化汉字总表》、文化部

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异体字只在姓氏

用字时使用。不用专业符号代替常用字。

七，记述范围以现行区划为主，历史上不属现行区划范围的区域，不记不

足以反映完整状况的可作记述。所记事实，上限不等高，上溯至事物发端，下

限截止1986年，特殊问题为状全貌，适当下延。

八、人物以本县籍为主，长期活动在南皮且卓有贡献的客籍人物亦予记

载。人物入选以其对社会贡献为准，注意记述当代各界群英。主要记述正面人

物，酌收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奸宄邪佞，志其恶昭其罪，以儆效尤。沿旧

制，生不立传，重要事迹，载入有关内容，以为旌表。

九、引文加引号，文言文须断句标点，摘句意义完整，注明出处或转引出

处。
’

十、地名以标准地名为准，书写完全地名，不用第一人称。历史地名在首

次出现时加注今名，如“北平(今北京)"，后可省；历史地名属本省范围的只’

注所属县，属外省的，须注明省县。机构名用全称，须简化时在第一次出现时

注明“以下简称×X”；机构名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全称或简称。人名直书姓

，l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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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一般不加职名，女性括注“女"字。职官名以当时称谓为准，不作比附或更

改。人物经历官职较多时，只记初官，最高或最终官职。事件名和历史事物

名，写当时全名，简称须附合历史习惯。

十一、时间。历史纪年书传统纪年，括注公元年号，如“道光二十年

(1840)"。解放前(后)系指1945年9月南皮解放前(后)。传统纪年与公元

纪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不使用时间代名或含混时间概念。公元年、

月、日及年龄用阿拉伯数字；世纪、年代，农历年、月、日用汉字小写数字。

十二、数据，以正式统计资料为准，缺者以业务部门数字补充。叙文中统

计数字用阿拉伯数字，非统计数字除外。小数一般保留两位。万以上数字修约

为万作单位的数字表示。

十三、度量衡用标准公、市制，单位用文字，不采用字母符号，历史计量

单位照录，生僻计量单位加注或换算。

十四、资料来源，诸旧志．档案、书报刊文献、各部门资料长编、口碑资

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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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利待遇000 O·0·0·000·(485)

七、劳务输出⋯⋯⋯⋯⋯(486)

第三节 工商行政管理(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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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市贸易管理⋯⋯⋯(487)

二、企业登记管理⋯⋯⋯(488)

三、经济合同管理⋯⋯⋯(489)

四、商标管理⋯⋯⋯⋯⋯(489)

第四节物价管理⋯⋯⋯(490)

一、物价体制⋯⋯⋯⋯⋯(490)

二、价格种类⋯⋯⋯⋯⋯(491)

三、物价调整⋯⋯⋯⋯⋯(491)

四、物价检查⋯⋯⋯⋯⋯(494)

第五节 审计检查⋯⋯⋯(497)

第六节 统计管理⋯⋯⋯(498)

一、统计范围⋯⋯⋯⋯⋯(498)

二、统计效益⋯⋯⋯⋯⋯(498)

第七节 标准计量管理(499)

一、计量制度⋯⋯⋯⋯⋯(499)

二，计量标准化管理0100··(502)

第八节 经济协作管理。(502)

第十八章城乡建设⋯⋯⋯(502)

第一节 县城建设⋯⋯⋯(502)

一、县城建设沿革⋯⋯⋯(502)

二、城区建设⋯⋯⋯⋯⋯(506)

三、市政建设⋯⋯⋯⋯⋯(510)

四、县城建设规划⋯⋯⋯(511)

第二节 乡镇建设⋯⋯⋯(512)

一、建置镇区建设⋯⋯⋯(512)

二、乡政府驻地建设⋯⋯(513)

第三节 农村建设⋯⋯⋯(516)

一，村庄建设⋯⋯⋯⋯⋯(516)

二、公共建筑⋯⋯⋯⋯⋯(517)

第四节 建筑业⋯⋯⋯⋯(517)

一、建筑队伍0000·00·00·(517)

二、建筑设备⋯⋯⋯⋯⋯(517)

三、施工工程⋯⋯⋯⋯⋯(518)

四、工程质量管理⋯⋯⋯(518)

第五节、房产管理⋯⋯⋯(519)

一、公、私房产管理⋯⋯(519)

二、房费管理⋯⋯⋯⋯⋯(519)

三、住房制度改革⋯⋯⋯(520)

第六节 土地管理⋯⋯⋯(520)

第七节 环境保护⋯⋯⋯(521)

一、污染⋯⋯⋯⋯⋯⋯⋯(521)

二、治理⋯⋯⋯⋯⋯⋯．．．(521)

第六编政治⋯⋯⋯⋯⋯⋯⋯(523)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南皮

县组织⋯⋯⋯⋯⋯(525)

第一节 党员⋯⋯⋯⋯⋯(525)

一、早期党员00000000··(525)

二、党员数量⋯⋯⋯⋯⋯(525)

三、党员结构⋯⋯⋯⋯⋯(525)

第二节 组织机构⋯⋯⋯(527)

一、基层组织⋯⋯⋯⋯⋯(527)

=、县委机构⋯⋯⋯⋯⋯(530)

第三节 党务⋯⋯⋯⋯⋯(533)

一、组织工作⋯⋯⋯⋯⋯(533)

二、宣传教育⋯⋯⋯⋯⋯(536)

三、纪律检查⋯⋯⋯⋯⋯(537)

四、统一战线工作110··(538)

第四节 代表大会⋯⋯⋯(540)

第五节 主要领导活动⋯(541)
7

’一、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541)

二、抗日战争时期⋯⋯⋯(542)

三、解放战争时期⋯⋯⋯(544)

四、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时期⋯⋯⋯⋯⋯(547)

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时期⋯⋯⋯⋯⋯⋯⋯(549)

六，“文化大革命”时期⋯⋯(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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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556)

(556)

(558)

(559)

第一节 人民代表⋯⋯⋯(559)

第二节 历届各界人民 ．

代表会议⋯⋯⋯(560)

第三节 历届人民

代表大会⋯⋯⋯(562)

第四章行政机构⋯⋯⋯⋯(566)

第一节 郡署行政机构(566)

一、渤海郡⋯⋯⋯⋯⋯⋯(566)

二、渤海区第一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567)

第二节县行政机构⋯(567)

一、县衙⋯⋯⋯⋯⋯⋯⋯(567)

二、县公署⋯⋯⋯j⋯⋯”(569)

三、县民主政府⋯⋯⋯⋯(570)

四、县人民政府⋯⋯⋯⋯(570)

第三节 县直属机构j：·(581)

一、县衙直属机构⋯⋯⋯(581)

二、县公署直属机构⋯⋯(581)

三、县人民政府直属机构(582)．

第四节县基层机构⋯⋯⋯⋯(588)

一、汉至清⋯⋯⋯⋯⋯⋯(588)

二，中华民国时期⋯⋯⋯(588)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89)

第五节 主要政务活劝(590)

一，封建县政府⋯⋯⋯⋯(590)

二、民国县政府⋯⋯⋯⋯(590)

三、县人民政府⋯⋯⋯⋯(591)

第五章政协⋯⋯⋯⋯⋯⋯(599)

第一节 机构沿革⋯⋯⋯(599)

第二节 历届政治

协商会议⋯⋯⋯(600)

第三节 主要活动⋯⋯⋯(602)

一、提案处理⋯⋯⋯⋯⋯(602)

二、健全工作组⋯⋯⋯⋯(602)

三、参观、考察，学习⋯(602)

四、交流经验，

加强联系⋯⋯⋯⋯⋯(602)

五、文史征集⋯⋯⋯⋯⋯(603)

第六章群众团体⋯⋯⋯⋯(603)

第一节 工人组织⋯⋯⋯(603)

一、机构沿革、⋯⋯⋯⋯··(603)

二、历届工人代表大会⋯(604)

三、主要活动⋯⋯⋯⋯⋯(605)

第二节 农民组织⋯⋯⋯(606)

一、机构沿革⋯⋯⋯⋯⋯(606)

二、主要活动⋯⋯⋯⋯⋯(606)

第三节 妇女组织⋯⋯⋯(606)

一、机构沿革⋯⋯⋯⋯⋯(606)

二、历届妇女代表大会⋯(607)

三、主要活动⋯⋯⋯⋯⋯(607)

第四节 青少年组织⋯(608)

一、机构沿革⋯⋯⋯⋯⋯(608)

二、历届团员代表大会⋯(608)

三、团组织活动⋯⋯⋯⋯(609)

四、少先队活动⋯⋯⋯⋯(610)

第五节 工商组织⋯⋯⋯(611)

第六节 科学技术协会(61 1)

第七节 华侨联合会⋯(612)

第七章公安⋯⋯⋯⋯⋯⋯(612)

第一节 治安⋯⋯⋯⋯⋯(612)

一、锄奸反霸⋯⋯⋯⋯⋯(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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