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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博爱县志编纂委员会
‘r．

蠢 第一届
．，，

、、～’． (1 982年4月～1 984年11月)

主任委员：牛双印

副主任委员：l葛逢直l I林法章l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 马东江 王友三 l王世富I 王东义王明水l毋辰光I
毋法明 宁清文 刘九德刘法本刘启瑞刘殿清

乔金和 朱天性朱耀贤孙五方孙家栋原世清围团团圈李伯涛圃
一7’ 李保国 肖文清杜树茂杜殿柱宋长太l陈广安l

陈思彦 陈景瑞 沈壮贞 何德祥I何德瑞J邱同福
张允德 张同庆 张作义张启光杨维保周习才

o 孟祥堂 苗长春 赵本仁I赵存松I赵守喜I赵法定l

l胡保甲I 胡绍业侯三武侯世新皇甫尚让

秦海莲 韩纯先 程秀堂程洪安程祥福贺铭水

葛逢周靳六英鲍增光
’

总编室副主任：田立让王忠廉

·I， 第二届
一

(1984年11月"--'1991年7月)
主任委员：孟祥堂

副主任委员：赵耀坤尹承镒

。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 刘全忠 刘全德，田立让．李立江李国营李英芳

÷ 李永长 李思源 肖伯和 陈子忠张子和 杨尚贵

1{ 杨海春赵继仁贺荣庆段振举郜兴金原乃栋

原阔‘郭平西崔体广葛逢宝鲍增光程长敏

程树有张福根

! 总编室主任：原乃栋
，‘

副 主任：田立让李英芳’孙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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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
(1991年7月～1 993年4月)

主任委员：侯趁意 。，

副主任委员：刘全忠贾慧文
’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兴臣马学诗王勋 王存才可景政

李立国 李永长李永良 李英芳 肖伯和

和思俊 贺铭文贺伯海赵尊福赵继仁

郭光智 黄万松琚克奎程树有廉令堂

总编室主任：李佩松
‘

’副主任：贺铭文

协理员：田立让李英芳

第四届

(1 993年4月～ )

主任委员：宋越平

副主任委员：尚成平 肖伯和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勋 王双海王东海冯丽华刘普臣

李尚凤李济泽李佩松 陈大军吴留柱

张宪廉 禹进才赵东岭赵子祥赵尊福

徐家保栗先奇常水泉黄万松琚克奎

总编室主任：陈大军

。副主任：李尚凤高申敏‘

协理员：李佩松 一

《博爱县志》主编：李英芳

副主编：贺铭文’窦德华

刘普臣李佩松

杜兴张宪廉

赵卫平徐家保

鲍增光

刘忠法李永长

张世胜张晓忠

赵继仁贺铭文

程树有

编辑：田立让李俊禄孙家忠杨永福 陈大军 李尚凤高申敏
’

栗守裕高学敏薛训国

编务：王玉芬鲁干梅吴艳平张玉琴李建军刘建平

曾在县志总编室工作过的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海升王宜修王廷齐王忠喜毋启桐刘云鹏刘成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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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一个地区的百科全书，它客观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

地理、历史、政治、经济以及风土人情，不仅是历史和现状的“一方

之综合记录"，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和科学价值。对一个地区来说，有

重要的资治作用‘。《博爱县志》是博爱县的百科全书，是博爱县地

理、历史、政治、经济以及风土人情的客观反映。它的成书，既可概

见我县历史和现状，亦可探究各项工作之得失，对认识博爱、振兴

博爱、开创博爱新局面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编纂一部观点

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的新志书既是惠及子孙后代的一件大

事，又具有承前启后服务四化的现实意义。

博爱县于民国16年(1 927年)，析沁阳县沁河以北、丹河以东、

四乡一十五图和崇下乡部分村庄建立的，至今仅有59年的历史。

建县前一直为野王县、野王邑、河内县、沁阳县所辖。沁阳县过去虽

有旧志，但有关博爱的内容由于受地域界线所限，除人文景观尚可

明览外，其他内容颇难考察，给了解博爱的过去带来一定困难。建

县后于1935年曾有修志之举，并撰写出《博爱县志》初稿。但由于

战乱未能付印，志稿失散未存。1960年再次组织修志，也曾写出三

卷本《博爱县志》初．稿，但志书体例不够完备，内容失真，资治功用

较差。这次修志是全国性规模的活动，它的成书不仅能为旧志补阙’

生辉，为分县后拾遗缀故，而且是一部具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

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博爱县位于太行山南麓，北有太行山，南有沁河，多年来形成

了行山沁河文化。境内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小江

南"之称。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领导下，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精神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

荣景象，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这一伟大的历史功

绩用志书载入史册是全县人民的希望。

《博爱县志》的编纂，起步于1 982年，历经八个寒暑，四易框

架，两易其稿，1990年完成初稿。在有关方志专家、学者初审之后，

通过近二年的再次修改，于1 992年8月完成送审稿。。

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相结合。志书采用众手成志的编纂方法，全面展示

我县百业繁荣的现实，具有新特色。志书是博爱的一个缩影，它客

观地反映博爱历史的全貌。《博爱县志》的出版，将对我县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资治作用。

兹值《博爱县志》即将出版之际，聊缀数语于志首，以为代序。

中共博爱县委书记 赵耀坤

博爱县县长 宋越平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记述过程中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客观地反映本县全貌。
。

二、本志为中小编结合模式。以概述大事记两部类为纲设于志

首；以人物传记、各行业专志两部类为主体置志之中；编末设附录、

后记为志之尾。全志分编、章、节、目四级结构。

三、本志上限不加限制，记事件于发端，下限至1 985年‘。在记

事方法上按照“立足当代、通合古今、承上启下、古今兼收、以今为

主"的原则。

四、大事记以时为序，提纲契领地记述古往今来有重要意义影

响较大的事件。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

记述方法。
。

五、本志对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按照“宜粗则粗，

宜细则细”的原则，除将影响深远的集中记于政党编外，其他有关

内容分别记在大事记和有关编章，不设章节。

六、本志记事以时序排列，对不属于延续性的政治实体，如国

民党和国民党政府、议会等分别置于政党、政府编之中，设专章并

列记述，以示不同。

七、人物编分传、简介和表。不为生人立传，入传人物以本籍为

主，兼收客籍；以近、现代为主，兼收古代人物；以正面人物为主，兼+

收奸宄人物。正面人物不论职务高低，凡贡献，较大的均述其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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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奸宄人物陈其劣迹，以教育后人。入简介者为正县级以上干部、

红军战士、高级工程师、副教授、教授和知名人士以及能工巧匠等

人物，副县级干部、中级知识分子和烈士皆列表。

八、本志记述以行业性质为依据，记述其发生、发展、兴衰起伏

之全过程。有些内容共性大于个性者则分类合并，突破了以行政单

位设章立节的限制。

，九、本志在记述方法上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按事分类，不褒贬，

不夸张，不虚构，不评论，记事力求严谨、准确、朴实、流畅。编写方

法以事件为主体，从古至今，横分纵写。

十、清以前的纪年阴历用．汉字，民国及民国以后的纪年用阿拉

伯数字。行文中的数字，凡作为词素构成定性词汇、成语以及政治

术语、技术专用词等数字用汉字。有关统计性的数字，用阿拉伯数

字，五位数以上的皆以万、亿为单位记述。志书中所用数字基本上

采用统计局数字。

十一、本志在行文中一律采用第三人称。涉及人名的一律直呼

其名，各种文件名称写全称，对历史人物必要时冠以职务、字、号、

名。计量单位采用国际单位记述方法。行文中的国际单位要用文字

“米99,d；d；平方米"表示。公式、图表用国际符号“m”“cm,“kg"表示。地

名多书今名，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文化大革命期间，1 978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 945年8月16日博爱第一次解放，1947

年7月5日博爱第二次解放，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以后分别称：

建国前和建国后，文革期间，三中全会前和三中全会后，博爱第一

次解放，博爱第二次解放。。

十三、志书附录中辑录了有关文献和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因出

自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容末加改动，保持了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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