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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郊区志》历时五载，终于成书问世，从此结束了郊区有史无志的
历史。这是上继先辈，下惠子孙的千秋大业，是郊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郊区历史上原属获鹿、正定两县辖地。1939年J『D月，国民政府行政委员会

批准建立石门市后，从获鹿、正定两县划入一部分村庄归市辖，历经数十载才
逐渐形成现在的行政区域。解放前，郊区生产以农业为主，只有少量的手工业

作坊，生产单一，经济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郊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奋发图强，农、林、牧、

副得到了全面发展。由于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为郊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乡镇

企业和第三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已初步形成了机械、电子、化工、医

药、造纸等JD大行业，1000多种工业产品中，有J『D％填补了省级以上空白，

几十种名优产品享誉国内外，在河北省率先跻身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区(县)行

列。农业以蔬菜、畜禽养殖、果品三大基地建设为主的“菜篮子"工程，也形成

了较大规模。郊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被世人所注目，并成为石家庄市全方位

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

郊区地方志的编纂人员历尽艰辛，克服种种困难，广征博采，查阅了大量
历史资料。终将《石家庄市郊区志》成书。《石家庄市郊区志》融客观性，历史

性和全面性于一炉．严谨翔实地记述了郊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

风土人情诸多方面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发展状况。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郊区

各项事业的发展，成功与失误，作了详细记述。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突出了
鲜明的时代特点，为各界人士了解区情，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为郊区人民对子

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部较好的乡土教材。

《石家庄市郊区志》的问世，将对郊区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作

用。在此，也诚挚地向关怀和支持《石家庄市郊区志》编写工作的各级领导和

各界人士表示谢意。

中共郊区区委书记 李俊渠

赤区人民政府区长 戴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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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上限依事物发端及掌握的资料而分别确定，以记述建区以后为重

点，下限到1989年，1989年后采用志补形式，将领导成员变更及主要经济状况

记至1994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述开其

端，夹叙夹议，总括地情。记随其后，以编年体贯串全志大事，勾勒历史脉

络。志为中腹，分类记事。传为殿后，以生不立传为原则记人。录为志尾，分

别录人、载事。图、表随文而出。

四、‘本志按照事以类从，横排竖写的原则，分设区域建置、自然环境、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情、人物共7编50章172节。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写朝代年号，再在括号内加注

相应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纪年均用阿拉伯

数字。

六，本志对解放前，后和建国前、后的指称为：解放前、后以1947年l 1

月12日石家庄解放为界，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为界。 一

七、本志对政区与机关和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名称等，第一

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有简称的以下则用简称。地名一般使用现行标准名称。

八、本志所用计量单位，一律使用国家规定的现行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

志书引用的各种统计数字，均以郊区统计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提供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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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郊区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

庄市区四周，其内环分别与城内各区交

界，外环西依太行山与获鹿县相连，北

濒滹沱河与正定县隔河相望，东南与栾

城县接壤。境内辖振头、西里、留营、

西三庄、杜北、谈固、槐底、孙村8个

乡，大郭、赵陵铺、南高营3个镇，80

个行政村，26个居民委员会。1989年

全区共有75433户，237887人，其中城

市13010户，51215人。绝大部分为汉

族，此外有蒙古、回、苗、壮、朝鲜、

满、土、达斡尔、锡伯、羌等少数民

族。 ·

郊区历史上属获鹿、正定两县辖

地。1939年建石门市时，从获鹿、正定

两县划入59个村归市辖，1941年8月

又将这些村分成三、四、五、六区，为

市郊。1947年11月12日，石门市解放

后改为石家庄市五、六、七、八区。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形势的变

化，市郊各区屡经分合撤建。到1965

年1月5日，东、西郊合并，正式建立

石家庄市郊区，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

延续至今。

．郊区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古代文

明。在白佛、白佛口，谈固、上京、北

焦、北杜等许多村落，都曾发现过远古

人类生存、进化的印记；从商代起，这

里就开始有了最早的行政区；春秋后

期，更有古代名城——东垣。明朝重修
毗卢寺(初建于唐代)绘制的北殿壁

画，距今已有六、七百年，但其色彩仍

艳丽夺目，栩栩如生，为我们展示了绚

丽多彩的古代人物画卷。它不仅表现了

古代劳动人民的才智，也是我国对世界

文化宝库的贡献。

郊区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还哺育

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汉代，对统

一祖国南方做出杰出贡献的南粤王赵

佗，三周名将赵云，金、元名医李杲，

明朝兵部侍郎崔应麒等，都足古代郊区

儿女的杰出代表。元代名将开国元勋史

天泽，久在真定为官，至今他的后裔仍

生活在郊区。郊区近代更有抗日名将刘

克信、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梁志超为国捐

躯。

勤劳勇敢的郊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建立

初期，郊区南高营一带就有党的基层组

织活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曾

在石门市东北和西南近郊农村发展党

员；组织人民群众反抗侵略者；掩护抗

日工作人员开展内线工作。当时地处市

郊于底村的于底感化院，则是处在敌人

心脏的红色别动队。在解放战争中，郊

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

一*￡l§l￡§《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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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前，为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

建立后，郊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改变

一穷二白面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共有181名郊区儿女献出了他们的

宝贵生命。郊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的英名，他们的事迹将永垂青史!

郊区全境在滹沱河冲击扇形平原

上，地势乎坦，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

海拨高度自西向东从93米逐渐降至

64．4米。

郊区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

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土壤大部分

为褐土，土质肥沃，雨量集中，无霜期

长，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粮食作物以种

植小麦、玉米为主，还有少量谷、豆、

薯、高梁等杂粮。经济作物有西瓜、花

生、芝麻、棉花。随着城市的发展，自

70年代中后期郊区蔬菜生产发展迅速，

种植面积、生产品种不断增加。另外，

还利用河滩沙地开垦了大片果园、苗

圃。

郊区传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解放

前，主要靠人畜耕作，生产水平很低，

粮食平均亩产184公斤，棉花平均亩产

20．5公斤。解放后，郊区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兴修水利，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发展，粮棉产量不断提高。到1958年

粮食平均亩产340．7公斤，棉花亩产51

公斤。1959年后，由于“左"的思想指

导，接着又遭受了连年自然灾害，到

1961年粮食亩产降至240．5公斤，棉花

亩产仅26．45公斤。1964年后，经过国

民经济的调整，农业生产才又得到恢复

和发展。到1965年全区粮食亩产426．5

公斤，棉花亩产51．7公斤。1965年至

1978年，由于强调“以粮为纲”和科学技

术水平提高，粮食生产得到较快发展，

产量也不断提高。1970年郊区粮食亩产

已上500公斤，到1978年已达688．9公

斤，比1965年增262．4．公斤，平均递增

3．76％。此间，棉花生产由于受到病虫

的危害，产量和品质不断下降，到1976

年亩产仅有14．2公斤。为了适应城市人

口增长对蔬菜的需求，自1977年郊区

取消了棉花生产。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

下，郊区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

性。同时，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和

科技投入的增加，粮食作物产量稳步提

高。到1989年，全区粮食总产30424

吨，平均亩产707公斤，是解放初的

4．5倍。

石家庄是个新兴城市，市郊的蔬菜

种植是随着城市的扩建、在人口不断增

加的情况下，为满足人民对蔬菜的需

求，逐渐发展起来的。解放前只在个别

村庄有个体户种植，1949年也仅有

5000余亩。到1965年菜田面积发展到

28029亩，占耕地面积的16．6％，种菜

的村庄发展到52个。1968年11月，河

北省省会迁到石家庄，从此石家庄成为

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规

模的扩大和人口增加的形势，进一步推

动了郊区农业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

1970年菜田面积发展到30983亩，占耕

地面积的18．3％。1973年菜田面积达到

33798亩。1976年为更好地贯彻为城市

服务的方针。郊区建蔬菜专业村31

个，以生产蔬菜为主。蔬菜专业村的菜

≮”毫堵*彭墨器+嚣日落赫麓瓢{{簿鼍蠹譬鬈臀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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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积平均占本村耕地面积的70％以

上。70年代中后期，是郊区粮、棉面积

减少，菜田面积增加较快的时期，尤其

是1976年后取消了棉花生产，扩大了

菜田种植。到1977年，全区蔬菜面积

上升到53585亩，比上年增加了8490

余亩，从而郊区农村逐步由传统农业向

城郊型农业迈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乡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郊区菜田面积在经历

了短期相对稳定后，到1989年达到

5．9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2％。同时，

进入80年代后，蔬菜品种也由70年代

的30多种增加到50多种。在蔬菜种植

技术上不断学习外地经验，引进新、优

品种，逐步减少了大路性蔬菜的种植面

积，增加了群众喜爱的早、鲜、细、

嫩、新、特蔬菜。在种植方法上也改变

了过去全部露天种植的老办法。采用了

阳畦、地膜覆盖育秧和小暖窖、温室、

大棚种植的新措施。蔬菜生产实现了四

季常青，常年供应不断。到1989年，

全区蔬菜年产342277吨，平均亩产

5676公斤，基本满足了城市人民生活需

要。 一

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工具的变

革，目前郊区农业生产已逐步由过去的

以人畜力为主转向机械为主。到1989

年全区共有各种农业机械1610台，总

动力15．5万马力；农用汽车822辆，基

本上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半机械

化。

郊区畜牧业在历史上一直附属于种

植业，畜产品产量很低。1949年，全区

有大牲畜24629头，羊存栏3592只，

猪21124头，畜牧业年产值141万元

(旧币)。解放后，虽有发展，但由于受

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速度一

直十分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城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

环城农村大量鲜活畜产品直接进入城市

市场，推动了全区畜牧业的发展，也使

郊区逐步摆脱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

开始向开放型、商品化转变。畜产品产

量、品种、商品率迅速提高，农民经济

收入大幅度增加，进一步调动了他们从

事养殖业的积极性，也加快了郊区农业

内部结构的调整。到1989年全区共有

大牲畜2132头(机械化生产，使役用

大牲畜减少)，年出栏猪、牛、羊、

鸡、兔等共10377365头(只)，禽蛋

4960吨，鲜奶2578吨，蜂蜜4200公

斤，鱼12吨，丰富了城市市场。1989

年全区畜牧、水产业年总产值4480万

元，是1949年的31．7倍。

林果，解放初只在农户庭院和路旁

少有种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林

果业的发展也随着农村政策的变化经历

了起落。从1949年起，郊区曾有计

划、有领导地组织群众开展春季植树造

林活动。但1958年以后，受群众运动

的影响和“以粮为纲”思想的局限，人为

地砍伐了许多树木。到1962年底，解

放后营造的5830亩农业防护林仅存427

亩，四旁植树由1959年的56万株降至

15万株，严重挫伤了群众植树的积极

性。1963年落实了中共中央的农村经济

政策，并进一步明确了果木的权属，重

新激发了群众种植果、木的积极性。到

1965年全区防护林发展到1159亩，新

开垦河滩荒沙地建果园2748亩。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

!，§《《‰￡}}口§§e；，#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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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活经济"政策的鼓舞下，郊区的林果

生产不断扩大。到1989年，全区有防

护林6455亩，四旁植树986741株，果

园18979亩，苗圃59亩。林果总产值

549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7．9％，年

产鲜果6963吨，除供应本地外，还远

销京、津、内蒙、东北等地。

解放前，郊区的工业主要是一些从

事个体农副产品加工的手工业作坊，工

艺十分落后。解放后，经过十多年的努

力，虽然曾发展过一些简易的手工工

厂，能生产一些简单的农机具和农机配

件，但因受“以粮为纲”思想的束缚，又

受市场、技术等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形
成生产能力。文革十年，在极“左”思潮

的影响下，生产又屡受挫折，郊区工业

～直未得到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吹开了郊

区经济封闭的大门，也吹开了农民头脑

中的智慧之门。昔日终日在土地上劳作

的人，开始在开办工业脱贫致富中大显

身手，乡镇企业如旭日东升异军突起。

在城乡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凭借靠近城

市的优势，乡(镇)、村企业迅猛发

展。1989年全区乡村企业已发展到

1040家，不仅遍布全区，而且各行业门

类齐全。有机械加工业、制造业、修理

业，还有电子、化工i建材、纺织、卫

生、医药、服装、食品、旅店等行业。‘

共拥有固定资产4．6亿元，从业人员

62875人，总收入15．3亿元，上缴税金

2869万元，纯收入4．4亿元。有区、乡

企业65个，年工业总产值l 1020万

元，产品销售收入9237万元，利润604

万元。全区有230家工业企业纳入了城

市大工业生产体系，91种产品分别被评

为部、省、市优质产品，其中2种荣获

尤里卡世界博览会银奖。近年来郊区乡

镇企业已逐渐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

解放前郊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

供应，主要靠集市和小商小贩，十分不

便。解放后，逐步形成了遍布全区乡

(镇)、村的商业网点，到1989年全区

共有11个供销社，93个门市部，干部

职工1500人，经营品种两千多个。随

着城乡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

施，在“搞活经济”，为城乡建设服务的

精神指导下，郊区努力开拓市场。自

1985年先后新建、扩建大、中型综合商

场5座8600平方米。扩大了经营规模

和实力，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和经济发

展。1989年郊区供销商业销售额6465．5

万元，是1980年的2．4倍。上缴税金

106．9万元。

商品经济的发展，开阔了郊区人民

的视野，商品交换是没有地域界限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富裕起来的农民已不

满足在国内做生意，他们开始把眼光瞄

向了国际市场。郊区外贸在全国商品经

济大发展中，于1980年起步，到1989

年已发展到有9个乡，33个厂家，共

43个出口产品。并相继打入美、日、原

苏联、加拿大、西欧、东南亚、港澳等

国家和地区。

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郊区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1989年人均收

入1 149元，是1946年的38．3倍。人民

的衣、食、住、行状况有了较大改善，

从80年代中期，不少农户先后建起两

层居室，截止1989年底，人均住房已

达1．7间，25平方米，其中楼房53013

《i錾菱零$硷霪霍蓁霎．≥，-§&≮；：；；。{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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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耐用消费品也开始大量涌入农村家

庭，据1989年统计，全区农村家庭拥

有彩色、黑白电视机共51546台，洗衣

机36798台，收录机25865台，电冰箱

6699‘台，电风扇54356台，摩托车

1882辆，照相机2844架。群众储蓄额

1097万元，人均1065元。

解放前，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窒息

了农民的思想，残酷的阶级压迫，束缚

了生产力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农民沿

袭传统的生产方式，脸朝黄土背朝天，

土里刨食，一年四季难得温饱。在他们

心中哪会有科技的位置?解放后，又由

于对知识的偏见，科技推广和科技应用

在农村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农村基

本上‘一直依靠经验搞生产。直到1981

年，郊区仅有相当技术员水平的人员不

足200人。“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迅速发

展的动力"这一真理逐步在各种经济活

动实践中，被干部、群众所认识，各级

求贤若渴，热情空前。从1984年以

来，区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广招人

才，先后同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80余所大

专院校、科研单位以及700余家国营大

企业建立了技术、人才、信息联营、协

作关系。1987年以来吸引、招聘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lll2人，到1989年底调入

106人，并建立了区、乡、村三级科技

服务网。至1989年，乡、村两级科技

服务组织已有107个，全区科技示范户

1000余个。科技与生产的结合大大促进

了全区经济的发展。自1987年以来，·

全区承担98项省、市科技开发和星火

计划科研课题，已完成68项，其中15

项分别在国际、国内获奖。

科技的力量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知

识、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促

进了全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解放前，郊

区只有48所小学，学生约3000名，教

职工150人。到1949年也只有完小9

所，初小49所，在校学生5000人，教

职工193人。且学校条件很差，教室多

为破旧寺庙祠堂。经过建国后十几年的

努力，到60年代中期，郊区的教育事

业已初具规模。1965年全区有完中7

所，在校学生3245人，农中(初中)

13所，在校学生1580人；小学89所，

在校学生19851人，入学率94．16％。

文革期间，郊区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

残，在“革命”、“造反”的口号下，学校

一度停课，正常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

一些缺乏辨别能力的青少年，在“王、

·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的教唆下，将

斗争的矛头指向昔日的师长，许多校

长、教师受到批判。受社会上“读书无

用论"思潮的影响，学生学业荒废，打

斗之风盛行。学校的桌椅、门窗、教具

·损害严重，整个郊区竟然没有一处象样

的课堂。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教育才重新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几次

调整，到1989年底，全区中、小学共

86所(经撤并数量有所减少)，800个

教学班，在校学生30676人，教职工

2088人(其中教师1681人)。校舍也有

了较大改观，几年来全区小学改建校舍

16处，新建三层教学楼33座。电化教

学设备也开始步入课堂。学前教育普遍

受到重视，全区有68个村建立了幼儿

园，幼儿入园率达63％以上，人数达

11109人。随着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

望，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质量也逐年

，和《I，}Fl￡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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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力发展教育，为郊区经济发展

提供了后备力量，在财力紧张的情况

下，郊区注意保证教育经费逐年增长，

1989年已达到612万元，占全区可用财

力的32．4％。 ．

郊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在50年代

个体联合诊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有

综合性区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

11个乡镇卫生院。到1989年底共有床

位378张，医务人员321名。并增添了

许多大型、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全区80

个村，村村有卫生所，共有乡村医生

239名，经考核，127名取得初、中级

医师职称，他们在防疫灭病，保障人民

身体健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郊区民间很早就有传统的文体活

动，多在春节或庙会期间进行表演。解

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文体活动也逐步广泛开展起来。尤

其是近年来，全区广泛开展了“春节群

众活动月"活动，不少村集资修建活动

室，购置器材、服装。当春节临近之

时，各村“咚咚”的鼓声象春雷，震撼长

空。不仅鼓点紧凑，以钹伴鼓，阵容整

齐，气势磅礴，而且动作欢快，变幻异

常，振奋人心。这项活动原为男儿“专

利"，现在鼓手中又增添了不少巾帼英

豪，飒爽英姿，令人羡慕。‘在体育方

面，近年来，郊区不仅召开了全运会，

职工运动会，而且又增添了农民运动

会，在提高全区人民运动水平和身体素

质方面发挥了作用。1985年3月，在获

鹿召开的全市农民运动会上，郊区获得

了团体总分第一的好成绩。1988年4

月，又获市农民运动会男子组(田径)

第一名。

郊区境内交通四通八达，通讯快捷

方便，为发展城乡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

了方便。京广、石德、石太等铁路干线

穿越郊区，还有石正、石栾、石藁、石

铜、石邯、石获、石岗、仓安、红旗、

友谊等公路经郊区通往市内各单位、大

专院校和四周各县。此外，每日还有上

百次往来班车经这里奔向四面八方。市

内的l、2、3、4、6、8、9、10等路公

共汽车均在郊区设站。郊区各乡之间皆

有乡村公路相连。近年来电信事业飞速

发展，郊区的直拨电话能直接与国内外

联系。它们是维持郊区机体充满活力的

大动脉，一刻不息地向全区传播各种信

息，输送营养。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趋势和

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郊区发

展城郊型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背靠

京津，环绕省会又为郊区的经济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23万郊区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齐心协力奔小康，为全区经济

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拥有天时、

地利、人和优势的郊区，已经摆脱了愚

昧和贫困，郊区人民正用自己的聪明、

智慧和双手描绘更加壮美辉煌的发展蓝

图。我们相信她的明天一定会更加文

明，更加繁荣，更加富足，更加美好!

{，，岳唾蒋撒槲麟，i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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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

大事记

春秋后期，滹沱河南岸兴起古代名

城东垣邑(属中山国，在现郊区东古

城)。

公元前408年，魏将乐羊率军攻中

山国，三年后灭中山。

．公元前387年中山国桓公复国。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攻中山，，

取东垣等城邑。

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

公元前。228年秦攻赵，两军在滹沱

河沿岸交战。秦灭赵后，自东垣广征民

役、兵丁越五岭攻南越。
秆

秦、汉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在东

垣设县，属巨鹿郡。

公元前204年析巨鹿郡北境置恒山

郡，郡治移至元氏县故城村，东垣属恒

山郡。

西汉初，这一带屡经战乱。公元前

197年刘邦亲率大军到东垣平叛，并将

东垣改为真定县(治所在今郊区东古

城)。

-以后这一带曾先后属恒山国、恒山

郡、常山郡、常山国、真定国。

新莽时期，真定改称“思治"。

刘秀与王朗军队多次战于常山、真

定。

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真定

王刘扬反，被汉军剿灭，刘扬被杀，其

子被立为真定王。

东汉末年，、黑山农民义军起于真

定。 ，

魏晋、南北朝

三国时，真定属魏冀州常山郡。

晋初．，常山郡治所从元氏迁往真

定。

公元310年，羯人石勒率军攻取常

山。

公元337年符秦、后燕争夺常山、

中山，相互征战，并从常山广征民役。

公元350年，前燕攻冉魏至常山。

公元384年，前秦符谟以常山降后

燕。

公元396年，北魏道武帝攻占真

定，并与后燕多次在此交战，真定守军

死亡数百人。北魏控制常山后，大批

吏、民、工匠被迁往京师平城(今山西

大同市)。

}、，警馨I霍l重联重黪萼0*s；，籍．》；v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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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石邑

县治迁往万夏村(今郊区振头)。

大业初年(公元605年)，真定县

治迁往安乐垒(今正定县)。

唐初，唐军与窦建德、刘黑阀的农

民政权多次在恒州等地交战。

公元679年，突厥10万大军进犯

恒州。

公元755年12月，史思明叛军破

常山，杀万人。

公元756年2月，唐军出井陉赴常

山，常山团练杀叛军归唐，唐军驻常

山。6月史思明部扫荡河北，破常山杀

数千人。 ·

真定府，真定一带军民顽强抵抗，誓死

不降。。

公元1214年，蒙古军攻占真定，

史天泽在真定、获鹿一带与金军武仙大

战。

公元1260至1330年，真定一带连

年遭受蝗、旱、涝、雹灾，饥民大量外

流。

公元1334年，真定一带贫苦人民

奋起反抗元统治者。

元末明初，河北真定一带战乱频

繁。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

璋曾迁山西及河北真定无田产的人到风

阳屯田。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从

山西泽、潞二州向真定等地移民。

公元759年，常山、恒州一带沦为 ． 靖难之变时，皇室争帝位曾在真定

叛军伪政权。

公元820年恒州改称镇州。

公元923年镇州为北都，升真定

府，后复称镇州。 ．

公元942年契丹入侵，镇州主帅杜

重威降。

宋、元、明、清

公元973年，废石邑县，将其辖区

并入获鹿县。

公元979年，宋太宗从镇州募兵伐

契丹，大败。

公元986年，宋太宗自镇州等地抽

调兵民组织“雍熙北伐”，几遭全军覆

没。。

公元1048年，镇州升为真定府。

靖康之变(公元l 126年)金军围

等地频繁交战。 ＼、

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明王
、

朝再次从山西向真定等地移民。

公元1723年，清雍正帝(胤祯)

为避名讳将真定改为正定。

清朝同治后期，捻军曾在正定一带

活动，许多农民加入义军，后遭清廷残

酷镇压。

公元·1900年，德、法军队西犯井

陉，井陉、获鹿一带各村义和团民众顽

强抵抗。

中华民国

1925年3月，市郊孙村人梁志超在

正定省立七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郊

区有了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6年4月，市郊高家营(Ull今南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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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营)高小党支部建立，这是郊区第一

个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

1927至1939年，正定、获鹿有大

批穷苦人闯关东迁往东北三省。

1928年晋、奉两大派系军阀多次在

石家庄以西地域交战。

1937年lO月，侵华日军占领正

定、石家庄，沿途残杀人民。 ．

1939年lO月，中华民国行政委员

会批准建石门市。市区范围：东至北

宋、尖岭，西至大马村、大郭村、西

王、大谈、西岗头；南至五里庄、塔

谈、塔冢、东王；北至大安舍、赵陵

铺、董家庄、西古城、东古城。

1941年3月8 Et，又从正定、获鹿

划入部分村庄归市。并将辖区分为一、

二、三、四、五、六区，其中三、四、

五、六区为市郊。

1945年8月15 Et，日本投降后，

石门市被国民党占领。

1947年11月6 El，解放石门市的

战斗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占领了

柳林铺、柳辛庄、南翟营、北翟营、北

宋、白佛、大安舍、小安舍、东岗头、

留营、大谈、小谈、玉村、西三教、塔

谈和大郭村机场。

1947年1 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占领西焦、城角庄、东三教、槐底等

村，并突破振头镇防线。

1947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迅猛插入北焦，全歼守敌。

1947年

11月12日，石门市解放。市郊

三、四、五、六区也随之解放。

11月21日至23日，四区各村进行

民主选举，共选出代表68名，并召开

区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会后各村组

织、成立贫农团。

年末，获鹿县田家庄村划归石家庄

市第六区。

市郊各区先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区工

作组织和区人民政府。

1948年

1月1日，原石门市郊三、四、

五、六区分别改为石家庄市五、六、

七、八区。

1月22日下午，五区召开公判大

会，判处破坏国民党人员登记工作、残

害人民的日伪汉奸、特务范振兴死刑，

即日执行。

1月23日，各区更换新居民证，将

原国民身份证收回。

2月16日，各区开始土地改革运

动。

6至7月间，邓颖超率妇女工作

队，自西柏坡来检查工作，并先后到大

郭村、塔冢村看望中央工委派去的“土

改”工作队员和参加工作队的歌唱演员

郭兰英、作家丁玲。并帮工作队平息了

少数地富分子反攻倒算事件。

1949年

1月10日，各区分别召开区、村干

部扩大会议，布署结束土改工作。’会

后，各区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各村进

行土改收尾。

4月20日，五区柏林庄妇女主任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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