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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部《桥东区志》成书问世，标志着桥东区有史无志的历史至

此结束。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可喜可贺，欣然作序。

桥东区地处石家庄市中心。据考证，发迹于隋，但在卯余年前

只不过是几个小村庄而已。随着2D世纪初京汉、正太铁路交汇于

此，遂发展成为市区。新中国成立后，桥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领导下，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移天

换日，推动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把一个解放前满目疮痍、

几近荒芜的IE7城区改造建设成为高楼林立、路通九衢、民康物阜、

商贾云集的社会主义新城区。其奋斗历程曲折艰辛，其人物事迹可

歌可泣，不仅丰富了修志之内容，也为后辈留下了值得骄傲的辉煌

业绩。

这部志书五历寒暑，四易其稿，广征博采，求实存真，志之所

收，均属精当。既将历史沿革、社会发展、人物风情评略有别．分

述于卷，又在修书体制上力求创新，融客观性，历史性和全面性于

一炉，对资治、育人、存史．必具硕益o

《桥东区志》修成付梓，有赖各级领导的关心重视，各界人士的

鼎力支持，编纂人员的辛勤劳作。然集其功当归我们这个政通人和

的时代，正所谓：“蛊世修志’’，志截蛊世。愿有识者珍以致用，更望

桥东22万人民继往开来，奋发努力，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

图大业，为桥东历史续写新的壮丽篇章。

中蒺矫东区委书记周梦基



序 一
}点 一

编纂区志。在桥东区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o《桥东区志》历时五

载，终于付梓成书，诚非易事，堪称蛊举o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地方志作为纵贯古

今、横纳百科的综合性资料著述，在祖国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熠熠生

辉，其“资政、存史、教化"的功用实非其它文献史料可比拟。为

此，桥东区政府在修志伊始，便确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要为

后人留下丰厚的物质财富，又要留给子孙宝贵的精神食粮"为修志宗

旨，加强宣传发动，提高全区对修志事业的认识高度。同时抽调得

力人员组成修志班子，拨出专项修志经费，作到要人给人，要钱给

钱。在修志期间，区政府把修志列为历年的主要工作之一，并从政

治上、生活上对修志人员给予关心和照顾，使修志工作得以顺利进

行，保证了志书以较高质量、较高水平出版。

《桥东区志》作为桥东区首部志书，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严谨

翔实地记述了桥东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诸项事业的

发展过程，特别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事业的发展浓笔

重墨，突出了时代特点，展示了经济发展的主题。实为桥东区的“百

科全书’’o
‘

古语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察古今，，，

《桥东区志》揽古今万事于一身，可以为各界人士了解区情，鉴往知

来提供可靠的依据。也为桥东区人民提供了_部翔实的乡土教材o

《桥东区志》的出版，是桥东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在此，我谨代表区委、区人大、区政

府、区政协向为《桥东区志》成书作出贡献的编辑人员及各界人士

表示诚挚的感谢!

桥东区人民政府区长史文朋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

点，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o ．

二、本志上限以事物发端为限，下限截止1989年。

三、本志内容，本着事以类从，分类设篇的原则，共设28篇，

每篇按章、节、目记述，部分篇、章设无题概述。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包括记、述、志、传、录、表、图

等体裁，以志为主，其它为辅。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主要收入区内社

会和自然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要事和新事。

六、本志对建国后政治运动的记述，本着“宜分不宜合，宜粗不

宜细"的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之中。

七、本志记载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本籍人物、正面人

物、近代人物为主的原则，选入当地卓有贡献的各阶层、各行业已

故人物，记其功绩，彰往昭来，排列以卒年为序。在世人物事迹突

出者，用因事系人的方法在有关章节中予以记述。

八、历史纪年，解放前一律先写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再在括

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解

放前、后以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为界。

九、本志所用计量单位，一律按照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的规定执行。

十、政区与机关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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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用历史名称时，括号内

加注现用名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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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志数字的使用，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

出版局等7单位1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执行。

十二、本志对驻区单位的介绍，以能反映当地事业发展特色为

标准，详略结合。

十三、有关学术和科技名词，原则上一律应用术语和学名，一

时尚无考者，暂用俗词和土名。

十四、本志资料多源于市、区档案馆藏文史资料和市各专业志

资料。部分为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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