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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交通工会工运史志征编工作

加强地方志学术研究

提高新方志编纂水平

——叶连松同志在全省地方志学术交流会上的讲话

(1989年3月3日)

同志们：

我省地方志学术交流会今天开幕了。这次会议，通过学术交

流、相互学习，对提高我省方志工作者的方志理论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对我省方志理论研究将起到推动作用。会议期问，还将成

立河北省地方志学会，以便更好地组织和推动全省的方志理论研

究工作。下面我就今后地方志理论研究和新方志的编纂工作讲几

点意见，请同志们研究。

一、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和几年来的工作回顾

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方志编修之所以绵延

不断，是因为方志有“经世致用”的特殊功能。地方志通过对地

方历史的客观记载，汇集了天文、地理、经济、文化、政治、社

会等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方资料。历代旧方志是名副其实的地方资

料宝库。它为地方治理、开发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供借

鉴。这是地方志编修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但是，1840年鸦片战

争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世纪来，由于社会动荡不

安，致使地方志编修工作长期中断。我省的省志如果从最后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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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辅通志》算起，已中断一百多年。各县县志在本

代普遍编修一次后，也已中断五十年。然而在五十年

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的巨大变化，取得了新民主

伟大胜利，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在这期间，我们取得了许许多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文化大

革命”这样的深刻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应当记人志书，永垂史

册，为后人借鉴。我们这次修志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修出贯通古今的新

方志。新方志记载的重点是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特别要写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内容。编

修好新方志，会为我们留下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地方资料著述，

为后人留下一份传世的精神财富，为各级党政领导实行正确决策

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为我们对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家乡

教育提供内容丰富，生动的乡土教材。同时，不少市、县还以编

新地方志汇集的新资料作为历史依据，确定经济开发的正确方向。

有的利用这些资料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久而未决的悬案。可见，

编修新方志是承续地方历史的需要，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也

是子孙后代继承前人事业的需要。

我们这届修志，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和灾难

以后，由胡乔木同志在1980年召开的全国史学代表大会上倡导用

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修方志开始的。此后，全国各省在党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陆续开展了这项工作。我省

地方志编纂工作，从1982年5月开始筹备，从1984年5月向省

直和各地、市、县部署修志任务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时问。

由于省委、省顾委、省政府的重视和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支持，

在全体修志人员共同努力下，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到

目前为止，省、地(市)、县各级及其直属部门都建立了修志领导

机构和办事机构。全省各级修志专业队伍已达千人以上，兼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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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人员上万人。修志工作已在全省各级普遍展开，近一年多取得

了较快的进展。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完成了我省《市县概况》的

编写、出版和发行工作l省商业部门的《河北省商业志》业已出

版；省志中的《人口志》《地质矿产志》已经写了初稿。新编《井

陉县志》已经于1986年正式出版发行。新编《三河县志》、《霸县

志)已经付印。今年还将有一批新县志和省、市、县志中的部分

专业志陆续出版。通过几年来的努力，全省已为完成这届修志任

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还

会取得更大的收获。

=、积极开展地方志学术研究，努力提高修志队伍的素质

目前，多数地、市、县和省直部门已进入志稿编写阶段。在

修志实践巾，大家都感到修志人员普遍缺乏方志学方面系统的理

论知识，一部分同志的业务素质还不适应当前修志工作需要。因

此，这次会上将要成立的省地方志学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以提高修志工作的水平。地方志学会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主要

工作任务就是组织方志工作人员进行地方志学术研究活动。为了

搞好学术研究，我想，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充分认识开展地方志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地方志的编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地

方志作为一种著述，经历了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形成了独

立的体系和完备的体例、体裁和方法。这就为方志学的形成奠定

了客观基础。方志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是清代中叶，由章学诚

创立．发展到今天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旧方志学反映的是封建

阶级的要求，基本上是以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为指导．以帝王将相、

达富贵人的需要为目的。它的基本内容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树

碑立传，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为宗旨。我们现在修志的宗旨与

旧方志截然不同。新方志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社会主义和人民的需要为宗旨，它必须反映“坚持党的领导，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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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必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

务。

为了保证新方志充分体现编修宗旨和时代要求，必须努力提

高修志队伍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我省参加30年代那次修志的

人目前已经屈指可数了．对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来说，修志还是

一项陌生的工作。目前的修志队伍大多是从不同岗位上抽来改作

地方志工作的。在这之前，极少数人接触地方志，大多数人没有

接触过。这些同志走上工作岗位后，既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更

没有系统地学习方志学理论，都是在实践中边学习边摸索进行编

修工作的。因此，我们的修志人员在编修实践中，必须认真学习

方志知识，努力进行地方志学术研究，变外行为内行。只有这样，

才能很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编修新方志的光荣使命。

第二、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从目前修志工作进展的情况看。提高方志学术研究水平．已

经具备了很好的条件：一是，全国先进省份已进行了大量的方志

研究工作，方志理论研究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我们可以吸收他

们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的实践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二是，我

省方志编纂工作一般已开展四年．起步早的已有六年时间，方志

工作者已经摸索到一些经验和体会。把这些不系统的经验、体会，

经过研究、提炼、升华，就有可能提到理论的高度。三是，几年

来我省的方志工作者参加了方志培训班或省内外各种方志业务研

讨会，并结合工作需要学习了方志学基础知识。一些同志已经进

行了一定的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初步形成一批方

志理论研究的骨干力量。我相信，地方志学会成立后，通过学会

组织的工作．一定能够把我省方志研究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搞好地方志学术研究，除了具备好的条件外，还需要有正确

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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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方志理论研究才能沿着正确

的轨道前进，才能导出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的理

论是在同错误理论的斗争中发展确立起来的。只有经过讨论，辩

论．才能使人们的认识深化，使理论趋于正确、完善和使人接受。

至于错误的理论，也只有通过讨论、辩论，有同正确理论的比较

中．才能使其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唯物史观，通过反复的比较鉴别，才能把旧方志错记

的历史改正过来，使新方志符合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三，总结实践经验，提高新方志编纂水平． ，

我省地方志编纂工作．几年来有了较大进展，但在工作中也

确实遇到了一些尚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关于市志和市属

县的县志如何分工的问题；关于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关

于志书的份量和出书速度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结合本

地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去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意见。

对前几年的工作实践，应当进行认真的总结，找出成功的经

验和失败的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以提高修志水平。从前

几年修志情况看，过去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提法有片面性，有些

问题作为结论尚不成熟，需要重新认识，找出正确的答案。目前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也越接近子实际。这对于正确解

决修志实践中的问题和提高修志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今后

各级地方志领导机构应认真抓好经验总结和方志学理论的研究．

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指导修志实践，以提高我省新方志的

编纂水平．

三、发扬我省修志的优良传统，力争编纂出具有高水平的新

方志

我省历代所修的志书、志略有1400余种。数量之多，居全国

首位。早在东汉，涿郡人卢植就著有《冀州风土记》，这是一部主

要记载今河北地域内容的区域志，我国第一部体例、内容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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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志书——<元和郡县志>是唐代赵郡人李吉甫所著。元、

明、清、民国期间，今河北之地是国家首都所在地，史称首善之

区，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河北作为京畿之地，是人

才聚集和人才倍出的地方。这是河北修志人才多，志书数量多，名

志多的原因。清乾隆年间，献县(今属沧县)人纪昀不仅是我国

著名的‘四库全书》的总纂，而且精通方志之学，在修志和方志

理论方面亦有突出贡献。清末．我省新城县人王树楠，是全国著

名学者，‘清史稿：}的总纂之一，一生修志不断，编修省、府、州、

县志几十部。他修志数量之多全国仅有。我国最早的具有完整科

学体系的两部方志学专著，即新河县傅振伦所著‘中国方志学通

论》和阳原县李泰菜所著《方志学》，都是出自我省人之手。我省

有全国著名的志书数十部，其中有突d’经济内容的康熙《灵寿县

志》，有章学诚编纂的乾隆《永清县志》。清末李鸿章所修《畿辅

通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翔实，洋洋三百卷巨帙，是我国最负

有盛名的几部省志之一。

综上所述，我省修志有着光辉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我们这一

代方志工作者要继承这一光荣传统，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编出

高质量、高水平的新方志。为此。要注意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

是，目前还有少数修志单位和组织机构不健全，修志工作人员太

少，远远不适应开展这项工作的需要．应尽快健全机构．配齐适

应工作需要的修志工作人员。对于适合作修志工作的干部的调入，

各地、市、县及有关部门领导，应给予大力支持。值得提出的是，

一些地方把一些不懂行又年老体弱需要照顾的同志，．分配去作修

志工作，结果占了修志干部的编制，却又不能承担修志任务。对

这些人员应尽快予以调整。二是，我省省志和多数市、县志的编

修工作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撰写初稿阶段。在这个阶段应特别注

意提高主编及撰稿人员的业务素质．主编是志书编纂这一“综合

工程”的总工程师。主编业务素质的高低，是决定新编志书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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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没有主编的应从速调配．对那些文化程度低，不懂方志

编纂业务的主编和撰稿人，要通过举办方志培训班、专题研讨会

和评稿会等活动，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经过一段培养、训练，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要予以调整。三是，为征集资料工作和撰稿工

作提供经费保证。编修方志，需要查阅大量图书，档案资料，都

要花钱。复印资料费用也比较高．初稿写出后，还需要广泛征求

意见，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和评稿会，这些活动也需要花钱。各

级、各部门领导要在修志费用上给以支持，必须开支的费用，应

予以保证。四是，要解决离退休人员和兼职人员的修志生活补贴。

这届修志，除了少量的专职修志人员承担指导、编审和总纂工作

外，大量的基础工作是由兼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来承担的。为了

给他们刨造较好的工作条件，鼓励他们更好地工作，应该给他们

以适当的生活补贴。具体标准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己的财力情

况自行决定。

同志们．近几年中中央领导同志对修志工作有不少重要的指

示和要求。1986年，李鹏同志在四川考察工作时指出“一定要写

好县志”。我省各地、市部门的领导对修志工作也越来越重视了．

一些落后地区和单位，修志工作已经有了进展，但是还有极少数

单位至今行动缓慢，这些单位要迎头赶上，尽快扭转落后局面。

最后希望在座的同志和全省修志工作者在第一代新方志的编

纂实践中奉献聪明才智，完成这项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

业，为我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901·



河北省交通工会文件

冀交工字E19883 7号

关于组建省交通工运史志编委会的通知

各地、市公路运输(交通局)工会，省地铁、海员工会：

为加强对我省交通系统工运史志征编工作的领导，认真落实

省总工会的有关指示精神，经研究决定，组建河北省交通工运史

志编委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任：董天祜

副主任：李维谦、徐震鹏

委 员：王玉海、王峻峰、汪鸿志、杨炳琪

主编：徐震鹏(兼)
。

副主编：王玉海(兼)

办公地点暂在省交通工会，电话：746372，联系人：于秉成。

我省交通运输行业属于工人阶级产生、工人运动发展、工会

组织建立较早的行业之一，交通运输系统的工人运动具有光荣传

统和悠久历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确实急待收集、整理和编史

修志。而我们动手较晚，已落后于其它行业。为迎头赶上，要求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工会组织，进一步加强领导，组织力量，结

合当地对史志征编工作的要求，认真搞好工运部分的史志征编工

作，以告慰前人，服务当前，受惠于子孙后代。

各地、市交通工运史志的征编工作，要以各地、市公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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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或交通局工会为主，地铁、航运系统分别以两产业工会为主，

建立相应的组织，确定具体编写人员，积极开展工作，并及时向

省交通工运史志编委会提供有关工运史志资料和成果。当前请尽

先提供工会组织沿和工运大事记资料，以便于沟通情况，推广交

流经验和相互协力，更好地完成我省工运史志各阶段的编纂任务。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抄报：省总工会史志编委会，省交通厅史志编委会，中国公路运

输工会、海员工会

抄送：唐山市第一、二运输公司工会，各地区运输公司工会

注：编委会组成人员，因工作调动或离退休或病故，嗣后做

了调整和增补。

河北省交通工会文件

冀交工字[19883 10号

关于印发河北省交通系统
工会志编纂规划意见及编写篇目

(参考稿)的通知

省各地、市公路运输(交通局)工会、省地方铁路工会、省海员

工会、各地运输公司工会．唐山市第一、二、运输公司工会·厅

直各单位工会：

省交通系统工运史志编纂委员会根据省总工会的指示精神，

参照其它产业工会志编纂经验，结合交通工会的实际情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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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省交通系统工会志编纂规划意见及编写篇目，这个意见。任

务明确，重点突出，步骤清楚，要求具体，适合交通系统工会的

特点。各单位接到通知后，要认真研究，做出规划，制订措施，组

织实施，并及时将落实情况和意见反馈省交通工会。

附：河北省交通工会志编写简要说明和注意事项及成书标准。

一九八八九月九日

抄报：省总工会，中国公路运输工会、海员工会，省总工会史志

研究室，省交通厅史志编纂委员会

河北省交通系统工会志编纂规划意见

(参 考 稿)

当前我省工运史志的征编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一些产业工会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经验，我们交通系统在这方面工作上，由于

起步晚，已经拉大了距离。因此，各级工会组织要高度重视与加

强这项工作，集中精力，保证时间，充实力量，奋起直追，力争

按时、按质完成编纂任务。

我省交通系统的工会组织，有着悠久而光荣的斗争历史。早

在战争年代，就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为夺取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团结

广大职工群众和联系各阶层人民，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

新，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建立了光辉业绩。整个历史辉煌灿烂、丰

富多彩。认真征集整理编写好工会志和工运史．是我们各级工会

组织的一项重任务。

编史、修志，既是总结历史，对历史的再认识，又是告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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