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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县，我的故乡，江江河边留下我童年的足迹，景州塔下有我

青年时就读的乡村师范。在那里，在刘建章、王颉竹同志的启发指

导下，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九三三年，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在家乡的土地上，我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探索、奋斗。“七·七"

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和父老兄弟姐妹们一起战斗，创建了

冀南五分区抗日根据地。八年抗战，众多乡亲、同志为国捐躯，他

们的业绩永志难忘，他们的精神永存，激励着后人。为解放全中

国，一大批景县好儿女，踏上南下征途。一九四九年六月，我离开

冀南到了湖北，和冀南地区的四千多干部一起为湖北、湖南的建设

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工作之余，心中常常浮起故乡的影子，所

幸者消息不断，虽远离家乡，亦能与家乡父老同呼吸、共忧乐。

景县人淳朴勤奋，作为老区，革命传统代代相继。解放后几十

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致力社会主义建设，l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九

／kA年回乡，亲眼看到故乡的旧貌大改，人民解决了温饱，甚是欣

慰。尽管景县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差距，但访问了部分工厂农村，

与干部群众、故旧相知交谈，叙历史，摆现在，说将来，看到了家

乡人民不甘落后奋发进取的精神，看到了工农各业发展的生机。景

县充满一片希望，可喜、可贺、可志。

以史为鉴而知得失，编史修志在我国传统悠久。景县有志始于

明隆庆，续至清季、民国，数次重修。旧志，不可否认，有其积极

可取的一面，但毕竟是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颂扬

功德，维护封建统治之工具，难与今天所修新志同日而语。前年回

乡欣逢景县志稿修纂之期，应邀参加了专题座谈，了解到该项工

作，县领导极为重视，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参阅大量史志，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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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景县志》的编辑出版，实为全

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作为现任景县的党政主要领导者，我们感到

欣慰不已，思绪如潮。

景县，与我们的祖籍武邑、枣强，隔清凉江东西为邻，且同属

一区所辖。三县自古一家，情同手足。景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景州古塔，周亚夫墓，董子故里，封、高墓群等名闻退迩，自幼仰

慕不已，遂感景县千里土地，钟灵毓秀，令人生爱。厥后，虽辗转

在外，仍时时牵念o 1988年、1989年，我们有幸先后奉调莅景，有

机会进一步加深了对景县的认识和了解。更加感到，景县自西汉周

亚夫受封于条，悠悠两千载，人才辈出，民淳俗厚，广土众民无不

可亲可爱。尤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无数革命先辈为民族之独

立，人民之解放，在这里前仆后继，挥洒热血。更有一批老同志至

今仍在中央、省、地担任重要职务，驰骋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

疆场，与古人后先辉映，成为景县人民的骄傲和楷模，令人倍加敬

慕。这些名胜、这些人物乃至由此而培育的感情，将成为我们工作

的巨大动力，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发进取，勤于政事，矢志于建设第

二故乡——景县的伟大事业，以不辜负先辈之慰勉，党之重托，人

民之厚望!
．

古语讲，“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史修志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景县历史上曾多次修志，受其时其政所限，

难免瑕瑜互见”但其“资治、存史、教化"的重要功能，在各个时期

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地方干部，我们

更能懂得以志为鉴。然而，建国四十年来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

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

侈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在我县史志记载上还未修

续，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因此，编修一部社会主义新志，实乃

历史的要求，时代的需要，人民的愿望。现在时值盛世，百事待

’举，修志工作自当提上日程，又当循次而兴。为此，早在1986年，
’

田结实、于同义二同志分任县委书记、县长之时，即与中共景县县

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县纪委、县人民武装部

的成员一起，作出了编修《景县志》的决定，并已着手进行编修新

志的各项工作。至今，县委书记已历两任，县长已历三任，始终尽

． 县力所能，对修志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应有的关注，直至出版

成书。

·孟子有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o新县志坚持“尊

重史实，秉笔直书”的原则，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如实记载地方

“三宝"发展变化之史实。它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

发，真实反映本县人民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别

着重反映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功绩。

二尤弃1日志重人文轻经济之弊，以记述经济为重点，力求通过充分反

映生产发展的来龙去脉、经济建设的兴衰起伏，揭示本县经济发展

的基本规律，以为建设景县、振兴景县之借鉴。同时，通过对本县

各个时期历史人物、革命烈士、各界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以及发扬

时代风格的好人好事的记载，书一方人和事，激千秋爱和憎，不失

为向人民和子孙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热爱家乡、振兴中华教育

的一份生动的乡土教材。由此观之，新编《景县志》确实是上继祖

先、下惠子孙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是留给后人的一份

珍贵的文化遗产。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非合众力难以成功。感谢前

任领导者，在任期内为新县志的编纂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感谢

主编周连会同志饱经沧桑，博学多闻，为修新志，殚思极虑，和副

主编李季良同志一起，带领县志办公室以及各部门从事修志的同志

们，终日辛劳，呕心沥血，几易其稿，方成此书。感谢省、地领导



部门，各地专家学者和身在外埠、原籍本县或原籍外埠、曾在景县

工作和战斗过的一些老前辈对我们的热心帮助和指导。感谢所有为

《景县志》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朋友们o

“疑乎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o阅读《景县志》可以帮

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县情，更好地从本县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兴

利革弊，谋开发利源之途，求振兴经济之策。这正是我们编修《景

县志》的目的，也是景县今天和将来的领导者、建设者们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景县志》永远是我们认识景县、繁荣家乡的重要

工具和助手。景县人民将借这部县志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沿着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步步走向繁荣和富庶。

在《景县志》出版之际，我们写下这些话，与景县人民共勉，

并权以为序o 、

’

中共景县县委书记郭华

景县人民政府县长武关仲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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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景县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杂记组

成。概述，综叙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建县以

来的大事、要事；专志32篇，横列门类，纵叙史实。概述、大事

记、人物、杂记，不用序列号。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

事记和有关专志。

二、本志贯串古今，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记述重点。

上起力求追溯起源，下限止于1985年，间有延于搁笔。

三，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

史与现状。

四、本志有记、志、传、图、表、录等，以记、志、传为志书

的主体，图、表、录分附于各篇类目之中。
五，各专志采用篇、章、节、目、子目结构，按内容性质设

篇，不受现行工作部门的限制，相属内容，均编入同一篇。
六、本志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

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
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七、历史纪年，建国前，除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
军队和群众团体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用传统纪年，夹注公

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5年8月22日县城解放之后；“建

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八、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一般使用全称，简称加

注。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历史地

名，注明今地。

九、各项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局数字，建国后历年的各项数

字，除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外，其
余均为当年价。



十、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

反面人物；以本县籍为主，亦载活动在景县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

士，入志者以卒年为序排列。在世人物不立传，对有较大贡献者，
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散记于有关篇章之中。

十一、数码书写

1．具有计算意义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不具备计算意义的

数字则用汉字书写o

2．百(千)分数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分数用汉字书写o

3．凡公历年、月、日，年龄，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世纪，年代，

农历年、月、日用汉字书写。公元前写作“前×X年"，公元直书阿

拉伯数。

十二、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公制。粮食、棉花等产量采用市斤。

旧资料中的旧计量单位保持原貌，或注明新的计量单位。
十三、引文注释采用页末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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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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