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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县第一部县志经过十个春秋征集资料，凡易其稿，终成卷

帙，今已付梓。这是全县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庆可贺。

滨海县濒海枕河，百水汇聚，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千百年以

来，世事沧桑，斗转星移，滨海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绘出了色彩斑斓的

历史长卷，使穷乡僻壤变为人文荟萃、物产丰饶的富庶之乡。然而，

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年代里，邑境内黄水肆虐，啸潮迭生，兵燹不

断，战祸绵延，加之贪官污吏任意搜刮，土匪恶霸横行无忌，经济发

展缓慢，广大百姓衣食不敷，颠沛流离o

1940年10月，黄克诚同志率领八路军五纵队解放县境，全县人

民获得新生。自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滨海人民为改变贫穷落

后面貌作出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经济

发展更快，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小康工程正在实施。我们坚信，凭借

滨海一百多万勤劳勇敢的人民，丰富的资源，百万亩肥沃的土地，及

比较厚实的工业基础和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条件，再加上正在开发

的滨海大港和通榆运河，一个经济富裕、市场繁荣、交通发达、社会

文明的新滨海，不久将会耸立在黄海之滨。

盛世修志，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俩有幸主持滨海县

政，躬逢盛世，政通人和，乃编志之最佳时期，故于1993年4月组织

人员，聘请10位老同志分卷秉笔，夜以继日，默默笔耕。在编纂过

程中，亦曾多次得到省、市方志界专家、学者的悉心指点，有关部门、

单位的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可谓众手成志，在此谨向他们一并表示

感谢o



·2· 滨海县志

《滨海县志>全书32卷，177章，604节，记述了县境一千多年来

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全志广征博采，类及百

科，按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横排竖写，统贯

古今，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它的问世，必将激发全

县人民了解家乡、关心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无限热情。虽然

志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

地方文献o

‘鉴往可以知今，承前为了启后o《滨海县志>的出版，必将为我

县加快步伐奔小康、提前实现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必将成为激

励后人、启迪来兹的传世之作o

_．。’◆，·?!弩海毋记游 瓢松
：滨姚．真长涑街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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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地记述

县境的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o
’

二、本志是滨海县建置以来的首部县志，上限因事而异，尽量追

溯；下限迄于1987年，<大事记>延伸至1993年，有关卷个别附录内

容记至本志交付出版时为止。

三、本志记述范围为现行县境，对历史上划出区域一般不作记

述，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有关事物视情略记。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索引组成。遵循“详今略古，立

足当代”的原则，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编纂，以志为

主，照片附扉页之后或各篇之中，图、表、附录随文插附。志按事业

横分门类，设立篇、章、节、目，纵向记述。

五、本志《人物志>，分人物传、革命烈士英名录、人物表三部分。

立传人物为有影响的已故人物，以在本地活动的滨海籍为主，兼顾

在本地活动的客籍人物。对有劣迹，但影响较大的人物，亦记其罪

恶行径，以戒后人。革命烈士英名录的收录范围，包括滨海籍和在

本县牺牲的客籍烈士。英雄模范人物、老红军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

的滨海籍部队副团、地方副县级以上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含在本

县工作的客籍)亦列表记载o ，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加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农历年、月、日用汉

字书写，公元纪年及民国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本世纪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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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全部省略“20世纪’’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写为

“建国前后"o解放前后，以1940年10月县境解放为界。

七、本志中的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统计部门

空缺的，则采用部门提供的数据。数字书写形式，则遵循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1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书写o’

八、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分散于大事记及其他有关篇

章，不另立章节。

九、本志资料来自有关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部门档案室(或

个人)收藏的文件、报刊、专著、史书、旧志、家谱、回忆录，以及承编

单位提供的资料，引用时均经考证核实。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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