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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沧州市城区志》成书付印，是件大事，其中{：新华区志》的

编纂工作从1990年12月初开始，历时5年，数易其稿，它以流

畅的笔触，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本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卫

、生等各个方面的变迁和发展，是真实地反映我区历史和现状的一

部严谨著述。 。

在《新华区志》编撰过程中，新华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抽

调精干力量组成编写班子，广大编写工作人员克服了许多困难，收

集了大量资料，经过认真筛选分析和研讨，增加了大量内容。他

们发扬无私奉献精神，以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兢兢业业，埋头

苦干，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华区志》一册在手，可以广览新华区区情，能够为各级领

导提供决策依据，它是全区各级领导的重要资料书、工具书，将

会产生愈来愈显著的社会效益。同时，通过向海内外介绍新华区，

宣传新华区，将对我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重大作用。

虽然在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地工作，力

争提高质量，但限于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

正。
●

-

新华区区长：毕振邦

一九九五年五月



序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新华区已经走过了十五年的历

程。十五年来，新华区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全区广大干部职工认真

贯彻xtjd,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

展，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使全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

大成就。这些都需要我们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地回

顾我们所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和教训，探讨成败和得失，把我

们的方针、计划和措施建立在更加科学稳妥的基础之上，推进各

项事业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新华区志》是新华区自1980年建区以来，第一部反映新华

区历史与现状的书集，它系统地概括了新华区政治、经济、城区

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本

地的风土人情，为全区今后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历

史资料，填补了新华区的一项空白，是地方志工作的一项重要成

果。

现在，人类社会已进入突飞猛进的时代，环渤海经济圈的开

发开放，黄骅大港的建设为我们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

遇。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还有五年的时间，到2000年实现小康

的宏伟目标，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我相信，具有

光荣历史传统的新华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凭着自己

的勤劳和智慧一定能绘出新的历史篇章，一个环境优美、经济发

达、文明富裕的新华区就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原新华区区长：李桂正

一九九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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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城区志》的公开出版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运河区

志》作为这部志书的一部分，值得向关心、支持和直接参与该区

建设的社会各届人士、广大干部职工推荐。我以为，手头有了这

部综合性、史料性、概括性很强的志书，认真读一读，再谈运河

区的历史现状甚至未来，都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减少一些盲目

性。“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切不可忘记。

“盛世修志”，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历史赋予我

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重大而光荣的。我们不能有负于运河区人民

的重托。因此，我们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正确地把握现状，鼓足

勇气走向未来。我相信，志书的出版发行，对每位读她的人都会

带来一些教益，如果今后以年鉴的形式替代志书的话，这部集中

了至少十个年头区史的书，就更加珍贵难得，她既是建区以来的

第一部志书，恐怕又是最后一部志书，在二十世纪至少是这样。

该书的编纂印行，受到沧州市方志办领导和专家的审评、斧

正和热情帮助，以及社会各届的支持，我深表敬意和谢忱!由于

水平所限，难免还有不少疏漏缺陷，还望大家多多指教，以便改

进。

运河区区长张法通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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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源远流长，历尽沧桑，从古至今，有许

多说不尽的故事，也有许多唱不完的壮歌，她包含着劳动人民和

革命前辈的奋斗，也包含着我们当代人的拼搏。作为大运河上的

一朵小小的浪花，《运河区志》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它站在历

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了现运河区境内建区前19年和建区后

10年的沿革变迁。尤其是后1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方

面的成就，写出了本区的特点。为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份“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我国历来有修史编志的传统，方志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

个组成部分。古代史学家称它为“博物之书”，说它起着“补史之

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重要作用。可见，它绝

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此次编志，不但体现了古志一般佐史续延

的特点，更体现了我国现在改革开放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

期而铸就的时代特色。

志书还有史的特性，回首过去，我们不得不沉静下来，作理

智地审视。1961年复建沧州市时的这片区域是颇为荒凉，狭小的

城区周围，运河两岸，大都是小村庄和夹杂着盐碱地的田野，之

后的“文化大革命”又使这里的人民经历了一场磨难，长期处于

徘徊不前的境地。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犹如春风化雨使运河区焕发

出勃勃生机。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艰苦创业，努力工作，逐

渐摆脱了困境，出现了转机，并有许多工作呈现出自强不息、奋

勇拼搏、冲出低谷的态势，涌现了一批值得记载的实绩，形成了

自己的决策核心、人才队伍、经济实力和各个部门分工合作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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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将各系统的工作推向前进，拓宽了道路，迈向更高层次。

可以说，从这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全区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看

到时代赐予我们的立足点，看到本区的优势和不足，可以看到过

去、现在乃至将来，亦可反照自己，引发思索，得到教益。从这

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有了自我教育和传播信息的资料，这是值

得欣慰的。

在此次编写过程中，从篇目制订，内容筛选，到一章一节的

具体撰稿审改，多方搜集资料，删芜留菁，去伪存真，从事惟谨，

数易其稿，不辞烦劳，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历尽酷暑严寒达四年

有余，方编纂成册印行。在此，我谨代表全区上下，向所有参加

编志的同志和关心支持及提供方便的区内外有关单位和人士，表

示最诚挚的谢意。

凡是奋斗过的必将留下足迹。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是我们现

在和将来继续发展前进的一个重要依据。我希望以《运河区志》的

印行为起点，在今后区志的编写、修订和校正上能够成为我区一

项常抓不懈的任务，不断健全和完善运行机制，发挥其特殊职能

作用。

当然，编志对于本区，毕竟是刚刚跨出第一步，尽管编志办

的同志作了最大努力，全区各方面也给予了大力协助，但由于人

员紧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运河区副区长：回学勇

一九九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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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城区志》正式出版了，运河区作为城区之一，责无旁

贷地承担了《运河区志》的编纂任务，我感到这项工作是非常有

意义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每个时代、每一时期所发生的一

切，包括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步运行的各个轨迹。区

域性方志虽不能包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全貌，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都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发展情况。无疑，这次修志是

对我们建区十年来的一次理性地审视和科学地总结，她让所有读

者看到运河区进步的一个概貌，让亲身经历改革开放大潮尤其是

运河区建设的各届人士，在回顾的同时，得到一些欣慰、一些沉

思、一些鼓舞。这种鉴史的作用，不是一般总结所能替代的，具

有历史的深刻内涵；也不同于一般存档资料，她有高度的提炼、概

括和分析，因而是值得一读和珍藏的。

当然，由于这项工作对于一个新市区来说仅仅是首次尝试，尽

管编委会的同志们惮精极虑，历经数载，市方志办的专家和兄弟

区及社会各届有关人士不吝赐教，也难免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作

为运河区一位主管区长；恳望广大读者、专家、学者多行指教，以

利进一步完善和修订。

·6·

运河区副区长：张惠兰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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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编写原则，实事求是地概括城区的历史与

现状。

二、本志上限时间为1961年6月1日建沧州市起，下限止

1989年底，其中大事记延至1993年底地市合并之后。

三、本志依城区而分为新华、运河两区志，设有概述、大事

记、建置人口、自然地理、经济、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文物古

迹、人物、附录等。以志为主体，横排门类。有的章内容较概括，

没有分节，同时为突出城区特色，在篇目上做了必要调整。

四、人物以城区籍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和较大影响者为主，

在世人物有突出事迹者亦适当载入。

五、本志中收集的大量数据，均由统计局和有关部门提供，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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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城区志

新华区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毕振邦、李桂正

副主任：刘纯才、姚,金tlJ、韩瑞峰

委员：吕国兵、苏立明、’王长绪

张胜年、王玉荣、赵志强

主审

主编

副主编

编 辑

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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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国兵刘洪瑞

王志成、孟繁庭

王权国

刘洪瑞、王秀英

丁全祥、孙明霞

袁志华、李英杰、

王玉香、陈德新、

盛建军、刘淑芹、

崔金林、朱铁林、

李丽霞、周希增、

李功顺、从大路、

王艳春、朱丽迎、

马洪波、李庆文、代美英、

赵洪芬、孙泽猛、秦长清、

李建义、张厚树、安新东、

马友成、孙寿兰、曾庆兰、

孙国祥、刘强、延彬、

庞瑞、哈勇忠、王范权、

苑世峰、王志英、苑素英



运河区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张法通

副主任：张惠兰、回学勇

委员：叶世平、齐复明、王景阔

魏克智、魏纯阳、范秀珍

主．审：齐复明、王景阔

主编：申志辉

编辑：李超、王静

汤清泉、张淑萍

撰稿人：
。

李超、张淑萍、汤清泉、王静、

周航、申志辉、陈平、高海文、

甄洪瑞、郑玉培、李长治、宋宝权、

贺炳芹、崔耀祖、李风岐、韩祖国、

终审：王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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