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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顺平县志

保定市《顺平县志》修审委员会

主任赵静(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委员卢振ill(原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武铁良(衡水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辑)

路殿国(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指导组、编辑)

李继隆(丰南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编审)

刘瑞恒(原沧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齐家张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编审)

刘宝营(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赵光(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县志处副处长、助编)

宫卫红(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县志处、助编)



值此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顺平县志》出版问世，十分可喜

可贺。地方志办公室邀我作序，使我感奋之余欣然命笔。

顺平县历史悠久，是一块古老而又充满生机、平凡而又充

满奇迹的土地。 自古以来，这里涌现过许多杰出的政治人才、

经济人才、军事人才、文化人才和许多忧国忧民的慷慨悲歌之

士。勤劳、智慧、勇敢的顺平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自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上，许多顺平籍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

任，前仆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谛。早在1 9 1 9年“五四”运

动时，马列主义即传入这一偏僻小县。共产党诞生刚刚三年，

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1 9 3 0年爆发了共产党领导

下的农民起义一一五里岗暴动，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较早的中国

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共产党创建最早的革命根据

地之一。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保定外围神八路，都曾真

实地发生在这一方土地上。地道战、地雷战、正规战、游击

战、麻雀战、破袭战，到处是人民战争的海洋。这里出现过晋

察冀边区政府命名的抗日民族小英雄王璞，出现过宁死不屈刘

胡兰式的妇女干部，出现过舍生忘死保护抗日干部的钢铁堡垒

户。八年抗战期间，仅有1 5万人口的顺平小县，参加八路军

的热血青年达6千多人，有1 5 00多名英雄儿女血洒疆场，英

雄业绩真可谓感天地、泣鬼神。抗战时期，许许多多普通农民

成长为共产党优秀干部，有的成为共产党高级干部。从大革命

时期、土地革命时期至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全县向

f L



Z 顺平县志

外地输送革命干部1千多人，为全国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掩

卷深思：‘这一切，不能不传之子孙万代，以激励后人发扬光

大。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明得失。《顺

平县志》记述了顺平县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

就，记述了全县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大变化，也客观记述了历届

县委的成功与失误。县委一定要认真研究《顺平县志》，汲取

历史经验，继往开来，再展宏图，再谱历史新篇章。

中共顺平县委书记 张 莹

1 9 9 8年8月



序

序 二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顺平县志》编纂成功，付梓出

版，这是全县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作为现任顺平县政府县长

深感欣慰。

编修县志，向为历代所重视。顺平县早在金、元、明、

清、民国时期曾数次编纂和续修县志，辑录和保存了大量的珍

贵的历史资料，实属可贵。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昌明盛世，编

辑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写出一

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确实可喜可贺。

《顺平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科

学的分类方法，客观记述了本县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等各个方面，包罗万象，

确实可以称为一地之百科全书。通阅《顺平县志》，可知顺平

县历史源远流长。顺平县是尧帝的故乡，是远古文明开发较早

的地区之一。公元前1 1世纪即已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商业和

手工业。在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县域经济比较发达。这一切

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顺平县志》

还记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全县无数杰出人士为改造社会、发
展经济所作的艰苦努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顺平县

人民紧跟共产党英勇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

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

政府为治理顺平县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工业、农业、交通、邮电等各个部门，均有较大发展。
至1 9 9 7年底，全县粮食产量已达1．3亿多公斤，人均4 5 O多

公斤；全县财政收入已接近5千万元，比1 9 7 8年增长将近
2 0倍，基本实现脱贫出列和财政自立。

自古以来，国家以史为鉴，地方政府以志为鉴。地方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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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是资治。历届修志均为政府主持，其目的都是为了编

写出资治辅政的。官书”。在我的任期内出版这样一部有益当

代、惠及后人的历史文献，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一大幸事。

《顺平县志》为政府、为各部门施政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我

们一定要发挥县志的作用，认识顺平，研究顺平，进而建设顺

平，振兴顺平。以上是我审阅志稿的体会，权以为序。

顺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郝俊愿

1 9 9 8年8月



凡例

凡例

一、《顺平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述本县的自然、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纵贯古今，重记当代．上限根据占有资料尽量溯至各项事物之发端，下限止

于1997年，间有延至搁笔者。

三、本志采用中编体式。首设概述，综揽县情，次为大事记，勾勒历史脉络；!之后按

照类为一志的原则，分设地理地质人口、基础设施与知识经济、农业、工业与乡镇企业、

商业、财税金融、经济综合管理、政党群团、政权政协、政务综合管理，公检法司、抗日

斗争、军事、文化，社情民俗，人物等16编，编下设章，节、目．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

五、本志除引用文字外，一律采用现代语体文。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六、全志以第三人称记述。人名，直书其姓名。地名，除历史地名外，均以现行标准

地名为准。政区，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均使用当时通用名称。各类称谓凡有简

称者，在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同时括注简称，此后一律使用简称。

七、纪年方法，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均使用中国历史传统纪年，并夹

注公元纪年；之后全部采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两位数以下夹注公元二字，三位数以上省

略公元二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6年10月顺平全县解放前(后)；。建国前

(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关于年代的表述，凡未注明世纪的，均指20

世纪。关于月日的记述，民国前均指农历，民国时期混用，但分别注明农历或公历。

八、数码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7部门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外，一律以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为准。

十，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本县籍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兼收对

本县历史有重大建树的客籍人士，对有警示作用的个别反面人物也予立传记载。人传者均

以生年为序。对有突出事迹的在世人士，采用以事系人方法散记于有关编章。

十一、本志各项数据，一般以旧史志或县统计局编制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

不足部分采用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录自档案，史籍、旧志，报刊以及各部门提供的初稿。使用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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