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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县新集镇’志

中共昌黎县新集镇委员会
，。

昌黎县新集镇人民政府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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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盛世修志黟。 ，

’

回顾过去，从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施家坨建村起，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集镇人民经历了漫长的封

建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受尽

了剥削压迫，历尽了千辛万苦和战争劫难，直到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镇=

人民才彻底翻身解放，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特别是从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1985年，也是全国解放后，在政治

上安定团结，在经济上迅速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值此盛

世，极应修志，以记录现实，教育后代。

所谓记录现实，就是要把新集镇各村从建立村落起，直

到建国后的1985年，各个阶段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再现给人
民，并永志不忘。

’

．

首先，新集镇的村落建立，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施

家坨建村，明朝洪武三年，到大部分村庄于明朝永乐二年

(1404年)建立，都有五，六百年受封建压迫的历史，特趴

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又经过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时1

期，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再到建国^

后的1985年，所有各个阶段的历史，人民都需要了解它。

其次，新集镇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抗日战

争时期，昌黎人民举行“三八"大暴动，新集镇就是华北抗

●‰霉慧矗F-



联军的发源地和指挥部所在地之一。从1944年起，这里被

辟为解放区，新集人民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

贡献和牺牲，人民需要牢记它。

第三，新集镇地理位置优越，是昌黎县西南部能政治、

济、文化中心，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西面与滦县、滦南县

界，西南面与乐亭县隔河相望，是昌黎县与邻县物资交流

活动中心，人民需要了解它的重要性。 ．

第四，新集镇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特别是党j勺十一届

中全会以后，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商品生

产，发展多种经营、、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都积累了一些经

验，特别是在发展高效益农田、庭院经济方面，是新集镇的

优势。人民需要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

第五，编写镇志，它既记叙了本地区人民群众自；革命斗

争，生产建设、家乡面貌的变化和现状，又以史实说明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不仅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

是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教育的一部好教材。

综上所述，这就是编写《新集镇志》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但由于缺乏资料，史实不全，加之编写水平所限，难免

有许多不妥之处，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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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昌黎县新集镇委书记韩仲文

， 198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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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I

新集镇位于昌黎县城西南21公里处，西沿滦河，是昌黎县

五大镇之一，为昌黎西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副

产品的集散地。除镇党委、镇政府设在新集以外，这里还是

新集工委，新集办事处驻地。新集派出所，新集法庭、昌黎

县新集中学，昌黎县医院新集分院，新集粮库，新集税务

所，工商所，电力站，变电站、电影发行站以及新集供销

社，邮电支局等均设在这里。除此之外，镇所属的还有新集

镇中学、卫生院，医药站，信用社，文化站，农技站等。

这里农业发达，自然资源雄厚，·盛产玉米一高粱、小

麦，红薯，花生等。花生是全县集中产区之o，花生平均年

产量在一百八十万斤至二百万斤左右，除部分自用和留作种

子以外，绝大部分卖给国家。自1983年改变产业结构，推广

高效益农田以来，各村都实行了大面积的间混套种和粮菜连

作，不仅收入成倍增长，而且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农副产品和．

商品菜。

新集镇的建置由来已久，在新集镇所辖的十三个村中，

施家坨村建村最早，建于明朝洪武三年。在明朝永乐二年建

立的有尖角、裴各庄。小营，丁村，西新庄子，高庄为明朝

。万历六年(1578年)建立，西赵庄于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

建立，只有新集镇建镇是由于清乾隆年问滦河发大水，套

里街被毁，套里街人民开始向这边搬迁建村．到光绪二十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年(1 897年)新集建立集市，定名为新集镇。

新集镇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与敌人作殊死斗

争的历史远源流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激烈，1938-

年新集人民参加了有名的“冀东三八大暴动”。事情薛经过

是这样的：

1937年12月，冀东党组织以华北“自卫会"仨乞名义，在

滦县召开了十县人民抗日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开展抗日游击

战争，并明确进行分工，昌黎能抗日暴动，由共产党员张其

宇领导。1938年6月，张其字首先发动保卫团长李盛瑞在赤

崖举行了“赤崖暴动’’，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同年7r

月丁万友在荒佃庄一带扯起抗日大旗，张其字又以“团结抗．

日，爱国一家”的道理说服了丁万友与丁盛瑞部联合起来，．

后来又在新集一带联合了董锡福部的八百多人，声势大振。

髓之新庄子村蔺乃功受张其字、丁万友之约来到新集参加了7

起义部队。此后，张其宇把起义队伍编为华北抗日联军昌黎

支队。支队正式组成了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

十二等五个总队，刘成玉、王二虎、董锡福、李盛瑞、肖连：

许分别担任各总队队长。张其宇为党代表，丁万友为五路总

指挥，蔺乃功为参谋长。队伍里备有土炮，炮身上写着“卫

国大将军"，士兵左臂一律佩戴红色袖标，号称“红军"。，

行军时，前面的人扛着大旗，上书“抗日救国”四个大字。

队伍白天休息，晚上行动，联络口号是“红灯照，绿灯接"。

五个总队成立后，。到处打击地主武装，敌人闻风丧胆，．

一举扫除了除城关和二区以外的所有大小据点，并曾攻打昌

黎城，给气焰嚣张的敌人以重创。
。

1938年9月中旬，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在遵化铁厂召开会

议，决定抗日联军大部分撤到平西受训，联军遂于10且

： 三 ·



I句平西撤退9．吕黎支队也随着向西撤退。不料部队进。军

到遵化宫里时，受到敌人强大兵力的围攻。保卫司令部的二

十九总队浴血奋战，总队长董锡福壮烈牺牲。．二十七、=十

八总队的总队长刘成玉、王二虎，本来不愿意改编，听到枪

响，偷偷逃回昌黎。三十总队前去接应，因敌人全是重武

器，打了三、四个小时也撤退了。后来司令部被包围，

战斗已持续一整天，虽经英勇反击，终因敌众我寡，丁万

友，蔺乃功、董锡福及司令部全体人员均壮烈牺牲。但这次

暴动，横扫了敌人的威风，振奋了民族斗志，立下了不朽的

功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全镇人民积极动员，出民

工，出担架、出粮草，参军支前支援部队，埋地雷，破交

通，全民抗战。在战斗中，全镇出了不少英雄和烈士，区文

联主任张彬如(裴各庄人)区教育助理陈荫增，均死于国民

党七乡联防手中。在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工人增资，二五

减租，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更是异常激烈，全镇人民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白乞胜利。

解放后，全镇人民紧跟共产党，积极开展“一化三改，，

运动，兴起互助合作高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方田化、

水利化，林网化、电气化，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都作出巨

大贡献。当然，党在工作中也有失误，但广大群众坚信共产

党是为人民造福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人民在

胜利的时候紧跟着党走，在困难的时候，也是坚韧不拔，充

满着胜利的信心。这是全镇人民革命传统的最好体现。正因

为有这样的好传统，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能使

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起死回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在农村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3 ’



调整了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益农田，开展多种经营，发

展商品生产，全镇的粮食亩产、人均收入都增加两倍多，人

民生活大变样。回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将来，i’怎不HI=1人
喜上眉梢，乐在心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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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犬事记

第一章

新集建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97年——1949年>

：，．_。 jj 1897年．．
i

新集的建立，是清乾隆年间滦河发大水，套里街被淹，

那里的人民开始向新集迁移。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套

里街群众迁至新集四十余户。因套里堡已不存在，故新集代

替套里集。与此同时，套堕堡也迁至新集，逢五排十集日。

． 1912年’，： 。．

．

．
中华民国成立。 ，、

●

， 1914年 ，，

’ 过去没主沙地，统一上报。
‘

一

1915年

，尖角、裴各庄、施家坨，西新庄子均建立起初级小学。，
． 一

。

，．‘

1920年

高庄马守山创办马氏小学。
‘

，。 5 ‘



1924年

两次直奉战争，使这里的人民深受其害。尤其是1924年9

月问，张作霖率兵千五万进攻山海关，臭佩孚率兵二十万迎

戡。后来直军溃退到昌黎境内，边抢边退到滦东东岸，奉 。

军追来，在蛤泊，靖安、新集—带大抢一通，并且奸污妇

女，无恶不作。‘
7

-

‘

o “

2- ^”·。1926年’ P’ ‘“¨

年初，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沿滦河作战，这里又蒙受．

了战争的劫难。 ， o’ i_．． ，i： 弘．．
，

’。 ，

，，
，

! “。， ：’1928纪- ；j，。

。

I己，，⋯?：} ≯ ’、，?：．，2-‘．，． 一· ．

是这里遭爱兵灾最严重的一年。 ， ，一．．．o：
五，六月间，奉军十万余人，由京津地区退到滦河东

岸，筑垒防守，新集一带各村都有驻军。奉军的军纪很坏，7

到处占民房，i拉民夫，吃民饭，打骂百姓，好污妇女F
九月，奉军与直鲁联军在靖安，石门一带血战七昼夜，

双方战死万余人。新集，裴各庄也被触及，庄稼被踩坏，牲

畜财物被洗劫。 ～． ．_。i，。， ’

同年夏季又连下大雨、冰雹，刮大风、闹蝗虫。

同年冬季，国民党军队在滦河西岸的会里(原属昌黎) ．．

设立了国民党的昌黎县临时政府，以李德滋为县知事，管辖

八十多个村庄，新集一带均属临时政府管辖。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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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驻长城沿线二十九军及其他军队奋起抗日弋新集
镇裴各庄村刘振国(保定讲武堂出身)毅然加入抗’日救国

军，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督战司令，先后在新集、崖上_、施各庄

一带召募兵员二百余人。3因有人告密，被捕入狱，后被保释。

·

1 933生
¨

●

一月，昌黎县长梁育才，随同张庆余部：狗保安队到昌黎

担任地方官。 -n一÷：。’．‘譬。 o：：
‘’。

．‘r
’

，三月，‘’新集保卫团成立，。团长是王子练(施家坨人)共

有团丁7＼十余人：‘·‘ -j ：’～：”“ ．

⋯。

四月十六日，昌黎沦陷。i’ j “
．

’j
‘

五月，新集设立磐区。～ j．’L‘。

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协定》签字。昌黎变成非武装
区。一i，，：-。．”√j，0．j⋯一，；_?～．

六月，土匪为患。时因施各庄马俊德fl勺手枪被杨柳上庄

张瑞林(保卫团长)缴械，马便勾结河西土匪百余人，东犯

昌黎县，先路经裴各庄，攻击裴各庄地主赵老频家。因赵家

有枪数支并开洋布庄：攻破后，除掳去枪支弹药、黄金，大

洋以外，各种贵重物品被抢劫一空。及至攻入杨柳上庄张瑞

林家以后，张瑞林被活捉掏心，他的兄弟和叔父被枪杀，炮

手张英被打死，房屋财产被大火付之一尽。
‘ 九月，义勇军军官方子州(乐亭罗各庄人)：，由路北经

昌黎回家，路经西新庄村，王子练带领民团，将共本人和随

从共四人，打死在西新庄房后。、因方子州是地主势家，与官

府交往甚厚r于是将王子练拿获归案，，：监毙于天津。以后，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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