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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静海县志》，沐改革开放春风，仰全县人民捧柴，赖各路英才

鼎力，经五个寒暑耕耘，厚积薄发，数易其稿，而于今问世，实为全县人

民政治文化生活中一大喜事。借此机会，谨向县内外所有支持过本志编

修工作并作出贡献的老干部、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编修

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静海县编修县志，历史上曾四阅其事，天启、康熙、同治、民国各有

成书。本志则为其五。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县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社

会主义新方志。与旧志相比，其超越之处显然可见：新编《静海县志》坚

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高扬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旋律，热情讴歌人

民改造静海、建设静海的历史功绩，这是英雄史观驱使下只记官不记民

的旧志所无法比拟的，此为其一；新编《静海县志》把人们的生产活动和

全县的经济发展作为记述的重点，较之旧志重人文而轻经济的偏颇，内

容更广泛，更丰富，此为其二；新编《静海县志》运用当代自然科学的积

极成果，调动摄像、美术、制图、制表等多种手段，做到文、图、像、表并

茂，相映成趣，也是旧志所无法企及的，此为其三。除此之外，新编《静海

县志》在详今略古以突出时代特色，详独略同以突出地方特色，实事求

是以保持真实特色诸方面也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因此，可以说

这是静海迄今最有权威的信史与百科全书。

披览斯志，感慨良多‘。静海过去曾是一个穷县。千百年来，静海的

先驱者们上下求索，寻找改变静海旧貌的济世良策，但壮志未酬，留下

了慷慨悲壮的历史回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

下，只用了40．多年时间，就使静海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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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社会

局面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到处呈现一片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欣欣向荣的景象。历史在昭告世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静海人民

翻身解放，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静海走向繁荣富强。

而今，新编《静海县志》既成，静海夙来之兴衰得失俱历历可鉴，我

们应从中汲取教益，体察县情，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不断创造静海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辉煌：以上达先人，下裕后昆，让静海人的风采

永照中华。‘
， ’

中共静海县县委书记 崔士光

静海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占发

1995年8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尽量上溯；除照片、志补、

附录的下限延至1 994年底外，其它编的下限均止于1990年底。．

三、全书内容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综合运用，以志
，

为主。 ．～ ．

、 四、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编、章、节、日，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

． 制。所载事物，原则上限于现行区划；重大事物，追溯到旧时区划。

五、政区及机关名称，均使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当时名称

外，均为现行标准地名。

六、入传人物以静海县籍为主，兼收在本县工作时间较长并有杰出

．贡献的客籍人士，先后排列以卒年为序。生人不立传。

七、历史分期，“古代"泛指鸦片战争以前；“民国时期"指1912年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新中国建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建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

八．、纪年，民国前用中国朝代年号，后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公元

纪年，后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只用公元纪年。 ‘。

九、各项数据：

． 1．一般均用静海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

字。

2．新中国建立后历年的各项经济数字，除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



业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折算外，其它均为当年价。

十、数字书写：

1．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固定词汇、专用名称和表述性语

言中的数字，用汉字。

2．百分比用百分号及阿位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3．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十一、为节省文字，下列名称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中国

共产党为中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共青团；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

文革；中国共产党静海县委员会为县委；静海县人民代表大会为县人

大；静海县人民政府为县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静海县委员会为

县政协。其它简称，每编第一次出现时括号内注全称，后文均用简称。

十二、资料来源：县内各单位提供的专业志，省、市、地、县档案资

料，正史、旧志、家谱、报章、刊物、专著的有关资料及县志办搜集的口碑

资料，凡考证无误者即予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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