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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纸廓志
7；!坻县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主
‘

任

副 主 任

委 员

顾 问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

编修、审验机构及人员

宝坻县志第一届编修委员会

(1984年4月——1987‘年2月)

刘学礼

刘洪文骆志平

樊福珍梁振扬孙守权王福安

何观起赵克礼

崔瑞昌王静泉

孙守权(兼)

吴静顺

宝坻县志第二届编修委员会
·：

(1987年3月——1993年1月)

主 任高德仲

副 主 任 高永志吴会

委 员 王顺如 阮文举 陆 祥韩学忠魏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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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副主任吴静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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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宝坻县志第三届编修委员会

(1993年2月—— )

王俊志

张世琥陈树骧韩学忠 ，

王兰王学田 阮文举吴会吴静顺
赵克礼

吴静顺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区县志审定验收组

主 审 王 辉 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市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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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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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审 王翔(女)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指导室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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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王庆洲 李洪田 李燕风 张殿成 王希山

何广文郑志刚 刘玉普高贺华(女)

·(以来室时间为序)

摄影高凤河蔡怀知

绘图朱连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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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薪编《宝坻县志》是新中国建立后宝坻县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的出版

问落，令人高兴，值得庆贺。

盛世修悫，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沿袭至今，约已两千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毅的历史发展时期，实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

意义的重大转折，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

路，展现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成为建国以来最

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戈其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褒代化建设的耨局

面，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禅文明建设，力争在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
产值实现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全国人民坚持党在新时期的基本

路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各条战线取得令人瞩隧的成就。这一切标志着当前我

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而且同以往任何一个“盛世”都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

正是编史修志酶太好时机。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纷纷

掀起修志高潮，至今方兴未艾，一批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出的、具有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高度统一特点的社会主义新志书相继蹬版问世。这对继承我国

的优良传统，丰富民族文化宝库，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糯精律文臻建设i实现党

的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都具有重爱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宝坻县志》从1984年起即着手组织编修，至今历尽十年之功，几易志稿，终

于成书闻世。这部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混赢，用翔实的资料、

质朴的文字，真实地记载了宝坻县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穷致富、改变面貌的艰

苦创业历程，以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比较客观地记述

了社会主义革命裙建设道路上的越折与失误，真实建再现了宝坻县的历史，突出

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称得上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当然，这部书还不能说

尽善尽美，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毕竟为人们了解宝坻、认识宝坻提供了真实

可信的情况l为今后宝坻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为

向全县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奉献了具

体生动的教材；此外它作为地方文献宝库，又为巍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保存

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可见，新编《宝坻县志》，不能不说它是一都服务当代、造福

后人的宝坻信史和地方“资治通鉴一。



人们通读新编《宝坻县志》．可以增进对宗坻的真切了解，加深对宝坻的向往

和热爱。宝坻人民n，以为之具有光荣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自’豪，也可以为之拥

有充满希望的未来而欣慰。愿宝坻人民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力量，振作精神，

万众一心，奋发前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创造出更多更

辉煌的英雄业绩，谱写出更新更美的历史篇章。

县委书记赵光明

县 长张世琥

1995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按照‘‘立足当代，通合古今一、“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据实直

书宝坻县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薪中国建立詹，龙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孛

全会后，全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和取得的成就。

二、本志采用“中编法静，全书结构按编、章、节、日序列编排，编、章、节均以事

命题。编纂时，依“横排f1类，纵写史实”，“以时为序，纵贯古今"之定式编写。

兰、本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相结合的综合体裁，以语体文、记述体叙

事，文风力求严谨朴实，言筛意赅，表述用第三人称。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区划为准，对今已不在县境内的事物原则上不记，个

别与县内历史有密切关系的略记之。

五、本志上限一般起盘1172年置县时，下限止于1989年底。对突破上限具有

存史资政价值的重大事物追溯到该事物的发端。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生入和某些已故入物入录简介或列表载

之。立传人物，以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或发生的影响为标准，并以本籍

人物为主。革命烈士(包括有传的)全部载入英名录。

七、本志纪年泼辛亥革命为界，辛亥革命前用中国历史纪年，并于括号内注瞬

公元纪年；其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国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

字书写。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6年11月26日以后。

八、本志行政区域及机关肇位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用现时名豁，必要时

用括号加注当时名称。

九、本志对需要多次表述的同一事物，采取“一处详记、它处略记’’的办法处理

之。

十、本志对各种机构、组织的称谓以及各种专用名称、术语的使用等，首次出

现时爝全称，再次出现时酌用篱称。人物、政党、军队等一般直书其名。 +

十一、本志所用计量单位一律采取公制，照录或习惯上常用的旧计量单位，一

．般在括号内注明准确的换算值，有些连续出现的i日计薰单位，则其注第一次，下不

再注。新中国建立后的统计数字，以县统计部f了的资料为准；各项统计数字均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
· +二、本志学f文忠实予原著，必要时注明出处。注释栗用夹注或脚注两种形

式。
’

十三、本志对不宜纳入正志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以附录的形式保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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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位置⋯⋯⋯⋯⋯⋯⋯⋯(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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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乡里保甲⋯⋯⋯⋯⋯⋯(94)

第二节 嚣乡树⋯⋯⋯⋯⋯⋯⋯(95)

第三节社队乡镇衬⋯⋯⋯⋯⋯(96)

第三章城乡概况⋯⋯⋯⋯⋯⋯⋯⋯(103)

第一节县城⋯⋯⋯⋯⋯“⋯⋯·(103)

第二节 乡镇⋯⋯⋯⋯⋯⋯⋯⋯(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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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施质地貌⋯⋯⋯⋯⋯⋯⋯⋯(133)

第一节地质⋯⋯⋯⋯⋯⋯⋯⋯(133)

。 第二葶地貌⋯．．．⋯⋯⋯⋯⋯⋯(136)

第二章 气候⋯⋯⋯⋯⋯⋯⋯⋯⋯⋯(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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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暇荦特征⋯“⋯⋯⋯⋯(138)

第三章 河流⋯⋯⋯⋯⋯⋯⋯⋯⋯⋯(140)

第一事一缎泻道⋯⋯⋯⋯⋯⋯(140)

一． 第麓节 二缎河道⋯⋯⋯⋯⋯⋯(144)

第五节．．萼l潦碉渠⋯⋯⋯柳⋯⋯(148)

第四章 土壤⋯⋯⋯⋯⋯⋯⋯⋯⋯⋯(149)

第一葶 土壤类型⋯⋯⋯⋯⋯⋯(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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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风灾⋯⋯⋯⋯一⋯⋯⋯·(172)

第四节 雹灾⋯⋯⋯⋯．．⋯⋯⋯·(173)

第嚣节 虫灾⋯⋯⋯⋯一．．“⋯⋯(176)

第六节震灾⋯⋯⋯⋯⋯⋯⋯⋯(178)

第七节。其鬯灾害⋯⋯⋯⋯⋯⋯(179)

第三编人墨

第一章人口数蜃⋯⋯⋯⋯⋯⋯⋯⋯(183)

第一节 受生冤亡⋯⋯一．．”⋯⋯(184)

第五节迁出迁入⋯·?⋯一⋯⋯(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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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政策措施⋯⋯⋯⋯⋯⋯(802)

第三节 队伍和机构⋯⋯⋯⋯⋯(204)

第四编农村经济

第一章农业⋯⋯⋯⋯⋯⋯⋯⋯⋯⋯(207)
‘ 第一节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210)

第二节耕地与农区⋯⋯⋯⋯⋯(217)

第三节 农作物品种与布局⋯⋯(221)

第四节农技农艺⋯⋯⋯⋯⋯⋯(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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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机构⋯⋯⋯⋯⋯⋯⋯⋯(248)

第二章林业⋯⋯⋯⋯⋯⋯⋯⋯⋯⋯(250)

第一节 宜林地⋯⋯⋯⋯⋯⋯⋯(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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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植树造林⋯⋯⋯⋯⋯⋯(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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