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180

豢2一鏊，誉夕；气曼-誊—一≯簿。遵蔓凑。适雾参堂警j ≤。藿囊麓j≥”

耋磐蜃褒瑟蠢≥

妻二爹豪多



东光 县态
东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方志出版社

沙)21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光县志／河北省东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一北京：

方志出版社，1999．1l

ISBN 7—80122-535-X

I．东⋯ II．河⋯ Ⅲ．地方志一河北一东光县 IV．K29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1748号

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角门北路甲8号院l号楼106室

通讯信箱：丰台区西罗园邮电局7713信箱) (邮政编码：100077)

责任编辑：李沛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1999年11月第l版

开本：16

字数：1125千字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47

印数：1-2300册

ISBN7—80122—535一X／K·195 定价：150元



中共东光县委书记张占林题词



中共东光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法龙题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共东光县委副书记左德兴题词

；



东光县政府副县长张再月题词



序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东光县志》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

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也是东光人民久有的夙愿。

东光历史悠久，有灿烂的文化遗产，有丰富的特产资源，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漫漫历史长河，流逝了人们多少辛酸之泪，时代互迭，崛起了无数英雄豪

杰。然而，由于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禁锢，人不能尽其才，物不

能尽其用，留给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劳动者的只是贫穷、落后和饥

饿。

新中国成立后，东光人民获得了新生，为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们在各

自的岗位上，辛勤劳作，艰苦奋斗，谱写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二曲曲

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积累了丰富的可资借鉴和吸取的经验，为推进社会发展

立下了不朽功勋。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遗产，是精弄由文明宝库中的珍贵财富。编

修地方志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是时代的需要。实践证明，无数有关自然和社

会的丰富资料，赖以地方志而保存下来。唯一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再现东光历

史全貌的只有地方志。一部县志，就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编纂《东光县志》

是上承先人、下惠子孙的大业，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县志翔

实记述了县内地理、人口、民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及风俗等各

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将为东光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为对

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思想品

德教育提供不可多得的教材，为保存地方文献、为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

编写省志、国史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

《东光县志》在长达十多年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同志亲切关怀及

专家内行的热心指教，也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全县各界人士的

通力协作。因此，这部新县志，实是成千上万人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东光人民



将从中鉴古知今，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建设繁荣富强的东光而努力奋斗。东光

人民所开创的业绩，也必将被后人载入新的历史史册。

值《东光县志》出版之际，寥志数语，权以为序。并谨向为《东光县志》编

纂、修改、定稿、出版工作做出贡献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各方人士致谢!

中共东光县委书记张占林

1999年7年5日



序 二

东光县系西汉初年建置的古县。两千多年来勤劳智慧的东光人民。世世

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艰苦奋斗，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灿烂的

文化，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东光修志，始于明代中期。明武宗正德十六

年(1521)邑人廖纪首修，至清末，先后凡六修。现在本县保存较完整的仅有清

光绪十二年(1886)周植赢、吴浔源修纂的版本。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旧

志在理论观点和内容材料上，都存有不少封建糟粕。本县最末一次修志，迄今

已有百余载。而这段历史，正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国

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的历史，是正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因此，重新修纂一部贯通古今“前有所稽、

后有所考”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全县人民的愿望。自

1987年至今，历经十二载，四修纲目，八易其稿。今天，终于完成了这项惠及当

代、荫及后人的事业。

新修县志，非续非补，实为创编。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整理资料与编纂志

稿，实事求是地记载东光的历史和现状、成绩和失误o“表一方之风物，昭百世

之是非”，确系一部秉马列之笔、书东光之实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新志横排百

业，纵述千年，科学而系统地记述全县的自然、地理、资源、经济及文化教育、社

会风俗等，实可谓“一方之百科全书”。新志以时代为经，以事件、人物为纬，承

前启后，上下贯通，是一部东光的苦难史、斗争史、发展史。千百年来，我们的

先人艰苦创业、建设家园，磨炼和造就了他们勤劳、坚强、勇敢的美德，尤其值

得永志不忘的是，在民族受侮、家乡沦陷的艰苦岁月，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前

仆后继，浴血奋战，抗击侵略，争取解放，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崇高气

节，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勤劳朴实的东

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所

有这些，都如实地载入了新修的《东光县志》。全县人民通过这部志书，能够系

统地了解家乡、认识家乡，从而进一步激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雄心壮志。

据此而言，新志是进行县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我们



从实践中体会到，要把一个县的工作做好，一方面要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另一方面需要深刻全面地了解、认识县情，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1l，从

而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最佳方案o“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县志在手，县情在胸，

“借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志有着不可低估的资政作

用。我们定当胸中有志，力展宏图，团结东光人民一道，为东光的繁荣昌盛，艰

苦奋斗，竭智尽力，以不负于祖国和时代，无愧于先贤与后人。

编史修志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综合文,IL．．x-程。十多年来，编写人员所表

现出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给人们

留下深刻印象。借新志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为本志付出心血、做出贡献的编写

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这项事业的专家、学者、方志工
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第一部社会主义的《东光县志》付梓出版，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

一件大喜事。我们有幸于任内实现夙愿，欣慰不已，故草成此文，权以志序。

东光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法龙

1999年7月1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东光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的历史及现状。

二、记述范围：以东光现行政区域为主，涉及析出地区的史实、人物等，随事记载。

三、断限：上限不限，志其发端；下限截止1990年，《志补》部分截止1998年底。所记

本着“贯穿古今、略古详今、重记当代”的原则。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照片)、表、录等7种方式，以志为主，以文字记述为

主。

五、结构：于篇首设概述，综览县情，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纵贯古今，勾勒脉络；之

后，按事物性质依次设19篇专业志，横j{h'-J类，纵述历史；志末设志补。概述、大事记、附

及志补不入篇的序列。篇下设章、章下设节等。

六、章法：使用第三人称。除引用古籍文字外，均采用现代语体文。概述之外均只记

事实，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七、人物立传原则：坚持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东光籍的对社会有较大贡献者为主，有

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亦入传；对个别劣迹昭著的反面人物也予以记载，以警后世。立传人

物以卒年为序排列。对生者之记事，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

八、称谓：人名，直书其姓名；地名，以标准化地名为准，古地名加注现代地名；政区及

组织机构名称，一律采用当时名称；党派、设施、文件、会议及各种运动等名称，第一次出现

时使用全称，此后有简称者一般用简称。

．九、纪年用法：中华民国成立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法，并以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

(同一章节内，仅在首次出现时括注)；中华民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其年月日用阿

拉伯数字。“解放前”与“解放后”，系指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2月6日解放东光县城

前、后，一律简称为“解放前”、“解放后”。

十、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部门的数字，缺者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书写用阿拉伯

字，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均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其余经济指标为当年价。

十一、计量单位：除土地面积用习惯制(亩)外，均用公制。对已废除的旧制，有的直接

换算成公制，有的于括号内标注公制。

十二、全志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管理部门，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刊、专著及经考

证鉴别后的个人回忆材料，编纂时一概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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