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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晷骶志褊纂委一具官山西入民出版社

平一鲁县志我象

一扎八矿事十一目七口



*乎鲁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卢维邦

副主任委员孟湖戴崇仁

委 员徐旺赵达张权岑希鹏

特邀顾问谭其骧林超史念海钱君哗 陈传康

田树茂赵一匡姜春良苏璞女E建贵

王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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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张权 ～．，

编 辑郭文亮董祺文丁 秀石介轶t■
t

参加编纂人员 周崇礼孟廷汉三 晟 都生兰 张明

摄 影段光明计峥嵘 ．





沟墼梯田地 (林业局供稿)

坡地梯田地 (林业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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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坡梯田 (林业局供稿

山地梯田 (林业局供稿



面塑——寒燕 (张振宇摄)

面塑一～爬娃、面鱼、寿桃 (张振字摄)



刺绣——荷包 (张振宇摄)

剪纸一十二生肖 (张振宇摄) 剪纸——花卉 (张振手摄)



盔蕊

机械打井

整修水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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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从西周开始。，编史修志己延续了’

．三千多年，到明清时期，颇为盛行。’历史上就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说法，而把地方志视为“天子明目发聪之助，以．，．一

扶大一统之治。’’。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今日修志，目的在于资治，为现’

代化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 --

．一‘新编《平鲁县志》问世，是全县人民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具有重

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平鲁县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 j

持详今略古，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核实历史文献纪载。总结表述了平

鲁人民长期以来在自然斗争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现代‘

人了解平鲁情况提供了依据，为后人研究平鲁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
’‘。

历史资料。 ，1

‘|一-，。
‘． 二．¨t．。。

一平鲁历史悠久，汉已置县。由于地处塞外，南屏宁武关、雁门关，：’

北障杀虎口，西临偏头关，历代为军事要地。抗日战争时期，平鲁县是‘．

晋绥边区老根据地的一部分，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民主政府领导

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全境由于地处黄土高原，风沙多，雨量少，地广人稀，农作物产量

低，为山西著名的穷县之一。又因全境多山偏僻，交通不便，民风闭

塞，文化教育落后。
’

‘· ·

、’．

，，解放四十多年来，平鲁也和其他老根据地一样_虽然有翻天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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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的变化，但前进中也曾遭受挫折，有过失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百业振兴，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

济建设上来和农业体制改革，粮食产量有显著增加，初步解决了农民

的温饱问题，部分乡镇由于煤炭增采，铁路交通的建设，人民的生活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文化教育也有了新发展，历史上具有的特点已经

改变，如军事上的位置已不很重要了。，就经济、文化方面与先进地区

比较则仍有较大差别，山河面貌的改变还不够显著： ．

，平鲁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辛勤的双手，必将很快改变贫困，给

山河增添锦绣，使古老的平鲁发生深刻的变化。吸取平鲁历史上的经

验教训，扬长避短，发挥本县地广和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谱写出更

加壮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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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二、j ‘j
+ “ ’’ 。 ’：．． ～、’ 4。’ ‘ 。 。

．。、I一。：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平鲁县志》印行问世，这是平鲁县历史上可’。，

，书的一件大事；它为祖国的地方志增添了新的L一页。j、i一．”’0’：

．，‘|平鲁县地处古长城脚下的偏僻山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由

n于历代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乱破坏，这里成了屯兵放写、人烟稀少的荒，

j凉地带。、l西汉置县以来，至今二千余年概未编史修志，留下一大段历1。

史空白，只是某些史志中涉及有平鲁县的点滴记载。．1。一 j

．'_·_‘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党中央j国务院关于抓紧编纂地方

志的指示精神，平鲁县于1982牟下半年设立党史县志办公室，组织。．

力量征集资料，编辑地方志，历时五年多，史志办的工作人员在搜集

．资料和整理、编写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完成了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历

史著述。-记述了远自战国时期直至1985年，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平。．

鲁的建置沿革、自然地貌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科技、人物

传略、风俗民情等社会各方面、各个历史阶段的演变脉络，是二一部展‘

示平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现状的纪年索引、百科全书。．。、w ÷F j■

’，；．在中国现代史上，平鲁县是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的老根据

。地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老区人民建立起

抗日民主政权，这一带成为我党政机关和武装部队开展工作，进行对

敌斗争的后方。驰名中外的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就是当年曾经战斗

并壮烈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千四百多名革命烈士的杰出代表。抗：
，：

’ ．

一’：‘j j。 一，i j''_ 。 、j。。·。．． ，． ．、． ，+：j。，、·‘，。



，4· 序 二

战八年，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积极参战，拥军支前，军民团结，并肩战

i斗，时势造就了一代英雄人物，老区养育了众多的中华优秀儿女，在‘

民族解放斗争史上谱写了值得永远纪念的中页。 。 。。

‘抗日战争胜利后，平鲁县于1945年全境解放，1947年实行土地’

o改革，老区人民欢欣鼓舞，勤劳生产，重建家园。建国后近四十年来，．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建设山区，工业、农

业、商业：交通、邮电以及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城，

√o乡建设等各项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成倍提高。但是

由于极左思想的长期影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工作失误，致使山区建；．

J，。。‘设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速度，人均占有十亩左右耕地的全县农村，却

连简单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始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沿续到七十；

+年代末，平鲁县成了闻名全国的贫穷落后县。7·；√⋯。．．，⋯ 一

：．

。。j．‘。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逐步放宽和城乡经j

‘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平鲁县发挥了土地广阔和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

以煤炭为主的工业生产和乡镇企业蓬勃兴起，迅速发展；，农村普遍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82年全县粮食产量首次突破亿斤大：

；。：。7‘关，初步解决了温饱I'口-J题，山区经济从此焕发出生机7．随着祖国社会
。1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步伐，进入了经济、文化并举，各业同步发展．

+的新的历史时期。一4 L。_??’．· ‘’珥i，。‘。j。．、一≯ ‘j．：∥．j
+’

-’’：：中华振兴，盛世修志。值此国家安定、民族兴旺的历史新时期，平

9≈，鲁县着手编辑第一部县志，遵循“积累文献、资料，存史、资治+、教育’’．：

“‘’之宗旨j慰藉先烈，启迪后人，服务“四化”建设大业，垂信于千秋万

．，：代。愿以此激励全县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老根据地的光荣传统和创

业精神，借鉴历史的科学依据和民族精华，锐意改革，‘团结进取，全面．

‘。开发、建设、振兴平鲁山老区。．1．_| -‘一： ：0 j?-¨ 。‘|√

，。。《平鲁县志》在收集资料和编辑、校正、修订过程中，得到北京、南

～j京：上海、太原之呼和浩特：大同等大中城市的图书馆、档案馆、文史馆

一+，等单位和左云j右玉、朔县、山阴、偏关、宁武j内蒙清水河：和林格尔．

等邻县史志办，以及过去曾经同平鲁人民一起生活和工作过的许多
b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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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员、老干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

史资料和宝贵的指导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

凡 例

一、本志据古今史料统合编纂，采用卷、章、节等目次。 ．．--√·’

二、专志设置，原则上是以学科和地方特色为依据，兼顾行业划分门类，占

据全县经济重要位置的煤炭，另行分卷。1 。，．
一．’

·r 三、断限，上限尽量追述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85年底。
。

～．

四、编纂方法，以时为序，以类系事，横排竖写。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及+

照片多种体裁，以志为主，图表分附各卷。‘
。。’

I|．‘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旧纪年，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简称新中国)，以公元纪年。“解放后力，专指1945年2月18日平鲁 ，

全境解放至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 ：

六、称谓，均以当时原名相称，为便于阅读，在必要的地方注明现称或今名。

：七、本志为语体文，记叙体。． ：?

，八、人物志，分传、录两种。凡立传均系已故者，并属本地较有影响的各界人．：

士。凡入录的英雄、模范包括健在者。党政军人物除历代名人外，现代仅限籍贯‘‘：

属本县和职级在县团正职以上而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参加革命工作者。

九、方言所用拼音采用国际音标标示法，声调调值按五度制划分相对音高，

用数码标示。 ，．

十、本志资料来源，除各种历史资料注明出处外，其余大部录自省、地、县档，．

案资料，或来自社会调查，一般不加注。凡历史资料参见本室整理编印的《旧志

辑录》(一)、(二)。各种数据均由职能部门提供，i=I径不一的以县统计局数字为’

准。工程设计与实际不符的，以实际为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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