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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崇礼这块两千多平方公里的深山区，虽然自古以来就居住着以汉族为主

的劳动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无数财富，但一直没有明确的归属。远古为

游牧区，历经披荆斩棘和刀耕火种的漫长岁月，逐步留下了历史的遗迹。由于
’

未单行建制，更没有固定的版图，所以从来没编修过志书。但有一点是肯定1。

的，就是1934年建立崇礼设治局以至1936年改称崇礼县之前，中国共产党于

1924年就在此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建县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崇礼人

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建立了人民政

·权。 ．：，， ，．

．

．．。。，奠． ，j
，，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劳朴实的崇礼人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

培养出了一批革命和建设人才，经过40多年的努力奋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的十多年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使崇礼大地焕发了勃勃生

机，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值此政通人和的昌明盛世，新编《崇礼县一

·志》，应当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谱写的崇礼人民的战斗史诗。t ， ，

．． 《崇礼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大跨度地展示了全县

各项建设事业以及民族文化方面的经验教训。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在探

索崇礼这片土地的自然概况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繁衍、生息的规律上，都作了

客观的记述。不乏存史、资政、借鉴、教化之作用。 j

1969年，我在天津工学院毕业后，就来到崇礼。24年来，曾经在工业企业

的第一线任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变迁，使我步入了领导岗位，接触到

了方方面面，也踏遍了崇礼的山山水水。实践使我深深感到，如今的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建设成就，正是历史的沿续，也是勤劳勇敢的崇礼人民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所结下的丰硕果实。《崇礼县志》以翔实的资料，经过加工，反映了历

史面貌，不仅填补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空白，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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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崇礼县志

在《崇礼县志》编修期间，我曾借工作之便，专程走访了曾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时期为崇礼县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也拜读过为崇礼县解放

事业献身的英烈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县委和政府还于1985年邀请了曾在崇
’

礼开辟工作，从事建设事业的诸如柴书林、华岗、王克东等60多名老领导，来

我县座谈赐教。。从他们回忆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是

-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的邢崇智同志，也曾到崇礼县贫困山区视察，针对崇

礼山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1984年特大洪水灾害的教训，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明确指出：一定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开展一次全民性的致富大讨论o

对我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些，都为《崇礼县
- 志》增添了色彩。

、

，，

二崇礼县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代党的领导集体

开创的新纪元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

时期；1992年以来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三月的政治局全体会议，特别是党

的十四大的召开，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

’
。

在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建设的洪流中，我们深深感到，崇礼县与全国、全

省其他地区，特别是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是很大的。在

今后的工作中，必须付出超常的努力，奋起直追。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按照党的十四大精神，冲破一切形形色色的“左"的束缚，摆脱一切

旧的传统观念，充分开发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积极引进人才、技术和资金，

使资潦优势逐步转化为商品优势，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为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一’

：，
．

。
，一

t， +中共崇礼县委书记 李小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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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礼县志》是在史书无记载，档案资料残缺不全的情况下，经过编委会和

，s办公室全体同志九年的共同努力，七易其稿、反复增删后问世的。这是崇礼县

的第一部志书，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o
’

-．

i 我在参与编纂县志的过程中，曾多次聆听或拜读过中央和省、地领导的具

体指示和各级专家，学者们的真知灼见，受到很大教益。． 一+ 。．’。

、’一j，在整个县志编修过程中，我和编委成员以及办公室的同志们先后阅读了
‘

《二十五史》和中国近代史的有关部分，参阅了，《张北县志》(旧版)、《口北三

、 厅志》等志书和省内外的《萧山县志》、《武安县志》、《康保县志》等20多部近

年新作，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迪。为了力争做到资料准确、翔实，编委成员和

． 办公室的同志们还跨越省、区，到有关单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查询一核实，还

。以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走访和邀请了曾在崇礼开辟工作和对社会主义建设

， 作出卓越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从他们的手中，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

卜 料。在本县范围内，也得到了县直有关单位和各乡‘镇的大力支持o《崇礼县

志》是一部群芳荟萃之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 ．

；‘

’．：， ．，

‘

崇礼县建制近60年来，从兵燹战乱到和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

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战斗的历程。因为它是一部新志，所以在编写过程中，对

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建制沿革上做了多方面的考证。而在记述的重点上，

突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重大决策以及与之对应的

县人民政府的政务政绩。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上，也都在叙述上有所侧重，力求

能够体现崇礼县的地方特色。5 ：，

《崇礼县志》采用中编结构，以编、章、节，目的层次，横排竖写，略古详

今。在区域界限划分上，尽管与邻近县市屡有更迭，但我们尽量做到以现行区

域为界，又因历史原因，有些史料不足，不免有断线之嫌，只得留作后人考

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崇礼县志

《崇礼县志》下限到1989年，。尤其值得记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的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的10年。而进入90年代以来，时间虽然不

长，但近3年来，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县内的东坪金矿二期工程和与

之配套的高压输变电工程的胜利竣工，极大地促进了全县支柱产业的开发与建

设。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使我们进‘

一步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加快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划

时代的变迁，使《崇礼县志》的内容，与现实情况相比，显然拉开了一定的距

离。’因此，我们将及时编写《年鉴》，以资补充。 ’，

。

一一“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开拓未来：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尽管崇礼县由

于科技水乎很低，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与利用，商品经济的发展还，

很原始，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但这既是不足之处，又是潜力所在。因此，我们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四大精神，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步伐，千方百计地把崇礼的经济搞上去o ·}’‘‘

。

；有了这部《崇礼县志》作基础，我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修改

这部志书，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鉴古知今，永传后世。 一

。

‘

。，4值此《崇礼县志》问世之际，谨向为这部书志编纂和出版付出艰辛劳动的
1

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

一

： r 一。
’．

崇礼县人民政府县长’7张忠．

一 1994年J月



凡例·l·

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崇礼县的历史与现状，

做到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统一，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篇目为中编结构，各编下设章、节、目。按自然、经济、政治、

军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基本顺序排列，共30编。‘志首设序言、凡

例、概述；志末设附录、、编后记。

、三、本志以概述为全书之纲，勾勒县内各项事业的兴衰；大事记为全书之

经，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纵陈古今历史发展脉络；各专志

按事归类，类为一志，事以类从，横排竖写，寓褒贬于史实记叙之中，记、
志、传、图、表配合并用o ，

～

‘

四、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异略同，贯通古今，立足当代’’的修志原则，

上限到1344年，下限至1989年底。但对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为了叙记完
整，下限适当延长。 ．

五、本志纪年方法，辛亥革命前，沿用各朝代年号；民国时期以阿拉伯数

字纪年(以上均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乙律按公元

以阿拉伯数字纪年。 ， 。。

六、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传记和列表的形式表述。传记人物

以本籍为主，卒年为序，只述不论；为警示后人，对个别反面人物亦予立传。

对于尚健在的当代英雄模范人物和知名人士，在各分志中叙述其突出事迹o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记叙力求严谨、朴实、简明、通俗，并准

确使用标准简化汉字和标点符号。 ；’

．八、本志凡以事系人或以人系事，均直书姓名或职务加姓名。 。

九、本志数据主要来源于县统计局；对少数专业数据，为业务单位提供。
计量单位以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发的规定为准。旧制进行折算或注明。各类数据

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达。-． 、 ．

十、志书中所言新中国建立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为限；解放前后，
以1948年10月24日为限。 ，

?

十一、志书中古今地名有变动的，按所记时限，使用当时名称，在括号内
加注现今地名o ”

．。

， 一
，

一t一4，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县的档案资料和正史、旧志以及有关报

刊、专著，并吸收部分经考证、鉴别的口碑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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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一·“·····⋯·⋯⋯⋯⋯···⋯⋯(1) 。 第三节水质⋯”······⋯··⋯·⋯·(1l 1)

大事记⋯⋯⋯⋯⋯⋯⋯⋯⋯⋯⋯⋯⋯(6) ，第五章土，壤⋯⋯⋯⋯⋯⋯⋯⋯(1l1)
一一 ．·一⋯．- 一，t ．、，

一 ，：第一节土壤类型⋯·⋯⋯·····”Ooob(111) ，

第一编 境域建置⋯⋯⋯⋯⋯⋯⋯(46) ’第二节’土壤分布IOOOOOOOOOOOOO@OOOOOB(1 1 5)

’第一章 位置境域⋯⋯⋯⋯⋯⋯··：(46) 。6．第三节土壤性状与养分O@OOOOOO000@000(1 17)

}，第一节位置·⋯⋯⋯····一··”··⋯··“6) j第六章植被·⋯···””⋯一··”⋯·，(121)

．第二节境域变迁⋯·一⋯⋯⋯⋯⋯j”“6) 第一节天然植被⋯⋯⋯⋯⋯⋯⋯(121)

第二章·建置沿革”⋯⋯⋯⋯⋯⋯·(47) 、．|第二节．人工植被⋯⋯⋯⋯⋯⋯⋯(121)

。t：第一节地域沿革⋯·一⋯···⋯⋯⋯⋯(47) ～第三节药用植被·⋯⋯”“·⋯⋯··(122)
·第二节建置沿革⋯⋯⋯⋯⋯⋯⋯⋯(48) ，，第七章 自然资源⋯⋯⋯⋯⋯⋯⋯022)

第三章行政区划⋯⋯⋯⋯⋯⋯⋯(49) 第一节气候⋯⋯⋯⋯⋯⋯⋯⋯(122)

第四章城、镇、．乡，村，⋯⋯”一．．(59) ．。第二节土地⋯⋯⋯⋯⋯⋯⋯⋯(123)
‘

． ·．+第一节县城 ⋯”一⋯⋯⋯⋯⋯⋯“(59)第三节矿物⋯⋯⋯⋯⋯⋯⋯⋯(125)

，．：第二节镇·⋯·一⋯⋯⋯⋯⋯⋯⋯·．-(60) 第四节野生植物．⋯⋯⋯⋯一⋯⋯·(128) ，

· ．第三节乡⋯⋯⋯⋯⋯⋯⋯⋯⋯⋯(61) ’：第五节野生动物⋯⋯⋯⋯⋯⋯⋯(129)

‘·第四节村”⋯⋯⋯⋯⋯⋯⋯⋯⋯·(67) ，．第八章 自然灾害⋯⋯⋯⋯⋯⋯⋯(129)

．

’一·、， 一i⋯⋯， √ t一
一

’

第一节气象性灾害⋯⋯·”⋯“⋯·(130)

第二编 自然环境⋯⋯⋯⋯⋯⋯⋯(84) 一‘第二节生物性灾害．⋯⋯⋯⋯⋯⋯(1 34)

第一章地质⋯⋯⋯⋯⋯⋯⋯⋯(84) 一．。。 一’“。·一。。，r，

1，-t第一节地层⋯⋯⋯～⋯⋯⋯⋯⋯(84) 第三编．人 口⋯⋯⋯⋯⋯⋯⋯(136)
? 第二节构造··⋯⋯⋯”一一””⋯⋯(86) ，第一章，人口变动⋯·一····一“””·一(136)

i第三节岩浆岩⋯⋯⋯⋯⋯“⋯⋯⋯·(87) 。。．第一节历史变迁··⋯⋯⋯··⋯⋯”(136)

第二章 地貌⋯⋯·一””⋯”⋯一(90) ：，第二节、现代变迁⋯””⋯·”⋯一”·(136)’

一，第一节山地⋯··：⋯⋯⋯⋯⋯⋯⋯(90) 。第二章，。人口分布⋯⋯⋯⋯⋯⋯⋯(138)。’J

j，第二节沟谷⋯⋯⋯⋯⋯⋯⋯⋯一(91) j?第一节区域分布⋯⋯⋯⋯⋯⋯⋯．(138)
一 第三节边口坝口⋯⋯·⋯⋯⋯⋯⋯··(92) ． 第二节城乡分布·一⋯⋯⋯⋯-⋯··(138)

”第四节河流⋯⋯⋯⋯⋯⋯⋯⋯⋯(95， ，第三章．人iZl构成⋯⋯⋯⋯⋯⋯⋯(139)。

，第三章气候、物候⋯⋯⋯⋯⋯⋯(96) 第一节性别构成⋯⋯⋯⋯⋯⋯⋯(1 39)

一‘第一节气侯””⋯⋯⋯⋯⋯·⋯⋯·(96) 。、．第二节年龄构成·⋯⋯⋯···⋯··一(140) J

：。第二节物侯一⋯⋯⋯⋯⋯⋯⋯·(103) 第三节民族构成·⋯⋯⋯⋯⋯”·“(14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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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礼，是个古代从未建治的深山区，，虽

然历史上都归属于一定的管辖范围，但旧志

书的记载很难表达它的全貌。在划定版图和

立县命名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曾经受到国民

党政府的统治和H本侵略军的蹂躏，使这块

本来就不富裕的土地支离破碎，满目疮痍，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早在建县之前，

中国共产党就以星火燎原之势，建立组织，

发动群众，解救民族危难，使崇礼成为对敌

斗争的革命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新中国建立的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全县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彻

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随之，在崇礼大地

一面治疗战争刨伤，一面开展镇压反革命，

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和“三反’’、“五反修(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反偷税

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

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运动，迅速恢复了国民

经济，又经过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

农业合作化，使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发

展与提高。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矽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某些方面的急躁情绪，

加之60年代初的严重自然灾害，虽然造成

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但曲折

和失误并没有使崇礼人民畏缩不前，他们对

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信念坚信不疑，对走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道路的步伐坚定

不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受

到“左”倾路线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

扰和破坏，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仍坚持以各

种形式进行抵制和斗争，使这一时期的社会

主义经济得到比较正常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1978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县广泛深

入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在邓小平同

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锐

意i!；[革，努力奋斗，使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

荣，人民生活水平蒸蒸H上。 ’．

．． ．(二)
一

崇礼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明长城以

北，为内蒙古台背斜和燕山西段造山运动的

沉降带。地理座标为北纬40。47’--41“

17’，东经114。47’一115。34’。正东、东
北与赤城、沽源两县交界，西南与张家口市

毗邻，西北，正北与张北县接壤，南隔长城

和宣化县相望。县城驻地西湾子距省会石家

庄北偏东335公里。

经长城隘口大境门逶迤东北行，即进入

崇礼。全境均为深山区，地势东北高、西南

低，呈倾斜状，为通往坝上高原的过渡地

带。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3条主沟纵

贯全县，4725条支沟交错其间。素有“八山

半水分半田矽之说。全县属东亚大陆性气候

中温带亚干旱区。由于地势的影响，气候高

寒，全年无霜期为8卜130天，从低到高递
减，局部又有不同的小气候。

‘ “4

新中国建立以来，崇礼县范围内虽然有

部分村庄的归属有所变动，但大体上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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