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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以史鉴今。新编《邱县志》，历经10余载，终告付梓，实为欣慰可贺。

邱县，西汉建置，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人杰地灵。衡漳禹迹、巨桥发粟、破釜沉

舟、康台略马、虎守杏林、孙安动本等重大事件，出于此而源远流长。抗日战争时期，

邱城惨案，铭刻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泪控诉，香城固诱伏战则给侵华日军以迎头痛

击，创下平原歼敌光辉范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波

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全县人民大胆探索、团结拼搏、扎实苦干，用热血和汗水描

绘着邱县的宏伟蓝图。历史凝聚着奋斗不息、发展至上的真理，而在创业实践中锻造出

“艰苦创业，奋力争先，实干拼搏，团结兴县”的邱县精神，更激励着我们奋发进取，

再创佳绩，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永久载入史册。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既

是承接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又可为后人留下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

地方著述，为进行爱国、爱县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我们

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重修县志，可固政权，可厚风俗，激发全县人

民的爱县之情、建县之心、强县之志，是全县政治、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邱县历史上曾六次修志。现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繁荣发展，给修志创造了诸多有利

条件，然修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地方志的同志们不辞辛劳、默默奉献，“补史之

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把当代创造出的光辉业绩重新编纂，大大丰富

了新志内容，且几易其稿，终于成书。邱县志的编修，渗透着编纂人员的辛苦和汗水，

更得到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在此谨向为本部《邱县志》编撰付出辛劳和做出贡献的同

志们表示诚挚感谢。

中共邱县县委书记 郭志翔

公元2001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部读志知史之后。为官一任，能从志书中求索事业成败兴衰之因果，反思决策正误优劣

之得失，悟出“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水，载舟覆舟”之内涵，从而确定“县庶民

富”的举措并付诸实施，则是最可贵的。作为邱县人民政府第27任县长，我越来越真

切地感受到肩上担子的份量。

新编《邱县志》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支脉，是邱县人民创造历史的丰碑，是在任

和继任者谋略的重要依据，是各界有识之士研究邱县的“百科全书”，是与海内外广交

朋友的媒介和桥梁，是对县民进行爱国爱县教育的乡土教材。我谨将其推荐给今人及

后之来者，并祝愿《邱县志》世代传承接续下去，不断增添更加灿烂辉煌的新

县志即将付梓，又觉惶恐。因到任不久，公务繁忙，加上才智不济，未

琢，疏漏谬误实属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教正，待下次修志时采纳增补。

邱县人民政府县长 白

公元2001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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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立足当代，纵贯古今，全面记述邱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为施政者提供历史借鉴，为爱国爱县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历史和科学研究提供地

方史料。

时间断限本志为通志，上限尽可能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9年底。对某些

连续性强，需述明原委的大事则越限至2001年6月搁笔止。

文体结构本志为社会主义新方志，除引用古籍外，均采用现代语体文，规范字。

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采用中编结构，按事物性质设编，编下

设章、节、目、子目等。彩色图片集中卷首，黑白图片随文附录，若干章节后设附录。

全志横排纵写，述而不评。

纪年方法民国及其以前一般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前简称“前”，

“公元后”字样略)。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正文中凡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

事件均采用公元纪年。月日清代以前一般用农历，民国以后用公历。未经换算加注农历

字样并用中文小写。

历史分期古代泛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近代指1840—1919年。民国前中期指

1912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均按战争始末为界。唯解放

前后特以1944年5月26日邱县全境解放为界。建国前后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后。建国后历史分期，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分标

准而论。

计量单位建国前，为尊重不同时期历史习惯，商品价格、货币单位、重量、长度

等按原始情况照录；建国后，均按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使用。

数字用法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称谓繁简本志正文均用第三人称记述。有关政区机构、社会团体和会议、公文、

运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前有括注用简称。机构、人物直书名称，

不冠褒贬缀词。古地名加注今地名，今地名均采用国家认定的标准地名。

人物入志人物分传、表、录。立传人物以贡献大者、正面人物、本籍人物为主，

兼收对邱县历史有贡献或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物。对个别历史叛逆者亦予立传，以警世

人。排列以生年为序(合传以前传人生年为序)。烈士英名录，原则上以1984年河北省

民政厅认定在册者为准，疏漏者经查实亦录入。被省级以上授予荣誉称号或获得奖励的

先进人物、邱县籍在外地工作的副县团级以上干部、副高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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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邱县籍人员均列表收录。

料来源主要来自史籍、旧志、档案、报刊和各单位提供的专业志，以及知情人

的口碑资料。凡考证无误即予人志，一般不注出处。对某些暂时无法认定，又有

值的史料，兼收存疑，待后人考证。所用数据，建国前以史籍为准，建同后以统

数据为准。统计部门缺少的用主管部门或经调查考证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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