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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编纂机构和人员

一、阳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锺习
主任： 卢 政

副主任： 陈嘉禄 高瑞民 韩一卿

委 员： 李 瑞 张正云 明富璋 邓子艾 刘恒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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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澄宇 祁贵峰 周 泰 刘继田 李德福
魏广荣 贾才斌 刘志河

厘盈
主任： 黄 永

副主任： 裴树本 邓子艾韩一卿

委员： 略

主 任：

副主任：

孔树森

裴树本刘新平 王若兰 韩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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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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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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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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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平

张建才

韩一卿

赵宏清

阎润林

王 义

赵清瑞

郭永孝

武 林

李富山

李 俊

关文涛

刘志河

薛培英

赵富源

王兆德

常 财

焦恩德

张志峰

阎万鹏

李 明

李彬曦

阳原县地方志办公室

王延龄

张国庆

刘汉佐

郝少先

黄志雄

李立新
王三仲

乔志明

刘继田

主 任： 由县政府办公室历任主任李瑞、刘富荣、刘大平兼。

副主任兼总编辑： 刘志河(主持工作)

副主任： 孙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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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恒山

任 兆

陈进维

田进忠

苏丽华

梁振清

苗宾增

梁广文

三、乡镇资料员

封银

刘培明

冀守忠

李德平

苗正奇

南有忠

米海滨

薛云峰

程克利

赵金海

郭 庆

齐臻曼

四、本志修订委员会

主任：张新政

副主任：李志亮

委员会设6个修订小组，列表如下：一

杨正贵

赵林成

许秀萍

赵九如

组别 组长 副组长 编目 参加修订人员

第 政区沿革 李春喜
‘_—● 李树恩 李春喜 自然环境 李春喜
组 人 口 李春喜刘汉佐

农 业 吉万生

第 林 业 禹明山
二 李瑞 张一臣
组 水 利 禹鸿祯

畜牧水产 樊玉荣

工 业 赵利武

电 力 高忠郭义冯毅

第 乡镇企业 张国强孙义林王占军
杨兆全 雷晓

组 交 通 禹爱国张育红

邮 电 刘贵山

城乡建设 张连君

商 业 韩永富张成明
第
四 曹正文 刘斌 财政金融 马禄仁薛成文苏加悦张成福
组

经济管理 白素军杨妙丽阎义祥

户



组别 组长 副组长 编目 参加修订人员

高连才侯秀莲王守礼张玉梅
政党社团

武佃富袁宝忠张拴庄

政权政协
刘志臻董英

第 田益民张金才
五 马武海 张国庆
组 民 政 崔占勇

公安司法 庞剑英陆军杜昌王庆昌张釜才

军 事 张树信高连才

大事记 张国庆

教 育 肖毓寅

科学技术 肖毓寅

文 化 韩新春

泥河湾文化 刘志河

新 闻 白彦君
第
／、 赵采玉 王润林 方 言 刘志河赵仲林
组

体 育 王润林

卫 生 刘荣忠

生 活 王润林董志诚

人 物 刘志河

附 录 刘志河

总纂 刘志河

张新政李志亮马武海杨兆全李树恩李瑞赵采玉杜世昌
审稿

曹正文

五、终审本志的领导和专家

许明辉 王景玉 白冬景 王广才 贾辉铭

匡圈 马 丁 王 ．坚 孙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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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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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初稿撰写情况表

编 目 提供资料者和撰稿人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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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目 提供资料者和撰稿人 责任编辑

曹锐孙彪胡世英李文泉

政党社团 金兆山郅新义刘应祥侯秀莲 李春喜

张兴文贺玉成

政权政协 赵栋刘桥常尚津政万董英 刘志河雷晓刘斌

民 政 陈德启 雷晓

周进喜李锋康巨清
公安司法 李春喜

王庆昌赵凤山安永恒

军 事 鲍玉珂 赵瑞典王润林

教 育 肖毓寅全凤成刘桥韩慧 杨建国刘志河

科学技术 沈宪 杨建国刘斌

韩耀宗刘士龙成胜泉
文 化 刘志河

喇秀芳刘斌王润林

卫奇黄为龙成胜泉雷晓
泥河湾文化 刘志河

马化山李春喜刘斌

新 闻 康润友白彦君 刘志河

方 言 李一平赵仲林 周同春刘志河

体 育 刘继田 赵瑞典王润林

卫 生 刘荣忠赵悦朱德瑞 杨建国巩玉香

生 活 赵瑞典阎锦秀 刘志河

孙彪薛效铮李恒山’赵九如

苏丽华全凤成刘桥刘志河 刘志河雷晓
人 物

张一臣杨建国 阎润林赵瑞典 赵瑞典刘斌

李春喜雷晓刘斌王润林

附 录 阎润林 阎润林

说明：本表仅为初稿撰写情况，第二稿、总纂稿、送审稿撰写情况，见《本志编

修始末》。



序 一

序 一

卢 政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作为一种辅治之书，历来

受到执政者的重视。

阳原县是一个有修志传统的文化古县。清康熙时，知县何芬草创、林盛纂修、

继任知县张充国增辑刊行了阳原县第一部县志《西宁县志》；同治时，知县寅康主

修、著名方志编纂家杨笃纂修了第二部县志《西宁县新志》。民国20一24年，县

长刘志鸿主修、著名历史学家李泰菜总纂了第三部县志《阳原县志》。清同治《西

宁县新志》和民国《阳原县志》，均为全国一代名志。

盛世修志。1986年1月，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和原张家口地区行政公署的部

署，我们作出编修阳原县历史上第四部县志、也是阳原县解放后第一部社会主义

新县志的决定，并列入县政府的议事日程。根据县长修志的传统，我兼任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县政府1名副县长、县人大1名副主任、县政协1名副

主席兼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有关委、办、局的正职任编委会委员。同年3月13

El，根据国务院和省编制委员会文件，县政府正式行文成立地方志办公室，并明

确为“政府常设机构，事业编制"。县志办主任由政府办主任李瑞兼任，专职副主

任兼总编辑刘志河具体主持修志工作。鉴于当时正式干部的资质情况，除了调来

3名正式教师外，还从乡镇地名资料员中聘用了5名。

编委会成立后，由我主持召开了两次关键性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了编委对

修志工作的认识问题，通过了编纂新县志的工作计划，部署了各专志初稿的撰写

任务。第二次会议传达贯彻了河北省新方志工作研讨会精神。这两次编委会议，人

员到得齐，会议开得好，从而使修志工作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

持。与此同时，县政府发文要求有修志任务的县直57个部局级单位分别成立专志

办公室，并确定了20余名乡镇资料员。

阳原县是个吃补贴县，当时县领导最头疼的就是设摊子、搬房子、要票子。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一

般来讲，新设摊子都不解决房子和办公用具。县志办开始办公时，借用西城税务

所的两间旧房、两把长条椅子，坐没坐处，睡没睡处，工作难以开展。县志办正

式成立后，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出面，解决了房子和办公用具等问题。县志办的同

志没有辜负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的期望，他们以强烈的事业心，发扬埋头苦

干、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用较短的时间，不但整理重印了民国《阳原县

志》，而且完成了200多万字的新县志初稿，被评为河北省和原张家口地区修志工

作先进单位。1987年12月29日，在县志第一稿初战告捷的时候，县政府及时召

开了修志经验交流会，表彰了24个先进集体、20多名先进个人。这个经验交流会

对先进单位起了鼓舞作用，对后进单位起了鞭策作用，对第二稿的撰写起了推动

作用。至此，《阳原县志》稿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8年10月，我调离阳原

县。．

新编《阳原县志》历经数载，终将出版。我作为这部社会主义县志的有幸参

与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一部浩繁的巨著，它凝结了各级领导、编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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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序 二

业，工业县的框架基本形成；随着大秦公路的修建和小城镇建设的加快，整个第

三产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科技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继

1964年阳原成为全国普及小学教育的一面红旗之后，1987年国家教委、河北省人

民政府确定我县为首批教育改革实验区之一，使我县的教育、科技与经济建设有

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我县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走上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整个

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如今，阳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改旧志所载的“地瘠

民贫’’、“民不聊生"的落后状况，一个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阳原，

已展现在世人面前j．

编史修志，旨在资治。这部精心编纂、反复修核的新志，详细记载了我县的

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社会习俗等历史和现状，使这方

风情展卷可得，古今变迁旋而立见，是我们鉴古晓今的宝贵资料，是各级党政领

导施行正确决策的历史明镜，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这次修志，是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广征博采，求实存真，详今略古，上下贯通，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

之内。全书资料翔实，立意新颖，结构严谨，文字精粹，汇思想性、史料性、科

学性、可读性于一炉，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

往昔，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千秋繁

衍，久负盛名。今朝，勤劳朴实的阳原人民在跨世纪的改革大潮中，一定能够同

心同德，奋力拼搏，创造出无愧前贤、造福今人、荫及子孙的更加辉煌的业绩1

1994年8月



士
JIy、

辑
士
JLy～

治

书

人

尽

才

设

改

各

的

明

刖

别

资

内

利



序 三

纂和出版这部志书而付出心血的各级领导、专家和编纂人员，致以

衷心的感谢1

1997年1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阳原县的自然

和社会状况。

2．上限自战国时期赵国置安阳邑时，下限断至1993年末。对各项事物的记

述，囿于资料不能整齐划一，但尽量追本溯源，志其本末。

3．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全志力求成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前设《总述》，紧扣阳原特点，总摄全书；继置《大事记》，纵贯古今，勾

勒历史发展的脉络；接为31个分志，详述各项事业的来龙去脉、兴衰起伏；除

《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外，其他分志前均有无题小序，旨在提要钩玄。225

张表随文附于有关分志中。《附录》殿后。

4．分志采取小编形式。首列《政区沿革》，以便读者明确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

继为《自然环境》、《人口》，介绍地理状况；其余分志按经济、政治、文化、生活、

人物排列。编下设章、节、目。全志共31编138章409节。

5．泥河湾文化驰名中外，阳原驴骡饮誉华北，故本志将《泥河湾文化》升格

为编，将《阳原骡》作为《畜牧水产》编重点章记述。地方特色鲜明而不便升格

记述者，则浓墨重彩，着力反映。

6．为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本志《政党社团》编《中国共产

党》章，特设《重大决策》、《重要活动》2节。解放后，历届县人民政府的主要政

务活动已体现各编中，故《政权政协》编不再赘述，仅简略记述主要领导人的政

绩。

7．民之情俗密不可分，情中有俗，俗中有情，故本志继承李泰菜总纂的民国

《阳原县志》的传统，亦设《生活》编，并列为第三十编，意在使经济、政治、文

化各编有一个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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