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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庞彦须 李彦明

主 任彭朝信

副主任 梁立柱张敏周 刘连一 崔 芸李海平 孙瑞峰
高晓庭梁建楼

成 员 毕元明郝晋生 刘杰雄唐喜书 赵拴文 陈国清

候国庭李文素 苏建赘 毕吉平 刘反清 梁万科

张文祥高 慧何建林刘志华许千通王彦全

冯新春史二柱王顺海蔡双巨 李富英 李卯槐

顾 问

主 编

执行主编

副主编

编 辑

特约编修

图片编辑

《井陉县志》编辑部

卢振川 吕志毅

梁建楼

李卯槐
仇玉英粱锁明

尹国平许宏霞 朱凯荣 仇秀珍梁凤秀

孟繁峰崔治先 陈声明 范文魁许力扬邢瑞庭

傅振华蒋汉生李其林程淑萍王金良许丽花

王书庭许永峰赵永杰

郝墨荣

《井陉县志》评审成员

秦其明 杨洪进王广才 卢振川 吕志毅任丽英 王孟新

马福香武铁良王登普

河北省市县志审稿组成员

杨洪进 王广才 许振彪徐振田 阴记东 尹玉杭王 蕾

任丽英杨胜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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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志》供稿人员名单

(排名不分前后)

仇占元 高顺楼 梁旭东 李丽梅郝 雪 陈建勇 马建忠 冯文霞

高会如 黄根柱杜义灯 王会军 王海霞 张东祥韩翠平 许锁贵

程捧荣 刘富圆 邢爱斌 王国利 毕云芳 梁宏兵何艳慧 张永华

杜卫兵杜春林 田雨来赵卫新董立蔡林虎 王海泉 王润生

范彦廷许世新 王新年 任荣堂 梁怀清 贾彦智 范敏生 梁俊

朱彦芬 张海宏 宋海荣 唐海书 于润明 王海维 韩润生 张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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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贵平 冯发珍 王国宁 栾德宝 陈贵荣 王娟平 高彩萍 李银荣

王利芹 王树方 杜爱国 贡建军耿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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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井陉县志》(1985～2004)(以下简称《续志》)的付梓是全省乃至全国方

志界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这部志书是继1986年版《井陉县志》(下称《前志》)的续编。通读书稿，其指导

思想、篇目设置、编写体例、材料运用以及条目撰写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

和发展，是一部质量上乘的续志力作。

《续志》将改革开放作为主线，贯穿于全志之中。《续志》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到改

革，尤以经济、政治、科教文卫等门类最为突出。如在“经济总览”篇之后，设“经

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篇；在隐含的政治部类之前，设置“政治体制改革”

篇，以此彰明时代亮点。体现时代性的另一亮点是新一届县级领导站在时代高度，在广

泛调研基础上，提出全力打造“中国钙都、旅游大县、文化名城”三张具有县域特色

名片的宏伟目标，并将“中国钙都”列为其首。从现实情况和发展规划看，三张名片

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必将变为现实。

《续志》采用了与前志相同的小编体。《前志》设38篇，《续志》设48篇。在编排

形式上更接近于传统志书体例且又有创新和发展。小编体各分志之间关系平列，无所统

属。各篇之间分量基本平衡，容易做到事物按科学分类，给条目撰写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近些年各地出版的志书看，小编体和传统志书基本形式——条目体，正在成为潮流和

趋势，冲击着上一轮教科书式的大编和中编形式。返朴归真，深受用志者青睐和理论界

好评。传统志书编纂形式是有其特定成式和格局的，背离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特定成

式，就很难成其为志书了。

《续志》各篇及其序列既有相对独立的特点，又有内在的逻辑统属关系，使洋洋48

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续志》是按隐含的地、人、事三部分为序列分别设篇的。这

是对旧志“三宝体”的继承和发展。在“人”的方面，《续志》单设“居民”篇，使

之同“人物”篇并列，体现人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地位和价值。“人”之前是“地”的

部分，“人”之后是“事”的部分。因为“地”先于“人”存在，“事”是由“人”

而为的。

《续志》各篇之下的门目设置归类基本合理，条题准确、规范，符合志体要求；

《续志》立足于当地特殊环境和价值趋向构建篇目，彰显井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f、，／I、＼



2 井陉县志

《续志》紧跟时代步伐，在篇目名称方面力求科学化、现代化，使内容归属更具时代

性、地方性，从而保证了志书的高质量。

《续志》将那些能够充分体现地方特色的内容作升格处理。如将“钙镁业”、“煤炭

业”、“旅游”、“井陉拉花”等升格为篇；将那些涉及全县特别重大事件、事例也作专

门处理，如“扶贫开发”、“抗洪救灾”等升格为篇。此外，“文物古迹”、“艺文”在

井陉县具有重要地位，实力雄厚，皆独立成篇，彰显特点和优势。

《续志》在隐含的经济部类之前，设立“经济总览”篇。这是吸取志界理论成果结

合本县实际而设置的经济总志。其所记内容是本县经济共性问题。该篇分为经济总量、

经济结构、经济质量与效益等条目，使用志者便于了解一地经济全貌。《续志》以这种

新的专志形式解决了许多原来属于经济各篇中难以解决和承担的问题。这是值得推广的

一种方法。考“经济总览”(亦称经济总情、经济综述、经济总志、经济综志等，名异

实同)之设，始于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2年所拟“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

(征求意见稿)附件一“新编省志基本编目”。其中有“经济综述”。然而理论的认知

与实践的认同大约相隔20年。志书编纂在长期探索中，把以往有益的东西作为借鉴，

是理论在实践中的突破，值得肯定。

志书续修是我国新一轮志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直接关乎志书编纂质量。续志

应在《前志》基础上，认真做好几件事，即纠谬、补缺、增事、创新和续修正文等。

所谓“纠谬”，即匡正《前志》谬误处。如《前志》在记述县境历经三次地壳变动，

在数字上有误，《续志》给予纠正。所谓“补缺”，是指在前志时间断限内本应记入的

事而疏漏未记，续修时必须补记，否则难期全面。如《前志》写“人口”很简略，只

设“人口”和“民族”二条，现在看来，既不全面，也不规范。而《续志》专设“居

民”篇，其中关于人口问题横分为“人口总量与分布”、“人口变动”、“人口素质”、

“人口构成”、“人口控制”等5个条目，如此设条更为科学规范。此外，对《前志》缺

漏人物，《续志》进行了补写。《前志》记历史人物75位，《续志》补《前志》疏漏历

史人物4l位；所谓“增事”，是指《前志》因当时材料所限，某些内容欠缺，此次续

编，发现了新材料，特在《续志》中增补。如《续志》“附录”，增补了如下三个方面

的内容：一、“名人咏井陉诗选”。增入了王维、杜牧、刘禹锡、苏轼、司马光、韩琦、

元好问、王世翘、乔宇、于成龙、爱新觉罗·玄烨、孔尚任、谭嗣同、方观承、赵秉

文、魏裔介、罗绕典、祁隽藻、王士祯、顾炎武和林从龙等历代名家诗篇，较《前志》

内容更为充实、全面，提高了井陉知名度；二、“井陉上报应赏八十岁以上老民名册”。

这是选自《中国档案精粹》(河北卷)的一幅图照。其内容是反映清朝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井陉县按清政府之规定，上报本县八十岁以上老人应得到政府特别关照的名

单，这也是当时井陉县地方政府贯彻清政府上谕的重要档案资料，成为“康乾盛世”



序 3

一个组成部分，极为可珍；三、“《柳池禁约》碑文”。这是一幅节水碑文原照。柳池，

位于井陉县于家村对面，明嘉靖17年(1538年)于氏第四代先祖于强、于悴为全族生

存、节约用水而制定严格家族法规，沿用236年之后，于乾隆39年(1774年)4月，

于氏后辈奉祖遗约而立此碑。今按，井陉山区自古缺水，此碑之立，颇能反映现实。

《续志》留此存照，不仅弥补《前志》缺憾，于今颇具借鉴意义。所谓“创新”，按照

黎锦熙先生的解释，它是指在原书内容之外，新增门类，或沿用旧名而换新质。用今天

的话来说，所谓新质是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撰写新人、新事和新情

况。《续志》在创新方面卓有成效。如门类的调整和增加，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的

运用篇篇可见；又如农民工问题、农村人口流动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都是新生事物，

新问题。《续志》抓住了这些情况，做了客观叙述。所谓“续修正文”，亦即续志编纂

主体内容。《续志》是《前志》之续编，记事时限与《前志》下限1984年相衔接，上

限起于1985年，下限止于2004年底，共20年。统观《续志》正文，其内容全面系统

地反映了《续志》时间断限之内的新人、新事和新情况。

资料是志书编写的基础，没有系统、全面、可靠的资料，也就没有高质量志书。

《续志》资料来源广泛，主要来自政府各部门、各级档案馆、图书馆，还参考历代有关

志书、家谱、史书、地理书、笔记、金石碑刻，并进行了大量采访以及经过考证之后的

口碑等资料，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续志》吸取了年鉴中普遍使用的专题文章形式纳

入到有关内容之中。与正文兼融互补相辅相成。从广义上讲，专文也是条目的一种形

式。《续志》所附专文50种左右。其中有的专文包含若干篇典型材料，每篇专文都具

有典型性。而且都是围绕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选

录的。选材都很慎重，其示范意义、教育意义都很强，使原来静态的志变成动态的志，

有血有肉，很有说服力。

《续志》条目撰写也是成功的。在许多有关篇章、条目中，把生产力置于各行业主

导地位，重点落墨，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本质要素，在经济、政治、教科文卫以及征服自

然等方面尤为明显。如在“科学技术”篇中，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重点写

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成果、科技奖励和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战线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

任制以来，人才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为大幅度增加科技成果数量和提升质量起到

至关重要作用。

《续志》人物传写得很精彩。如新补入的人物，从选材到加工制作，都下了一番功

夫，写得很有声色：有典型事例，也有评述文字。谙熟撰写人物要素：如姓名、生卒时

间、民族、宗教信仰、党派、家庭出身、籍贯、职业(职务)、称号、学历、学衔、职

称、简历、个性特征、为人处世方式、主要成就及社会影响等。

在条目设计和撰写过程中，写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关系很有特点。如井陉县委“重

＼吖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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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决策”一项，分3个实写条目，即确立脱贫致富发展战略，确立富民强县发展战略，

确立跨跃发展战略。分别记述了几个不同历史时期党委确定事关全县发展决策的基本过

程和客观依据，很有力度。在政府篇专设了“实施县委决策”一项，也设3个条目，

即实施脱贫致富发展战略，实施富民强县发展战略，实施跨跃发展战略。以此与“党

委决策”条条呼应，环环相扣。一个是决策，一个是执行，党委和政府所承奉的职能

在此体现出来。政府篇还设立了“重点工程”一项，涉及到实施旱庄人畜饮水等6项

重点工程。这是具体实施党委决策的典型事例，也是《续志》亮点之一。政府篇又设

了“办理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一项，是直接对应“人民代表大会”篇“人民代表议

案”和“人民政协”篇“参政议政”、“政协提案”等条而设置的。这种写法，体现了

《续志》的整体性和严谨的内在逻辑关系，是谋篇布局方面的创新。它更好地体现了党

委、人大、政府、政协四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国体和政体特点。

《续志》“概述”把改革开放作为主线，分三部分叙写，各有侧重，展现了20年全

县在各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写得成功，堪称范作。第一部分用“物质文明建设飞跃

发展”、“政治文明建设成绩显著”和“精神文明建设长足进步”等三个小标题全面系

统地概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发生的巨变和进步，条理清晰，概括力强。第二部分高度

概括了20年来县委决策主导思想演变过程，强调指出2003年县七次党代会提出实施

“五大战略”、“四个突出”和相继提出打造三张名片的总体思路，既强调了发展重点，

又揭示了经济发展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和有机联系；第三部分总结了20年来不同历史时

期县委重大决策对全县社会发展的影响。一地的社会发展变革固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但关键还是当地党委的决策。这里记经验述教训，给人们以新的启迪。总之，这种写

法，别出新裁，独辟蹊径，为“概述”撰写提供了成功经验。

“经济总览”篇也是一篇力作。所设七个二级目，均为事关全县宏观、整体且带共

性内容。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章法谨严，既弥补了《前志》在这方面记述之不足，

也体现了《续志》所承奉之功能。

统观《续志》各篇多有创见。而且大都能写出自己的面貌，个性化鲜明，时代特

色、地方特色和人文特色突出，“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尤为明显，社会价值和实用

价值很强。如果说《前志》以其质量之优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列入“六五”规划首

批重要成果并获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殊荣而名扬志坛，那么这部《续志》将以

崭新姿态和更高水准再度创造辉煌。

吕志毅

2006年4月1日于河北大学紫园



凡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和详独略

同、详近略远的基本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井陉县20年来从自然到社会的发展

变化，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为全县新农村建设和建立和谐社会而服务。

二、记述范围本志以井陉县2004年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曾经隶属井陉县而后

又划出之村庄或区域，一般不再记述。

三、时间断限本志为断代志，记事时限与前志1986年版《井陉县志》之下限

1984年衔接，上限起于1985年，为保持记事的连续性，对重要记事适当上溯；下限断

至2004年，时间跨度为20年，重大记事延至搁笔。

四、结构层次本志首设概述，次为大事记，此后按照横排门类、类为一志之体

例，依次设置政区建置、自然环境、环境保护、居民、人物、经济总览、经济体制改

革、对外开放、城乡建设、交通运输、信息产业、水利、电力、旅游、农业、林果

业、养殖业、工业、钙镁业、煤炭业、商贸服务业、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经济管

理、政治体制改革、中共井陉县地方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

民团体、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军事、劳动人事、民政、社会保障、扶贫开

发、抗洪救灾、精神文明建设、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井陉拉花、文物古迹、

卫生医药、艺文等48篇。最后为附录、编后记。篇下视需要设类目、分目、条目若

干层次。

五、门类排列本志篇目设置继前志之小编体，按地、人、事为序排列门类，将居

民篇和人物篇位置前移，以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反映以人为本的理念。

六：类目升格本志将体现地方特色类目作升格处理。如将井陉拉花、钙镁业、煤

炭业、旅游等升格成篇。本志将特事、特例采取“以事聚焦”作升格处理。如将“抗

洪救灾”、“扶贫开发”升格为篇。

七、勘误补缺本志对“前志之误，前志之缺”，采取随文“勘、补”的方式，与

所记事物衔接，一般不注明所误所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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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体裁形式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含照片)、表、录7种体裁，以志

为主。图与表随文插入相关部类，彩照与彩图集中于志首。

九、语言文体本志除引用文字和附录文献资料外，均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概

述以叙为主，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以纪事本末体；其余为记述文体。力

求言简文丰，文字通畅。用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1986年10月重新公布的《简化

字总表》为准。

十、纪年方法本志使用公元纪年，对所涉历史传统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对上世

纪(20世纪)年代的表述，一般直书年代。

十一、人地称谓本志以第三人称记述。人名，直书其姓名，必要时冠以职务。地

名，以现行标准地名为准，涉及古地名时，括注现标准地名。政党、团体、组织、机

构、会议、文件等名称，首次出现时为全称。对称谓过长者，同时括注简称，之后视需

要兼用简称。

十二、数据及书写‘本志所用数据，以统计部门为准；统计部门未有的，以业务

部门为准；业务部门未有的，以调查核实的结果为准。数字书写以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年12月13日发布，从1996年6月1日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

准。计量单位，除个别仅用于表述和为世人所理解使用的市制外，其余均使用法定计

量单位。

十三、立传原则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仅为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建树的井

陉籍人士立传。立传者以卒年先后排序。对业绩卓著的在世人物，采用“以事系人”

方法散记于有关部类或列入相关名表。

十四、资料来源本志采用资料，大多来源于各承编部门或各级档案馆、图书馆、

摄影协会以及有关史志书刊，辅以经过考订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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