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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盲，
r‘ f

‘新市区志》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区的一部宝贵的历史财
7

富。之所以称之为历史财富，是因为它不仅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具有存

史，资治，教化等价值和作用。
’

这部新方志，以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反映了新市区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失利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可资征信的借鉴；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I为各种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为广大干部

开展凋查研究活动，改进工作，提高专业化、知识化水平，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新市区志》是一部历史教科书，它以大量的当地历史事实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
、 一代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教育。尤其是新方志收入了很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革命战绩及英模人物和革命烈士名录，即弘扬革命精神，又流芳万世·

此外，志书还简述了我区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某些失误和挫折。这样， 。玉石朱絮，各

显分明。。有利于人民群众励气节，分是非，辩正伪，提高思想，陶冶情操·所以，也是培

‘． 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极好的乡土教材。

、 。方志乃为一方之全书。。在信息社会的今天，《新市区志》做为一方之信息库，在四

化建设中将发挥不可低估的，乍用。并为省志国史的编纂提供基础素材。

综上所述，新市区第一部方志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o
’

这部集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大事记等内容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确是

很用了些气力，下了些功夫编辑而成的。不仅调查搜集、筛选辑录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

料，而且以简洁，流畅的文笔，真实地再现了新市区几十年来各条战线波澜壮阔的变革和欣

欣向荣的景象。，．

在《新市区急》印风出版之际，

奉献此书，并致以谢意·

，

特作此序，向全区人民和关心我区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

中共保定市新市区委书记冯增岐

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政府区长王庆生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



凡 例

’

一、本志书包括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附卷共6卷，46章，147节·
’- 二，宗旨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和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突出地

方特色，体现时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o，

三，断跟上限时间根据内容而定，但着重记述I 961年建区后的发展变化，下限截止到

1988年底，间有断于搁笔时止者。

四、体裁本书采用志，记，图，表，录诸体相结合的综合体例横排竖写，以记述的方

法叙事。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力求揭示本区各方面发展的基本规

律。志首为总述，书尾附后记。志书所收大事记，按编年顺序叙述，凡本区范围内历史上之

各类大事均酌情记之·

五、内容志书内容取舍与写作以区属为主，驻区为客，经济为主，其它为客的原则。

分驻它县的三线厂文化卷内容收入，其它卷略。农业内容记述概况·

， 六，纪年志书采用公元纪年，使用中国纪年时，则将公元纪年放在括弧内，均用阿拉
’

伯数字。农历使用大写· ．’

’七、称谓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

全称。再次出现时则酌情使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保定市新市区委会员，简称中共新市区委

或区委；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政府，简称区政府等。 ’

、。 八，人物志书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只收入烈士英名录和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较大的人
； 物。

九，资料修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志书引用的各种统计数字．
“

均以保定市和新市区统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提供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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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新市区境内艿为水乡泽国。

大约距今1000年左右，界内河流仍纵横交

错。光阴荏苒，斗转星移，随着地壳的变

动，进入公元二十世纪，辖区内诸多河流

相继干涸。河水转入地下，形成了强大的地

下水源。，地面仅存天下闻名的一亩泉，以及，

一亩泉河，自草沟河和候河。每天以1 1 5米8

／秒的流量，构成了新市区的水源优势。然’

而，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只是社会发

展的外部条件，，只有在社会内部因素发生效

力时，方显出巨大作用l

，。 ‘：

。 ：√，。⋯：’．‘：，!
～旧中国，境内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天

灾兵祸，民不聊生。其表现是·4<一>宝枣
。沉睡”．位于境内的‘一亩泉，被历代誉为

天下名泉，‘其水质，流量堪称一宝。丰富的

地下水源是发展工农各业的得天独厚的优

势，然而却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方园75平

方公里的肥沃土壤变成了贫脊的土地。以解

放前夕为例-辖区工业寥寥无几，只有少许

黑白铁加工作坊。粮食亩产不足百斤，文化

教育及卫生事业更不堪回首。人民生活饥寒

交迫。‘二>交通不便。解放前境内的交通

工具多为畜力，道路均是土路。时逢气候恶

劣，出门难，行路难、交通运输难，给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三>兵祸

成灾。新市区地处太行山东麓平原，东155

公里是海关天津卫，北141公里是首都北京，

南124．8公里为新市石家庄，京广铁路从境

内通过。是通往京，津，石的咽喉要冲，自古

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人民屡遭兵祸之

。：。、：，建．≮’1≯i?t‘：j；≯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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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早在战国时期，燕王熹四年(公元前251一

年)燕王伐赵，赵将廉颇破燕军，逐北500。

里，围燕都，保定一度属赵。新市区就是当

时燕赵两军的古战场，廉颇并曾在此驻军，
、

后人为其修廉颇庙，今廉良村便因此而得

名。南北奇(原称南北旗)便是军队竖立中

军大旗之地。， ～ ．

宋成平二年(公元999年)七月，辽诏诸

军南侵，攻保州，宋将普暗和知州杨嗣出兵击

敌。普、嗣为辽军所围，渡严凉河(今新市

区廉良村)。颇丧士卒，日夜未还，绍斌领

众增援，合军反击，与辽军大战于严凉河，

斩辽军千余级，获马500匹。 ；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

棣发动。靖难之变节，先后两次率兵云集保

定。如今的南北章(原称南北帐)便是燕王

的中军帐地，马厂村是集草养马之处，蛮子

营、四里营等均是驻军处。 二

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者又在境内犯下了

滔天大罪。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保定，德

寇在郎庄屠杀平民二百多人，仅青壮年即达

七十余人，全村房屋被烧毁，仅余下三间土

坯房·全区人民在历史上蒙受的灾难和损

失，罄竹难书。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了1日中

国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一 ，一．一

新中国诞生后，新市区人民终结了灾难

深重的历史，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开发自然资源，积极

发展各项事业，使新市区走上了腾飞之路。

l／多．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如今是桥梁变通途。纵横交错的公路，铁路
<一>开发资源，辖区工业大发展。。 网的形成，为全区交通，这输和各种机动车
解放后，国家多次组织国内外水利专家，。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有效的促进了

对一亩泉水源区进行抽样考察，发现其泉水‘ 辖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加速了新市区与各地

是来自地下十几米深的砂层自流水，经过长 物资的交流。目前，全区拥有各种机动车辆。

距离伏流而出，矿化度低，酸碱适中，清澈 3080辆，通车里程60公里。

透明，是轻化食品工业和生活用水的优质水， ，

： ．．

“

源。．且储量大，在年降水量大于600豪米的情 (三)依靠工业，j备项事业齐飞跃。

况下，能够保证工业的正常用水，高峰用水 ．新市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期，最大允许开采量也达54万吨／日夜。大量 促进了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

数据表明j新市区的确是一个水源王国，一 的发展。1988年，全区有影剧院(俱乐部)

亩泉确属国之一宝。为此，先后在一亩泉区 38座，座位l 9128个。图书馆(室)657个，藏

域、鲁岗、大车辛庄等处建立了采水场，筑 书63．9万册。保定地区电台，电视台、保定电

有通向市区的输水管道。优越的地理环境和 台、电视发射台、保定市报社等新闻单位均

自然资源吸引和招唤着现代化工业的到来。 在辖区境内。此外，一些民间艺术，如灯会：。

自1956年以来，国家开始在辖区选定厂址，“， 高跷、戏剧等均在原有的基础土有所创新。

筹建办厂，相继建成了保定电力修造广，-一保 目前，新市区戏剧种类繁多，且遐尔闻名，

定变压器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广、、保定热 有河北梆子、老调，，京剧、秧歌等，除著名

电厂，化工部第一胶片厂，保定蓄电池厂， 的河北梆子剧团、老调剧团外，还拥有8个

4保定第一棉纺织厂，国营604造纸厂等蜚声 村办剧团，585人的演出队伍，优秀剧目有

海内外的西郊八大厂，从而开创了新市区工 《潘杨讼》，《忠烈千秋》⋯⋯。文学创作

业的新纪元!经过30多年的努力，现在全区 也硕果累累，一批文坛名人脱颖而出，例如中

巳初步建成亍具有冶金，机械，纺织，化工、 青年作家铁凝，陈冲等均出自辖区内。到目

建材，’食品、印．Ii60、电子、造纸等十多个门 前全区文学创作队伍发展到3500人，发表各

类，200多家企业，其中省部属26个含(三 类作品1 5000件。教育方面，全区现在拥有幼

线厂>，市属70多个，区属95个。。1988年， 儿园58所j。入园幼儿I 7400人。中小学103所，

拥有固定资产117256．20万元，从业人数 大、中专院校14所，在校学生80397人。。各

7919l入，年创产值164068．1万元，实现利润 类成人教育学校42所，在校生8450人。初步

29237．1万元：其中名驰中外、誉满全球的，形成了一个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相结合，

。乐凯。牌胶卷． 。天鹅”牌人造丝， 。孔 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并存和发展的完整教

雀’牌地毯、。丰帆”牌蓄电池，以及久富 育体系：科技方面，截止1988年，全区共有

盛名的。槐茂酱菜”：羽毛球拍、乒乓球等 科研机构23所，科技人员4900人。取得科技

均为辖区工业的撼世力作l 成果1698项，其中经国家鉴定165项，省级

鉴定202项，地市级鉴定24l项，其它1095项。
<=)树立优势，全区变通换新貌。 医疗卫生方面，全区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j建国以来，全区共修建道路30条，其中 278所，卫生技术人员1375人。且医疗设备

于线道路6条，总长30公里ii此外还建造了 先进，医术高超，不仅能根治常见病，而且

由京广铁路、保神支线及通往各大厂的5条 治疗口腔、外科等方面的疑难症有独到之

铁路专线和4l座桥梁。如今境内己是小路变 处，在全国有较高声誉。完善的医疗体系使

大路，土路变油路，过去过河足涉水驾船， 全区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的改观·建区



后，新市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

目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其中游泳项目更为突’

出，培养出了钱红，单勇，李艺花等一批世

界名将。到I 988年底，共向省级以上运动队

输送各类体育人材300多人。各项事业的发

展促进了新市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 I三 ，

回顾新市区饱经风霜的历史，使人不难

联想到那战J尺纷飞的年代，境内人民为了民

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

前赴后继，英勇奋战，演出了一幕幕气壮山

河拘活剧。早在清朝，境内人民就谱写了抗

击八国联军，歼敌数百名的悲壮篇章。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境内的南奇，马厂，，

郝庄，崔闸，沈庄等地都留有英烈们与敌拚

杀的战迹。其中1947年7月6日，胡耀邦同

志指挥的攻克南奇战役，打死，打伤敌人

205名，活捉870名，生擒敌首卢化南，威震

敌胆·

解放后，境内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

了旧的生产观念，解放了生产力，迸发出巨

大的积极性，创造性，同心协力建设自己社

会主义的美好新家园。 、

i961年5月，新市区人民委员会正式成

立，从此揭开了新市区崭新的一页。然而道

路是曲折的，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乱，使

全区人民再度承受了磨难和考验。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深得民心，

从而又一次调动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如今，

全区的各项事业与建区初期相比均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村尤为突出，。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表现出强大的 。

生命力，加速了农业的发展。截止1988年，人

均年收入已达854元，是解放初期的1 9倍。

粮食亩产300公斤，是解放初期的6倍。事

实胜于雄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

有新中国电就没有新市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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