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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市志》编纂委员会(2003．3—2004．3)主任毛益顺(～2003．8)周晓红(2003．8一)副主任杨安成刘凤毛I杨宽生J夏贤钦刘厚银刘盛刚李良时李永湘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王集中王雄军邓集鑫邓华英刘顺祥陆建武许乾明杜正解李明柏张同科张懿萧晓明欧清夏和斌曾伟之曾嵩山曾伯水雷章林谭立生颜红(2004．4—2006．11)主任周晓红副主任杨安成I杨宽生I夏贤钦刘厚银刘盛刚李良时李永湘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丁家友王集中王雄军王小波刘兴国何德科杜正解李崇义李光武张同科张懿欧湘奇萧体政曾伟之曾嵩山曾伯水谭立生颜红(粼．12一)主任申建伟(～2010．1)余孝武(2010．1一)副主任谭精益I杨宽生I夏贤钦刘贻银刘厚银李永湘李良时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丁家友王小波王福民王雄军邓小兰邓建雄毛祖云向方雪李光武李崇兴李迪青刘兴国刘兴伟张同科张永华何德科吴隆文杨峰黄民安黄跃中萧体政潘先大颜红戴时光



主编执行主编副主编编辑总纂李良时萧时弄何德科廖素贞杨峰《武冈市志》编辑部杨峰张治怡萧柳校马代田黄岷亮雷明红萧体刚张治怡马代田廖素贞《武冈市志》审稿领导小组组长伍和平(．2006．4)周晓细：(2006．4～2010．1)王春生(2010．1一)副组长申建伟余孝武谭精益杨安成彭嘉明林雨亲殷南楚萧时雄成员朱爱媛黄崇清夏建新杨博理夏贤钦邓吉文刘贻银石亮明刘武聪陆智慧叶伟平邵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审稿人员李敦楚周玉柳蔡然刘伟顺尹敬中杨当第曾爱武邓艳郭勇华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王晓天袁勇前尹克加隆清华谢海斌武冈市史志办工作人员主任杨峰(兼市委办副主任)副主任廖素贞工作人员黄岷亮(副科级干部)雷明红(股级干部)萧时羿(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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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曾德焕段远林尹新文戴俊田李迪武林彰淼夏勇姚长贵段爱玉段洲云唐克勤罗伦松曾祥斌彭学茂易庆国马代全《武冈市志》资料采编人员(排名不分先后)王骏李世斌李红梅李秋龙欧德舜张少兵刘祚雄陈红孙中孝龚尚典段启寅夏大毅林风跃林彰坤谢敏秦裕忠杨张森龙会平萧盛发欧志成鼋产鸱夏云发电急电钟运卓李兴安黄建中谢钧成蒋玉忠刘科李支南杨运焰李勤敏何永成姜照高邓集伟罗国华吕中行邓集学蒲璁华刘拥汶刘云安欧和民沈裕德夏佰胜蒋运松刘孙武刘祚兴陈国忠夏霖殷昌光黎武萧辉舒东林李庆斌夏文清萧灵燕何善仕李迪龙钟国林戴时兴刘财弟邓星保王太明粟太平邓星健萧洪祥邓昕黄春明邓集尤于光庭周慧芳潘伟明王叶晖戴金城伍先觉唐保权于平安萧桃生钟永英戴开潮达世清



序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晓天正是入冬之时，有朋自武冈来，嘱我为《武冈市志》作序，固辞不恭，乃欣然从命。关于武冈，在我的心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一九六八年秋，其时尚是一个求学少年的我，痴迷学画，曾经赴武冈写生。那古老的城墙，那浓雾缭绕的云山，那江边的秀色，那凝重庄严的法相岩⋯⋯曾经令少年的我留连忘返，胡乱涂鸦。然而，对于武冈也留下了几分似乎神秘的印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到邵阳工作，由于工作的缘故，曾经多次赴武冈学习、考察、交流，乃至洽谈合作，关于武冈的了解，乃渐渐深入。武冈是一方宝地，位于湘西南部的雪峰山东麓，资水上游。境内三面环山，中部为连片溪谷平原，土壤种类多，适应性广，土质肥沃，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有霜期短，地理环境非常适宜于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铁、锰、锌、油页岩、金、硫铁、磷、花岗石、石英、耐火材料等。莽莽云山堪称生物资源王国，共有野生植物218种、485属、1168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有云山伯乐、云山白兰、云山青冈等25种；野生动物有170种。且武冈地处邵阳市西南五县的中心，历史上为“黔巫要冲”，战略地位突出，历来为兵家要地。武冈历史悠久，西汉文、景之时(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即已置县，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封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遂为都梁侯国敬侯在此。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设都梁县。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复为武冈县。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升为武冈军。元至正十四年(1277年)改为武冈路总管府。明清两代先后为府、州。民国2年，废州为武冈县。1949年lO月武冈解放后，仍为武冈县。1994年2月，撤县设市。在漫漫的历史岁月中，武冈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经济和文化，演绎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西汉末年，武陵蛮詹山在此高举义旗，率4000余人起事。晋代名臣陶侃手植银杏树，在此创办学校。明崇祯年间，县民袁有志等起兵反抗暴政，攻克武冈县城，杀死岷王朱企镫；爱国名臣傅作霖在此率兵抗清，城破，从容就义。清道光年间，监生曾如炷率饥民反饥饿，执杀武冈知州徐光弼。近代，湖湘文化大家邓辅轮、邓绎忧国忧民，行吟于此地山水之间。“五四”运动期间，偏处一隅的武冈竞也风起云涌，为之响应。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此宣传、发动、组织革命运动，一代先驱、优秀的共产党人欧阳东、邓中宇、邓成云、李秋涛、刘云龙等先后慷慨捐躯。人说武冈“人杰地灵、文化发达”，信此之谓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冈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冈人民以百倍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和建设之中。经过近60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武冈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告别了贫穷和落后。1994年撤县设市后，武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加快，各行各业犹如千帆竞发，一派生机，境内市场繁荣，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方兴未艾，人民安居乐业。古老的武冈正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小康社会康庄大道。



从修志的角度而言，武冈也有着优良的传统。从宋代至清末，先后编修有《都梁志》、《武冈州志》、《武冈乡土志》等10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9年编纂出版有《武冈县志·解放十年》。1986年9月，又启动《武冈县志》编纂，历时九年，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时期第一部新方志《武冈县志》的编修。本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冈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的成果，上接第一轮志书下限1993年，下迄于2003年，也是武冈1994年撤县设市后第一部以《武冈市志》命名的新志书，意义深远。从2003年初启动至今，前后历时六年有余，参加收集资料和编纂者达百余之众。在中共武冈市委和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体编修人员克服困难，共同努力，终于完成这部百万字的鸿篇巨制。我有幸先睹志稿，感到本志撰写较为成功，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武冈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充分展示和反映了武冈撤县设市以后改革开放与两个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从总体上来说，本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一是入志资料十分丰富，资料工作相当扎实。全志资料性较强，尤其是经济部类各篇章，记述内容相当充实，充分地反映了武冈建市以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使读者通过阅读志书便能深切地感受到武冈设市以来的巨大变化，真正体现了志书资料性著述的特点。二是结构设计比较合理。全书百余万言，志、记、传、图、表、录齐全，篇目设置平稳而有创新，记述语言较为规范，交叉处理较为妥当，数据与图表作为志之辅翼颇费匠心。概述以横为主的记述格局，既与第一轮志书以纵为主相区别，又与本志的主体风格和谐统一。志中传、简介和表录均取法有度，有益存史。三是时代特点比较突出，扣住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点，于各行各业见改革开放，于各个篇章谱时代音符，用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主线贯穿全志，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成就跃然纸上。志乃一方之全史，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本轮《武冈市志》的出版发行，必将成为人们认识武冈、了解武冈的可靠工具书和致用之书。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衷心地祝愿武冈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开拓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武冈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是为序。



序二中共武冈市委书记王春生武冈市人民政府市长余孝武志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名片，可资治当今，垂教后世。盛世修志，古今尽然。《武冈市志》(1994—2003)数易其稿，几经磨砺，今出版问世，实乃武冈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武冈钟灵毓秀，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先祖在此繁衍生息。自西汉文景置县起，封侯立郡，设府置州，历为军、路、府、州治所在地。悠悠数千年，勤劳智慧的武冈人民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演绎了一脉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武冈撤县设市，开启了武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历届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在改革中前行，在开放中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城市规模成倍扩展，城市功能日臻完善，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发展后劲明显增强，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旅建设全面推进；优势产业长足发展，商贸、旅游方兴未艾；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当前，武冈正按照“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后发赶超”的总体部署，以加快建设湘西地区次中心城市为目标，大力实施“项目兴市、工业强市、旅游活市、商贸旺市”发展战略，千年武冈正扬帆风正，阔步向湘西地区次中心城市迈进。新编《武冈市志》横排社会各门类，竖写今昔之变迁，客观记载了武冈建市1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反映了全市自然风物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能帮助我们了解武冈经济社会前进的脉搏，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武冈科学发展的途径。“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之要，贵在用志。我们在传承历史的同时，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抚卷在手，我们要承前人之壮志，尚拼搏之勇气，牢固树立“民生为本、发展为先、稳定为大、团结为重、规则为准”理念，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全力打造“幸福武冈、富庶武冈、平安武冈、和谐武冈、诚信武冈”，不断谱写武冈富民强市新篇章。是为序。



凡例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记述1994。2003年武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状况。二、本志上限为武冈撤县设市时的1994年，下限为2003年，因考虑到与《武冈县志》衔接和志书的完整性、连贯性，部分内容有上溯追记、补记，个别事物的下限延至成书之年。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置卷首，表列志中，录附志后。四、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20篇及附录。排列顺序以概述为卷首，大事记为次，各专业志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顺序排列，附录置后。五、本志人物篇设人物传、抗日阵亡军人录(补录)、烈士英名录、人物简介、先进人物表、当代人士录。入传人物系已经过世、且对社会有贡献、有影响者；简介、列表、录记对象为健在的部、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担任副团级以上干部和副教授级以上职称人士。立传人物按卒年先后排列，其他人物以姓氏笔画为序。入志人物以武冈籍人士为主，兼录长期在武冈工作的外籍人士。六、本志对市级党政军领导成员列表记述，分别附在有关章节后。其他人物因事系人，随文记述。七、本志纪年、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志书行文要求表述。数据资料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欠缺的则用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八、本志记述中的机构、官职、职称、地名均用当时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九、本志在记述某些事物时使用当时约定俗成的习惯称呼，并括注其含意。如“三乡”(铜鹅之乡、无病毒脐橙之乡、卤菜之乡)，“二高一优”(高产、高效、优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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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大成殿宣风楼东塔



⑧⑧革命历史纪念馆申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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