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县市
I■_
—■■一

斤司——Jo————L

001338



W A N×I A N S H I Z H I

万县市志
重庆市万州区龙宝移民开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圣麈杰腹；t全



图书在版编目(oP)数据

万县市志，重庆市万州区龙宝移民开发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编，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9
ISBN 7—5366—5064—7

I．万·一 Ⅱ．万⋯ Ⅲ．区(城市)一地方志一重

庆Ⅳ．F297．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9891号

万县市志

重庆市万州区龙宝移民开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重庆出版杜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大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x1092 1／16印张84．125

字数1944千 插页21

2001年9月第l版

2001年9月第1版第1扶印刷

印数1—2l∞

ISBN 7—5366—5(164—71K·2弼

定价：168．00元



编纂领导机构和编纂审稿人员 1

《万县市志》编纂领导机构和编纂审稿人员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括注为工作调整、离退休人员任职时间)

主任：何永坤

幸继河(1984．08—1987．10)范正新(1987．10—1992．05)刘太冲(1992．05—1993．03)

余兴模(1995．07—1997．09)

副主任：牟奇君李素华胡先明谢纯孝郭欣林谭英权魏光和

刘朝柱(1984．08—1990．12)

万启裕(1987．10—1993．03)

肖远福(1990．12—1992．05)

傅加海(1995．07—1997．09)

顾问：李玉芳

委员：向志友

曾祥富

罗金建

涂韵松(1984．08—1990．12)

陆露峰(1987．10—2000．06)

于官六(1990．12—1993．03)

蔡华义(199r7．09—2000．06)

郭廷奎(1984．08—1987．10)

郭福泳(1990．12—2000．06)

蒋大云(1992．05—1993．03)

张辉映万启裕傅加海于官六

何艾平万世全赵健生陈国毅黄宗荣向平昭蒲跃仁

万启蒙谭俊英郝绍权王捍东王辉蒋其荣姜学相

郭兆明

贺启后(1984．08—1987．10)

张廷富(1984．08—1990．12)

黄道才(1984．08—1993．03)

贺亚光(1984．08—1992．05)

何子年(1984．傩一1993．03)

陈涤吾(1984．鸺一1990．12)

沈毓英(1987．10—1992．05)

刘兴华(1990．12一1992．05)

兰维华(1990．12—1993．03)

黄孝品(1992．05一1993．03)

蔡华义(1995．07—1997．09)

戚万红(1995．07—1997．09)

刘顺琼(1995．07—2000．06)

姜川生(199r7．09—2000．06)

石继武(1984．08—1990．12)

冉广骏(1984．08—1990．12)

刘纯发(1984．08—2000．06)

林大才(1984．08—1993．03)

申继贵(1984．08一1993．∞)

于官六(1984．08—1990．12)

薛家梯(1987．10—2000．06)

陈启堂(1990．12—1993．03)

秦先源(1990．12—2000．06)

魏遂章(1992．05—2000．06)

张伟(1995．07—2000．06)

熊道信(1995．07—2000．06)

吴成云(1995．07—2000．06)

黄健(199r7．09—2000．06)

陈启宇(1984．08—1990．12)

黄仁瑜(1984．∞一1990．12)

连友荣(1984．∞一1990．12)

冯地铭(1984．∞一1990．12)

贾绍先(1984．08—1993．03)

陆露峰(1984．僻一1987．10)

熊钦泰(1990．12—1993．03)

骆永陆(1990．12—2000．06)

阙蕨(1990．12—1991．05)

屈祖珂(1992．晒一199r7．09)

骆斌(1995．07—1997．09)

王绍忠(1995．07—1997．09)

黄纪庆(1995．07—1997．09)

胡佳清(1997．09—2000．06)

地方志办公室
(括注为工作调离、离退休人员任职时问)

主任：魏光和

于官六(1988．09—1993．03)



2 万县市志

调研员：于官六(1993．03—1994．05)

副主任：罗金建

于官六(1984．08—1988．09)

薛家梯(1986．01—1990．10)

工作人员：段晓陶小艺

陈先昆(1985．03—1986．03)

张罗敏(1985．06一1992．10)

陆露峰(1984．08—1986．01兼)

阙蕨(1990．06—1991．05)

金娅兰(1985．06—1993．12)

黄纪庆(1986．09—1991．06)

《万县市志》编纂人员

总 纂l魏光和

总 编：魏光和

于官六(1991．01—1994．11) ．

副总编：薛家梯(留聘)郭兆明

黄代政(1991．01—1994．03聘) 黄纪庆(1991．01—1993．03)

阙蕨(1991．01—1991．05) 金娅兰(1991．01—1993．12)

定稿编写(按姓氏笔画排列。人名后标※者为特聘、特约编者，后同)：

任萍※ 杜之祥※ 肖仁权※ 陈洪富※ 陈镔※ 陆露峰※

刘毅勋※钟昕※郭兆明 黄月峰※黄玉华※廖春云※

薛家梯 魏光和

初稿编写(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官六 卢文※ 石继武※ 刘毅勋※ 刘永锡※ 李伦纯※

汤宇峰※吴名国※ 吴宛黎※ 陈寿颐※ 张久良※杨开伦※

金娅兰 钟听※ 张罗敏 段晓 黄代政※ 黄纪庆

黄克家※ 黄兆瑶※ 傅克昌※ 阙蕨 薛家梯 魏光和

编 务l陶小艺魏邦荣(特聘)朱洪斗(特聘)

曾参加编务工作的特聘人员(1986年2月一1994年10月，以聘请先后为序)：

邓永信邓海笙程心冉崇英赵天琼吴念初曹震东曾忠烈

喻成巽向可维王连坤

摄 影：孟学箴谭人杰乔德炳张晓成魏光和史焕云何懋兴袁明春

张永宪张建军游超志

地图清绘及整理：洪仁钧魏光和

图片设计及整理：魏光和郭兆明黄纪庆

《万县市志》定稿审稿人员

省级审稿：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 审：蒋国昌王昭林吴艾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纂领导机构和编纂审稿人员 3

成 员：殷智赵锐涛郭永彬洪霞

地级审稿：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

主 审：林世举陈钢建

成 员：龙建平黄玉华陈伟沈毅

《万县市志》各分志审稿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启裕 万世全 马名远 马正兴 文荣启 王家才 王泽宣 王升辉 王德权

王绍忠 王军 王永坤 毛先梁 龙能斌 冉崇树 冯天骧 冯春丽 刘志兰

刘恪建 刘诗白 刘永祥 刘志珍 刘顺琼 刘新国 刘中银 刘纯发 刘小林

邓显皇 包戍邻 江南 江礼炎 向冰 向家友 华仁 朱宏基 孙为民

孙健 牟奇君 牟来正 牟群林 牟其华 沈毓英 杜之祥 李祥树 李建新

李德垄 李永鑫 李灵芝 李家明 李远顶 李昌发 肖仁权 吴光绪 吴成云

吴仲连 余兴模 余仲九 何玉成 何永坤 何树华 何家福 何先钧 何朝贵

张正敏 张辉映 张德清 张德平 张伟 张德书 张宣和 张晓雪 林成仁

林啸 林培黎 周正辉 周帆 周忠明 陈万生 陈剑云 陈永燮 陈启姚

陈禄忠 陈国毅 陈君杰 陈江海 陈镔 陆露峰 易永模 杨大清 杨峰

赵清万 胡先明 胡述槐 胡佳清 凌开平 郑明 姜川生 姜发盛 段荫明

钟洪良 骆斌 骆永陆 贺光春 贺启后 贺尔军 屈祖珂 唐家平 涂韵松

郭兆明 郭福泳 郭凤娥 夏代平 郝泽光 梁先玉 秦先源 徐志成 徐廉明

章伯密 戚万红 黄太华 黄宗荣 黄月峰 黄致才 黄纪庆 龚本坚 龚植寿

彭必伦 蒋其荣 程天生 程德群 程光先 程克强 税绍群 傅加海 傅克昌

雷登成 蒲跃仁 谭开宇 谭孝福 谭益民 谭常元 廖景生 廖春云 廖元善

廖正齐 蔡华义 熊道信 熊建国 薛家梯 魏光和 魏遂章

注：上列为参加《万县市志》送审稿、定稿的审稿人员，其中参加送审稿审查的94人，

参加定稿审查的8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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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千年更迭之际，新编《万县市志》历经十余个寒暑的耕耘终

告出版问世。这是本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科学和文化建设工程，实为

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万县市析万县城区而立。历史上万县

共修志8部，现存5部，虽保存不少珍贵史料，但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万县

市因建置历史较短，仅在50年代编写简志稿本一册，且未正式印行传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轮编修社会主义

新方志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万县市志》的纂修乃于80年代中期应运

而生o 1992年底，正当《万县市志》亟盼完稿之时，国务院决定撤销县级万

县市建制，将其地分别划入新建地级万县市的龙宝、天城、五桥3个市辖

区。鉴于新旧建制交替，原万县地区行政公署及时下达“传真电报”，明确

提出《万县市志》的后续编修、出版任务由龙宝区承担，并要求志书下限延
至撤市为止，以便对万县市历史作完整的交待。我们作为龙宝区的首任和继

任主政者，对继续推进修志工作，直至将万县市历史上最后一部也是惟一正

式的一部新市志付梓出版，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万县市与万县同根同源，共同拥有光辉的文明史。万县城依傍长江水运

而兴，自古为川东重镇，历来是川东北、湘鄂西、陕南、黔东的物资集散

地，素有“万商之城”、“川东门户”之称。万县市即在万县基础上由“城”

发展为“市”o 1928年首次划万县城区置市，历时7年撤销o 1949年底刚刚

解放，再次分万县城区置市。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40余年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万县市发生历史性巨变，已逐步由一个商业消费城市转

变为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新兴轻工业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

果，1990年列为全国十佳县级卫生城市。这一切成就，以及工作中的挫折和

失误，都需要我们充分反映，录而志之。《万县市志》的出版，不仅将原万

县市人民奋斗、创业的伟绩载之史册，成为世代相传、永不磨灭的历史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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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而且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认识当今龙宝的历史源流，为两个文明建设

提供历史借鉴，对于加速龙宝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新编《万县市志》卷帙浩繁，成书艰难可知。近十年来，本地行政体制

几经调整，人事数易，但修志工作始终未辍。在此，谨向领导和支持修志工

作的历届中共原万县市(龙宝区)委、人大常务会、政府、政协的领导、历

届市志编委会成员和离退休老同志表示敬意!向多年辛苦工作、秉笔勤耕、
无私奉献的修志人员，以及关心和支持修志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为官一任，自当努力造福一方。我们在任期间能为故市志书出版尽绵薄

之力，深感荣幸。“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o历史由人民谱写。我们坚信

龙宝明天更美好。殷切希望龙宝人民以志为鉴，继往开来，不懈奋斗，为振

兴龙宝做出新贡献。

中共重庆市万州区龙宝移民开发区工委书记

重庆市万州区龙宝移民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二ooo年八月二十二日

膨辑参
f．枇

●



凡 例

凡 侈IJ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万县市自然、社会

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年代断限，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92年。为保持事物的连

续性和完整性，有些篇章内容作适当上溯和下延，记述范围以万县市行政区

划为主。由于万县市析万县城而成市，市县同一源流，对建市前与万县紧密

相关的内容作适当记述。

三、本志由篇首(图片、序言、凡例、目录等)、概述、大事记、各类

分篇、附录和后记组成，总字数为190万左右。采用志、记、传、图、表、

录、考等体裁，以志为主。

四、本志各篇按事物性质横分门类，纵述历史，既照顾现行事业的分

工，又尽量做到事以类从。同一事物需数篇记载的，以一篇为主，其余篇章

以略记或互见处理。

五、本志大事记用编年体提要记述万县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

事、要事，为全志之经，各分篇为全志之纬。

六、本志立传人物仅收已故者，在其名后括注公历生卒年月日期，排列

以生年先后为序；民政部门认定的烈士，记入人物名录；市党政军领导人分别

在党政军有关篇章内列名；有重大贡献的在世人物，因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

七、本志按照属地原则编写，对驻市境内地区及以上有关部门单位的史

实，依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详我略，你略我详”的原则处理；按其

行业性质，归并于相关篇章记述。

八、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通畅。行文以

1986年lo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印的《简化字总表》、1996年6月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BIT 15835—

1995)及《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1995)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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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所指建国前、建国后以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为时限；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12月8日万县解放为时限。

十、本志纪年，清及以前用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用民国

纪年，只在同一自然段内首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对民国时期各类统计表的

年份(度)栏，一般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一、本志所记政府、官职、地名等称谓，一律沿用历史通称。古代地名

夹注今地名。专名简称，在行文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第二次出现时用简称。

十二、本志所用统计数据，以史料或政府统计部门所提供的数据为准。

度量衡以通用的公制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货币单位，一律按1955

年的新币值计算。

十三、本志对历史疑案，以典籍为主。历史事件说法不一的，经过考

核，取其一种载入，其余说法存疑。

十四、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全市各部门、各单位编写的部门志、专

志，各级档案馆、图书馆的档案资料，以及部分口碑资料。编写时皆经编者

考订，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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