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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1993·1)

主 任 刘宗林(侗族)
’

副主任 黄进炳(侗族) 王家荣(侗族) 吴大富(苗族) 李德显(侗族)

石希欣(侗族)

(1993·1～1994·10)

主 任 王家荣(侗族)

副主任 黄进炳(侗族) 吴大富(苗族) 李德显(侗族) 石希欣(侗族)

(1994·10--一1996·6)

名誉主任 刘宗林(侗族) ，

主 任杨正杰(侗族)

副主任 石希欣(侗族) 吴大富(苗族) 李德显(侗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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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6～1999·10)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主 任 石希欣(侗族)

副主任 刘明和(至1998·3) 吴大富(苗族) 吴昌杰(侗族)

姚本琰(侗族) 姜庆华(至1997·7) 禹玉奇(至1997·7)

莫再恩 敖朝暾 黄进炳(侗族)

粟明坤(侗族)

顾 问 王家荣(侗族) 刘宗林(侗族) 刘选高 李呜高(侗族)

张进成(侗族) 吴万源(侗族) 吴通行(侗族) 杨进铨(侗族)

杨精博(侗族) 杨盛世(侗族) 冼光位(侗族) 黄清泉

彭友文 粟海亮(侗族) 薛忠勇

(1986·4～1999·10)

(以下按任职时间先后为序)

历任委员 杨进勤(侗族) 杨家敏(侗族) 吴家彦(苗族) 李明泽(苗族)

邹锡球 吴启刚(苗族) 刘兴裕 陈立群(侗族)

吴家义(侗族) 潘建福(侗族) 刘登武 潘仕堂(苗族)

龙鲁岳(侗族) 杨顺美(-k-) 黄生学(侗族) 周开权

吴庆光(侗族) 吴永丛(侗族) 王瑞太 马德飙

杨世然(侗族) 苏盛柏 刘恩吉(苗族) 杨友桂(侗族)

万菊秀(-k-) 田自保(土家族) 石愿兵(侗族)

石庆玉(侗族) 石道吉(侗族) 伍世明 向望球(土家族)
、

陈学武(侗族) 陈晓秋 吴祥雄(侗族) 李再全(侗族)

李田雄(侗族) 杨聿元 杨秀清 杨 锡(侗族)

蒙 斌(苗族) 潘启斌(苗族) 潘志远(侗族)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

、 (1986·4～1994·11)

主 任杨锡(侗族，1986·4～1992·6)

．杨友桂(侗族，1992·6．"-'1996·1)
‘

工作人员 陈继杰(-k-、苗族) 杨9-Zg(4同族)’ 李全家(-k-、侗族)

李久现(侗族) 吴文志(侗族) 杨再华(侗族)

魏连生 欧俊姣(女、侗族) 储祥林

吴明正 杨宁士(-k-、侗族) 杨平士(侗族)

符莉媛(女) 李良凡(4c、侗族) 吴本梅(女?侗族)

欧春艳(女、侗族)

通道侗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

(1994·11～)

主 任 田自保(土家族)

副主任 杨友桂(侗族，1996·1调离)

姚奉彪(4N族，1999·4～)

工作人员 陈继杰(-k-、苗族) 巢致林(至1998·3) 禹华昌(至1998·8)

刘登富(1996·3～1997·2) 刘俐辛(-k-、侗族)

粱经仁
。

石进国



《通道县志》编辑部成员

主 编 田自保(土家族)

副主编 吴昌杰(侗族) 敖朝暾 李华(壮族) 杨 锡(侗族)

编 辑 姚奉彪(侗族) 巢致林(至1998·3) 梁毓尊

刘兴裕 吴能夫(侗族) 吴文志(侗族)

杨安钺 陈继杰(-k-、苗族)刘俐辛(-k、侗族)

禹华昌(至1998·8) 梁经仁 石进国

初稿编写人员

田自保(土家族)

粱毓尊

昊能夫(侗族)

吴大富(苗族)

杨昌陶

魏连生

支4辛乙信

吴子英(侗族)

石道吉(侗族)

章柏希

郭江波

杨骏

图片摄影人员

姚奉彪(侗族)

张柏如

杨 岳

吴昌杰(4N族) 敖朝暾 李 华(壮族)

巢致林 杨 锡(-N族) 刘兴裕

吴文志(4N族) 杨安钺 董亦兵 ．

覃名国 杨理鸾 许国进‘

傅良铨 李炳文 陈振春(侗族)

陈秀根 杨 军 胡群松

田友琪 陆中午(侗族) 肖志龙

谭少剑 李清菊(女) 杨再华(侗族)

石庆玉(侗族) 王益苹(女) 杨 涛

欧瑞凡(女、侗族) j 左湘南

刘小敏 吴才华(侗族) 伍中春

谌业君 刘楚衡
●

昊景军(侗族) 陈学武(侗族) 杨家敏(侗族)

杨秀全(侗族) 张 红(女) 杨光成(侗族)

杨进干(侗族)



校 对

打 字

田自保(土家族) 吴昌杰(侗族)敖朝暾 李 华(壮族)

姚奉彪(侗族) 陈继杰(-Jr、苗族) 许国进

巢致林(至1998·3) 刘俐辛(女、侗族)

禹华昌 粱经仁 石进国

龙艳(女、侗族)

《通道县志》审稿人员

一、《通道县志》审稿小组

钱德喜石希欣姚本琰莫再恩 杨中桃 李志林 杨家敏 马德飙

龙鲁岳杨理鸾

二、怀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审稿改稿人员

薛忠勇 陈志强 刘宗林 余致韩 黄清泉

徐万君杨跃杨子仪李 素

三、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审稿人员

胥 亚 李宏江 龙举高 卢凯旋何孝积

刘国长 杨文基潘柳成

●

黄俊军 彭汉缓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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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理论为指导，采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编纂，以翔实的资料，正确的观

点，科学的体系，鲜明的特色，流畅的文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通道的自然环境，建置

沿革和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解放后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业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一部资料翔实的地情史册，具有很高的实

用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它的出版，将为通道进一步振兴、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激

发通道人民爱国爱乡提供教材，为对外友好交往传递信息，为后人保存大批珍贵的

文献资料。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编史修志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是一项浩繁的社会工程。《通道县志》的出版凝

聚着各级领导、各方专家、各界人士的心血。在此，我向所有关心本志并为本志作出

贡献的专家、学者、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今值《通道县志》出版面世之际，编委会约我为序，愿借此寄语全县各族人民，继

续同心同德，竭忠尽智，为通道的繁荣昌盛而奋斗!

蒹霉萎金燃兰；蓑刘宗林原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书记
⋯⋯。

一九九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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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通道县志》在省、地地方志编委会的关心指导下，承蒙各方支持协作，集编

写同志十余年之辛劳，终竞其功。抚卷在手，百感交集，深知成书匪易，治学艰难，谨

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者及所有为本志作出过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

感谢和敬意!

通道置县始于宋，至今已有800余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旧《通道县志》的编

纂始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此后曾续修、重修。但均系旧世之文，局限性大，况且

江山代易，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世事多变，今与昔比，何啻天壤!今逢时泰、百业兴

隆、物阜民安，适时新编《通道县志》，正合民众之愿，顺应时代之需。

新编《通道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详今略古、实事

求是的原则，采用新资料、新观点、新方法，全面地记述通道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载

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解放至1995年这45年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通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还记载了中国工农

红军三次征战于此，播下革命火种，召开著名“通道转兵”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党的重大事件。同时，根据通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对民族政策、

民族风情的记述也有独到之处。志书既考虑全面，又突出重点；既写出了优势，也指

出了劣势；既总结了历史成功经验，又不回避某些工作失误。是一部科学的地方文

献

良

共

易

好

要

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鏊●。‘县志》乃一方之实录，是记述自然与

社会、风土与人情、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科学、历史与现状等资料的著述，又是治县政

书。通道修志，始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嗣后，又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续修，嘉

庆十七年(1812)重修。民国35年(1946)年旧县政府曾设文献委员会筹修县志，旋因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而中止。通道历史记载断脱长达185年，其间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及风土人情等发生了沧桑巨变。解放以后，全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创造了许多光辉业绩，

涌现出众多的模范人物。特剐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给通道注

入勃勃生机，带来无限活力，农业持续增长，工业迅速崛起，集镇普展新容，城乡经济

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富庶，真可谓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1986年，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修志机

构，抽调人员，组织力量，开展了县志编纂工作。由于缺乏经验，走了很多弯路，加上

没有发动部门修志，虽于1990年拿出了一部县志初稿，但资料残缺，内容不全，还因

断限至1985年，很多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新人物、新事物、新气象未能入志。为此，

1992年重新部署修志工作，1994年调整充实了修志力量，至1995年拿出40多部专

业志和部门志。1996年开始县志总纂。为了突出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特点，把县志下

限延至1995年。期间，县委、县政府几位主要领导先后调离，我们受命主持县政，承

前任之重托，对这一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更不敢懈怠，决心重其事，勤其业，成其果。

+经全体修志人员辛勤耕耘，奋力拼搏，终于编写成这项承前启后的百万余言《县志》

巨著。， 一

新编《通道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隐讳，不溢美，本着“详今

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修的原则，科学取舍，重点突出，系统地记述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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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全县的自然风貌和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民族、习俗等各个领域的兴衰变迁，以及兴利除弊的经验教训，反映了通道社

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通道第一部“百科全书”和科学文献。这部志书为我们研究地

方特点，制订发展规划，推动改革开放，振兴通道经济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同时又为激励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教育子孙后代提

供了生动教材，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继往开来呈新志，八方鼎力玉有成。《通道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受到县人大、县

政协及许多离退休同志的关怀，得到省、地地方志编委会领导的指导，也得到各乡镇

和县直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所有为《通道县志》的编纂作出贡献者，致以最

诚挚的谢意!

社会靠一代代人推进，历史靠一代代人谱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历史赋予我

们的神圣使命，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通

道。我们一定要奋力拼搏，开拓进取，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创造出比前人更加光

辉的业绩。 ．

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书记钱德喜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长 石希欣

一九九九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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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客观地记述全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

二、本志通古合今，上限自设治起，对各项事物的记述尽量追本溯源，志其发端；

下限至1995年，对有些连续性强，需述明原委的大事、要事，则越限至搁笔为止。

三、本志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之后平列专志48章，为金

志主体；末缀杂录，以存本县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

四、本志人物，按史家通例，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贡献大、影响面广的革命烈士

和已作古的英雄模范、知名人士及清正官吏等立传，以本籍人为主，兼传客籍人。对

个别反面人物亦予立传，以警世人，教育后人。对在各项事业中成绩卓著，或有某种

建树的模范和先进人物，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采用以亭系人或简表形式予以

辑录。

五，本志纪年，以历代政权更替为依据。民国之前，采用朝代、帝号纪年，并注以

公历；民国之后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志》中所述“解放后静，通指1949年10月20日通道和平解放以后。

六、本志称谓，历代行政区划、政府、职官等，均依当时的称谓；地名书写，凡记述

历史沿革用古地名，括注今名，其余均用本县《地名录》公布的规范化、标准化地名。

七、本志数据，历代至民国均据历史资料原统计数。解放后，一般以县统计局公+

布的为准，统计局所缺的，用部门核实后的数字入志。历年经济指标，除工农业产值

注明按不变价计算的外，余均为现行价。计量单位，按照各个时期习惯和通用的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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