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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继往开来，此乃大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资于现在，

资于将来。1983年，县委、县政府遴选人才，组成专班，十余寒暑，四

易其稿，今终成书，奉献社会，慰藉先辈，启迪今人，惠及来者，可喜

可贺。

宣恩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春秋为巴子国，战国属巫郡地，秦为黔

中郡，汉属南郡，三国属荆州建平郡，西晋及隋属清江郡，唐属黔中郡，

宋为高州，元属施州，明属施州卫。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

清乾隆元年(1736)建县，命名宣恩，意为“传布恩德"。1949年11月

10日，宣恩解放，，属恩施专区。1983年12月．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成立后，宣恩属州辖县。 ．

宣恩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数百年来，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谱写

着英雄诗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宣恩属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

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贺龙、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中

共宣恩县委和宣恩县苏维埃政府。全县3000多人为中国人民的鳃放事

业献出生命。新中国诞生至今，宣恩人才辈出，群贤毕至。

宣恩风景优美，山川奇丽。贡水河、酉水河、七姊妹山三大风景区，

与长江三峡、张家界森林公园形成旅游“金三角’’，还有珠山晓翠、贡

水文澜、洞伏双龙、峰栖三凤、李溪层石、仙女池清、东关飞瀑、吕寺

晚钟八大胜景，都是人们度假、避暑和旅游的理想之地。

宣恩物华天宝，资源丰富。生物、能源、矿产三大资源最为突出，

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宣恩早一蜜柑享誉全国，“宣恩贡茶’’在清乾隆

年间就为皇家贡品，“菊花玉一全球第一，“宣恩火腿"全国四大名腿之

一，珙桐植物群落举世罕见，冰洲石可与黄金等价，水能资源特别富有，

硒资源世界最丰富。

宣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励精图治，开创现代文明新局面，初步建成繁

荣昌盛的新宣恩。农村经济形成特色，“烟、茶、畜、果力四大支柱初

具规模，“杜仲、蚕桑一两大新支柱正在培育发展。城镇经济生机勃勃，

初步形成化工、电力、建材、煤炭、机械、医药、食品、轻纺八大行业，

拥有一批走俏国内外市场的名、优、新、特产品。城镇市场、交通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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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等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209国道经县城纵贯全境，县城5000

门程控电话直拨国内外。龙洞水库电站并入华中电网运行。教育、文化、

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等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全县乡乡通公路、

电灯、电话、广播、电视，现代文明正在进入千家万户。

古往今来，宣恩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建文明的历史和业绩，

理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发扬光大。．：宣恩县志》正是全

面、客观、系统地记载了宣恩清同治二年(1863)至1985年的自然、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汇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
资料和数据，堪称一部兼备。资治、存史、教化一功能的好志书．全书

主题鲜明，篇幅宏大，沿革清晰，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内容精深，博

约得宜，论事精当，具有历史的保存价值和深远的应用价值。

《宣恩县志》的编纂成功：既是宣恩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修志工

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伪存真，辛勤

笔耕的结果，来之不易。愿人们珍惜它，运用它，为宣恩文明、富裕、

昌盛谱写新的篇章。 茹

中共宣恩县委书记 胡 旌

‘

．199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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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I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衰，此乃我国名言，流芳千古．国家有史，地方有志，素为我国优

良传统，承先启后，代代相传。宣恩历史上唯一修成的清代同治二年版

县志，虽谓可鉴，终系旧世之文，且时过境迁，今昔之别，何啻天壤!

今逢盛世，百业俱兴，适时新修《宣恩县志》，以存历史之真容，扬先

辈之美德，求发展之轨迹，实为顺应时需之幸事。
’

宣恩境内，各民族杂居，和睦相处，素有勤劳勇敢，不畏强暴，不

怕牺牲，反对掠夺，抵御外辱，保卫祖国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发扬主人翁精神，亲密合作，团结奋斗，开展

反恶霸、肃匪患、废封建、除剥削、立学校、兴科技、办工厂、修水利、

建公路之伟业，使宣恩呈现出勃勃生机、欣欣向荣之景象．革兴之多、

变化之大、速度之快、效益之佳，．任何朝代都不能与之媲美。新志所载

三个时代，以综述近代之历史，主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突飞猛进之

发展，翻天覆地之变化，此处自当浓墨重彩予以著录。无悖于修志宗旨，

藉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追溯民族起伏兴衰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将无疑可以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繁荣。新编

√《宣恩县志》，历时11个春秋，百万余字，四易其稿．敬事慎行，精益

求精。凝千人之心血，积十载之辛劳。述志当念拓荒者，成书勿忘撰稿

人。今El抚卷在手，深感成书匪易，治学为艰。满卷通篇，包含各级领

．导、学者的悉心指导，社会各界的鼎力襄助，编纂者的呕心沥血、辛勤

笔耕，在此谨致谢忱。

今值县志出版之际，伏案沉吟，寥寥数语，权以与全县人民同庆同

贺。是为序。

宣恩县人民政府县长韩才学

1995年2月8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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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j ，

一、本志述事上限1863年(清同治二年)，下限1985年，部分内

容适当上溯和下延。 ，

，

。二、本志篇目，采取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方法，一志一卷，7以事‘

标目。共设概述、大事记、自然环境、建置、人口、民族、农业、林业、

水利、工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工商管理、商业、财

政、金融、政党社团、政权、公安司法、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

艺术、新闻、体育、医疗卫生、人物、附录共30卷。

三、本志跨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个时代。按

照综述历史，分陈现状的方法，基本分三大块表述，晚清和中华民国以

“综述"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以“分陈"为主。

四、本志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简称“建国后一)， ．

一般指1949年11月10日本县解放后。历史纪年沿用各历史时期之正

称． ， ： ．

，五。本志计量单位，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基本采席当时使用的单
‘

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六、本志资料，基本来源于国家、省、州、县档案馆以及各部门编

修的专志，不一一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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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武装⋯⋯⋯⋯⋯⋯⋯⋯⋯

(二)驻军⋯⋯⋯⋯⋯⋯⋯⋯⋯⋯⋯

二、民兵⋯⋯⋯⋯⋯⋯⋯⋯⋯⋯⋯⋯⋯

(一)组织⋯⋯⋯⋯⋯⋯·．．⋯⋯⋯⋯

(二)训练⋯⋯⋯⋯⋯⋯⋯⋯⋯⋯⋯

(--)勤务⋯⋯⋯⋯⋯⋯⋯⋯⋯⋯⋯

三、兵役⋯⋯⋯⋯⋯⋯⋯⋯⋯⋯⋯o⋯

(一)现役征集⋯⋯⋯⋯⋯⋯⋯⋯⋯

(--)预备役登记⋯⋯⋯⋯⋯⋯⋯⋯

四、战事⋯⋯⋯⋯⋯⋯⋯⋯⋯⋯⋯⋯⋯

(一)人民解放军解放宣恩⋯⋯⋯⋯

(二)剿匪⋯⋯⋯⋯⋯⋯⋯⋯⋯⋯⋯

教 育
；

晚清时期的宣恩教育⋯⋯⋯⋯⋯⋯⋯⋯

中华民国时期的宣恩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宣恩教育⋯⋯

一、幼儿教育⋯⋯⋯⋯⋯⋯⋯⋯⋯⋯⋯

(一)幼儿园⋯⋯⋯⋯⋯⋯⋯⋯⋯⋯

(二)学前班⋯⋯⋯⋯⋯⋯⋯⋯⋯⋯

二、小学教育⋯⋯⋯⋯⋯⋯⋯．．．⋯⋯⋯

(一)公办小学⋯⋯⋯⋯⋯⋯⋯⋯⋯

(二)民办小学⋯⋯⋯⋯⋯⋯⋯⋯⋯

(三)重点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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