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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志编撰人员和为本志提供资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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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伦

《韶山志》审稿人员

一《韶山志》审稿领导小组

组长罗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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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苏小波刘正富赵正坤

二、湘谭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审稿人员
宋毓培吴加章刘剑桦王孝柏

三、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黄愿偿李羽立龙举高朱耀一

赵启存

齐培根章国为

林凯曹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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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志以载道，温故知新。

《韶山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 00周年之际，与广大读者见

面了。这是第一部系统记载韶山市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百科

全书”，本书的出版是韶山人民的j件大事。

我们工作在韶山，我们爱韶山秀丽宜人的土地，爱韶山多姿多彩

的红杜鹃，更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淳朴、勤劳、善良的人民。

韶山，从新石器时代始，即有人类活动，几千年来，人民在这里

繁衍生息，耕耘劳作，创造灿烂而丰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鸦片

战争以后，韶山子弟中就有章孝彪、章笛秋、何海清等一批旧民主主

义者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奋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

领袖毛泽东诞生于韶山?从这里走向革命，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

中国，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奋斗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韶山人

民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英勇奋斗，前仆后

继，抛头颅，洒热血，一批仁人志士和共产党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

的楷模。 ．

1949年8月，韶山解放，到1990年，历时41个春秋。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韶山人民努力拼搏，使韶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改革经济体制，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韶山人民开始由温饱走向小康。1990年12月26 El，国

务院批准撤销湘潭市韶山区，建立韶山市，进一步激发了韶山人民建

设好毛泽东主席家乡、实现“四化"的积极性。展望未来，韶山将建

成一个具有革命纪念地和名胜旅游地特色的环境优美、经济繁荣、文



明昌盛的现代化城市。向世人展现一代伟人故乡的崭新面貌。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韶山的经济基础仍相当薄弱，韶山人

民要致富，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需要经过几代人艰苦的努力才

能实现。

出版《韶山志》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和借鉴。?以铜为

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鉴古知今，将有助于“辨证施治’’，而不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
’‘

《韶山志》全体编修人员不畏艰难，‘六度寒暑，默默工作，笔耕

不辍，为韶山人民增添了一项宝贵的精神文明成果，谨以致谢。

是以为序。 ：’

， 中共韶山市委书记 毛世文

韶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颜向阳

1992年12月



凡 例

例

一、本志系韶山区(市)地方志。按现行行政区域，记述本地自

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毛泽东纪
念地、社会、人物、丛录。

三、叙事一般上断自1840年，下限至1990年，部份史事为了保
持其连续性和完整性，作适当的追溯。

四、本志采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根据事以类从，

横排竖写的原则，一般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

‘五、为了更好地反映韶山地方特色，设《毛泽东纪念地》篇。以
作系统、重点记述。

六、传记人物：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以本地籍已故的

有影响的人物为主；兼顾曾在韶山工作、有影响的外籍人物。．

七、有关称谓：凡历史朝代、纪年称号，一律沿用当时通称，在

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文中使用“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

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地名及其他称谓，均按当时当
地惯称，有变更者，则加注今称。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行文执行《湖南省地方志行文通则》(修

改稿)。 ，’

九、本志资料采自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所藏

报、刊、专著、实物及口碑资料，经考证后引用，一般不注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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