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 ⋯ ()(J
ml= ．．，—；!

—————▲
■L

⑧．● ，
●， 1五

阳

I。睦 日县
：七
，D

编 除fZ笪
凄簿

。二^丞文
口
贝

’

’■▲

△
f

_▲

Z写 i≯曲

②
编

。j
Lj．

笪
霭奢



丕阳善≥◆
YUNYANGXIANZH l

云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pq J11人l匕⋯版}

19997,t-：·成都



<云阳县志)编纂机构、编纂和审稿验收人员 ·j·

《云阳县志》编纂机构，编纂
和审稿验收人员

编纂委员会

监 修：黄波 一

主任委员：唐林

副主任委员：周伯清余洪洲 肖宗荫陈维洪贾聚星

委 员：邬治民贺川姚洪吉刘世良赵一川 张定义曹成云张生国

李建国姚明才蒲云登

。 顾 问

谭右铭邓星盈张洪国綦积善陈安祥叶玉辉李济民邱光明 向伦

张美銮刘尚学汪成廉匿囵

主 任：贾聚星

办公室

编纂人员

主 编：贾聚星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冉以伯姚洪茂贾聚星龚举学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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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初稿编辑(以篇目先后为序)：

王克俊王麟祥李小云石志全贺梦凯彭志华魏文全佘长兴阮有勇

向新连贺兆能张自力张子树刘永佳李本生万明杨宏学文锋

杨容川黄念久许振华陈桂兰谭明煜杨传林I王垩塑l
编 务：靳孟辉孙兴旺闵建农

摄影编辑：孙为和

县审稿领导小组

组 长：王刚

副组长：黄波

成 员：余洪洲牟之祥李玉堂 肖元茂杨德禄张用庚周伯清石祖荣

殷梅君邬治民刘海清丁道贵

保密审查：赵勇李忠秀

数据审核：陈武端曾启扬

主

成

监

主

万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云阳县志>稿审查验收人员

审：蒋明足

员：林成仁周帆林世举陈立徐行龙建平黄钰华陈伟

曾参与本届修志工作的历届编委会

领导、顾问、审稿和县志办人员、摄影人员

编纂委员会
(以历次县委文件为准，前已署名者不重复署名)

修：郭运发王刚

任：宁伯康曾庆伟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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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陈太鑫

I逛垄堂I

委员：圈
卢敬才

圃
贺祖贵

顾 问：马荣卿

刘海甫

李英俊

林梅侠

郭里怡

陈安祥

谢莹

谭俊生

谭宗鹤

陈维洪

任本满

王崇德

刘培荣

沈凯

邱衍伦

郭德娴

叶玉辉

王健

余洪州

许志明

付义云

李忠秀

王琴吾

刘竞成

吴子见

罗曙南

曾宇石

张吉良

邱卫国

肖元茂

圃
曾启扬

李济民孙文清汪成廉周广礼

姜正权

王泽坤

王念全

肖友词

余定国

张用庚

杨德禄

胡恭仁

刘体润

周伯清

邹兴惠

陶德柏

刘云程刘玉山刘本德刘直大刘炬卿

田立恒任文弼李放李子成李志桐

张书文余时亮陈汉书陈恒之林向北

匿[圈赵学做匮圃柳特因 黄石山

彭述成温凯庭谭悌生魏林

县审稿领导小组

(以县委文件为准，前已署名者不重复署名)
、●

组 长：曾庆伟(1993～1994年) 一’

成 员：黄建国(1993--1994年)

保密审查：吴久华(1993--1994年)

杨德禄

李大富

张玉田

陈希炳

王向东

贺祖贵

李中强

王安富

姚洪吉

刘明泉

温伯辉

张定义

韩曙光

谭俊生

任昌远

邓汝均

张明田

盛荣舒

分篇审稿人员
(以签字时间先后为序)

郭世友

刘代树

潘洪祥

杨钢

向可健

蒲云欣

陈华林

余炳海

刘林

唐明全

胡金华

朱建华

杨宏学

李万顺

张家兴

黄天贵

刘云平

余振基

陈华明

王麟祥

卢荣山

魏宏毅

肖友词

李瑞

明道源

刘世良

姚洪春

唐远森

程光明

聂世国

周盛岛

杨志贵

聂代炳

殷梅君

刘上地

姚明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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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办公室人员

主 任：曾启扬(1985年1月一1990年6月)

王健(1990年6月--1990年12月)

副主任：邱卫国(1990年6月一1991年6月)

王家平(1992年6月一1995年5月)

主 编：周广礼(1986年3月一1987年8月)

副主编：王健(1988年6月一1990年12月)

龚举学(1993年7月一1997年12月)

工作人员：兰绪澄王柏村陈钢建陈刚

摄影人员

(或提供照片单位)

刘清国孙登吉孙兴旺熊同福柏莉蒋勇 王万田孔祥勇涂战勋

王家福赵常庚彭自学刘晓云谭德祥胡刚毅孙为和江口铁厂氮肥厂

东风水泥厂一·一九职业中学县委宣传部广播电视局计生委县委办

县府办工商局移民局摄影协会及有关单位



序 言

序 言

国不可无史，县不可无志。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地方建

设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上利国家、下利子孙的千秋大业。

正当三峡工程进入第二期施工阶段，而云阳县城即将远距离全迁之际，

新编<云阳县志>出版问世，这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

大喜事，是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十分重大而

深远。

云阳正处在县史上又一个划时代巨变的时期o 1400多年前，县治从双

江镇万户驿迁来今址汤l：z，县名由朐忍更为云安而后定为云阳。因无文字资

料记载，当时迁城的原因、准确时间及具体经过均无考，迁城前的县情也无

资料传世，给后人留下许多疑窦，只能从当时大势揣度。今天，因三峡工程

淹没及滑坡威胁，县城又迁回原旧县治附近，这种戏剧性的历史变迁，真令

人有沧海桑田之感，标志着云阳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三峡工程库区水

位增高，将淹没县城、古盐场云安及全县几乎所有经几千年惨淡经营而今人

烟腾茂、市场繁荣的集镇和众多的文物古迹，等于重建云阳，未来后人眼里

的云阳与今天将面目全非。这是大交革、大牺牲，也是大机遇。新县志于此

时完稿成书，给后人留下极其珍贵的、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其本身就具有与

其它县志更为不同的划时代的特殊意义。就此而论，必将倍受后人的推崇与

景仰，成为传世的不朽篇章o ．

新县志对发展云阳经济、建设新云阳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云阳历史悠

久，钟灵毓秀，英才辈出，素有修志传统，现有嘉靖、乾隆、成丰、民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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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县志存世，另有光绪《云阳乡土志》、民国《云阳县图志>出书。这些资

料虽然较详尽地记载了云阳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

财富，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志书在编写目的和资料取舍上，大都重官

轻民，重人文轻生产，重上层建筑轻经济基础，且有不少历史偏见。至于民

国以来，云阳大地上风云变幻、斗转星移、翻天覆地的历史画卷，尤其是解

放后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更亟须用文字进行系统记述，以发挥其“存

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中共云阳县委、云阳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和省、

市的有关指示，决定吸收旧志精华、重新广泛搜集资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突出经济内容为特色，求实存真，秉笔直书，编纂一

部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县志，为发展云阳经济、建设美丽

富饶的新云阳服务。新编《云阳县志>体现了这些要求，必将为地方领导机

关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对制订今天的发展战略和描绘明天的蓝图起到极其

重要的作用，也是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的好教材。

编修新县志是一项繁重艰辛、任重道远的工作，是一项极其光荣而又异

常艰巨的任务。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较高的思想和理论水

平，较丰富的知识和较强的写作能力，尤其需要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以及精

心地组织、密切地合作。担任修志工作的同志，要不计名利，含辛茹苦，默

默耕耘，在淡泊、艰辛、清苦的环境里埋头苦干，呕心沥血。因此，这又是

一项十分择人的工作。新县志的编修，虽于1985年即组建班子，但人员变

动频繁，不少人惜未毕竟其事o 1991年底重组班子后，全体修志人员奋力

拼搏，寒暑假日笔耕不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成此书。虽然仍难免

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充分展示了立言者的时代风采，革命者的

高尚情怀。文章千古事，为人民修志者，必将和志书一起千古流芳。

县志是一县之百科全书，编修县志是一项浩繁复杂的综合社会文化工

程，需要全社会全方位的支持-9协助，共襄伟业。修一方之史志，集十方之

资料，成百科之全书，传千世之新风，树万代之丰碑。新编《云阳县志》的

成书是各行业各单位以及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和社会贤达数百人辛苦劳动的结

晶。凡参与过组织领导、资料搜集、摄影、打字、审稿以及审定出版等等工

作的同志们，也必将和志书一起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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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的目的全在于经世致用。新编<云阳县志>全方位记录了云阳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近百年来的人事沧桑、兴

衰利弊、优势与劣势o“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今天和将来的云阳各级干部

都应当把新县志作为重要的工作用书，随时翻阅、利用，才能真正做到“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云阳人民谋幸福。

历史长河，记述功过。今天我们记述前人的得失，后人必将记述今人的

作为。推动历史前进有所建树者，必将名垂青史；倒行逆施危害人民利益

者，必然遗臭万年；而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贻误人民事业者，必将受到历史的

唾弃。史册如镜，警钟长鸣o“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今天云阳的主政

者，我们在热烈祝贺新编《云阳县志>问世之际，谨以此与后来人共勉!

中共云阳县委书记黄波

云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唐林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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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系统记述云阳的历史

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起于该事物发端或资料所反映的最早时间，下限止于1992年，个别

章节内容延至1993年初，图片采用断止出版发排之前。坚持“重近知远”、“详今明古”

的原则，以资政致用。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表述形式，以志为主。叙事兼用编年

体和本末体。

四、本志除卷首设概述和大事、卷末设附录外，余依地理、经济、政治、社会、人

物为序，设专志32篇，共计138章474节，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为反映本县经济发

展特色，工业部类分设“盐业”、“能源”、“其它工业”三篇；另设“乡镇企业”篇，附

于农业部类之后。

五、循志书通例，“生不立传”。本志“人物”篇设传记、事略、英名录、名人表四

章。对本县籍历史名人或对本县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推动或阻碍)的历史人

物，为之立传，其中因资料缺乏或无需全面记述其生平者，则作事略反映。抗日阵亡将

士和政府命名的烈士人英名录。其它有一定声望的县籍人物或长期在县工作者(含已故

或在世)入名人表。其它在世人物则因事系人人有关篇章记述。在县任职的县级职官或

领导人则在政党、政权、政协篇中入表列名。

六、本志所用历史朝代名称，沿用当时通称。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称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云阳县城于

1949年12月6日解放，此日前后，称解放前、解放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

会议名称，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酌用简称。对行政区划、职官名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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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构、计量单位、货币面额及地名均依当时通称。古地名夹注今地名。对人名直书

其名，不加褒贬之词，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

七、本志纪年，清及以前用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并省“年”字。中华民国用民

国纪年，因使用频繁，为节约篇幅，除在每个章、节第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外，以

后不再夹注。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只须在民国纪年数字上加1911即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不排除被现代汉语吸收的文言文。寓观点于记事

之中。使用简化字、标点符号和数字规范以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公布的用法或规定为准。

九、本志所用数据，解放前使用档案馆藏有关资料，解放后均采用县统计局提供的

数字，如统计局缺，则使用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所用数据均依当时行政区

划不变。经济范畴有关效益数据，为便于比较，统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个别例外则

注明。

十、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国家各级馆藏档案、旧志、各部门专业志和少量口碑材料

以及部分有关本县县情的出版物内容。志中不一一作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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