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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一

《宜章县志》(1989-2000年)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宜章人民的一件

大事，同时对全省方志界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在此，我谨致以热烈的祝

贺!

宜章，作为我省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的试点县，自2001年

来，县委、县政府领导将修志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政府的工作任务

-e_t，全县动员，组建班子，健全机构，充实力量，拨付经费，提供条件，

为县志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县志编纂人员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

历史责任感，以开拓进取扎实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规范运作，默默耕耘，

精心研讨琢磨，博采众家之长，终于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圆满完成了第二

轮新县志的编修任务。在整个修志过程中，他们始终视质量为志书的生命，

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质量保证体系，从资料收集、初稿撰写到分纂总纂、

评议修改，各个环节都做到有章可循，从而保证了志书的质量。宜章县史志

办的同志曾多次在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他们的经验对推动我

省第二轮新方志的编修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纵观《宜章县志》(1989～2000年)全书，观点鲜明正确，资料翔实可

靠，体例完备严谨，结构科学合理，文笔典雅流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全书

贯穿了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时代特征突出，地方特色彰显，确是一

部熔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它的成功之处突出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书特写了共产党执政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党委九项民主科学决

策和重要活动以及政府依法行政施政和十项政务举要，写得很有分量，很有

特色；人大、政协的主要活动写得也很成功。志书中如何突出和体现社会主

义制度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优越性，如何充分体现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建设和

各项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方志界探讨的热门课题之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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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志书编纂的一大难点，以往不少志书在这方面的记述不甚理想。《宜

县志》无疑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二、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宜章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凸现了改革开放的

代特征和“湖南南大门”的地域特色。《宜章县志》从篇目设计到内容

述，都始终贯穿了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的主线，弘扬了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的

旋律，突出反映了宜章改革开放的地理优势和建设成就，或集中记述于

篇，或分散叙述于各章节。特别是“南京洞边际经济技术开发区"单独

篇，独树一帜，成为志书的一个亮点。南京洞开发区的脱胎，是宜章县改

开放的成功之作。这一专篇的设置、记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整个志书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更为鲜明。

三、客观记述和反映高利贷、地下钱庄等社会阴暗面的事和物，突破了

以往部分志书的人为“禁区”，体现了编纂者良好的职业素质。修志历来倡

导“秉笔直书”，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困扰，真正做到秉笔直书并非易事。这

说明《宜章县志》编纂者具备一定的胆识和勇气。’

宜章山明水秀，资源丰富，区位独特，交通便利，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本志记述的这12

年，全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我相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征途中，宜章人

民一定会发愤图强，努力谱写出更加灿烂的新篇章。县志作为翔实、可靠、

权威的地情书，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事实，也蕴涵着历史发展

的客观规律，昭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它“资治、存史、教化"的重要价

值，必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彰显，对进一步推动宜章的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遵宜章同志嘱，欣然命笔写下以上文字为序。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刘献华



序 二

序二

宜章修志始于明隆庆二年(1568)，至民国共八修，期间明代三修，清

代四修，民国一修。新中国成立后，于1986--1994年编成我县第一部社会主

义新方志，并于1995年出版，该志下限为1988年。本次续修《宜章县志》

是我县历史上第十次修志，亦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二轮修志，具有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本次续志的时限是1989-2000年o 1989年以来，宜章在党的改革开放政

策指引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发生了

历史性巨变：先后完成了“七五”、 “八五"和“九五’’计划，经济持续快

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为了真实客观、及时准确地记录宜章12年来“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

展示宜章人民发展与建设的辉煌业绩，总结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1999

年12月，县委、县政府决定续修《宜章县志》o 2000年8月，宜章被湖南

省地方志编委会确定为续修志书工作试点县。2001年4月，续修县志工作全

面启动。县委、县政府把修志工作列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实施过程中，统筹安排，坚持“党

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体制，将它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五"计划，组建了一支以老带新、老中青相结合的精干编纂队伍，全县上下

形成领导重视、齐抓共管、众手修志的良好氛围。在具体操作上，继承优良

传统，发扬求实、存真精神，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在总体设计、谋篇布

局、选材记事上突出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和“湖南南大门"的地域特色，展

示宜章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团结一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

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史诗画卷。县志编辑部以严格的制度作保障，开门修志，

博采众长，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志书质量保证体系。县志编纂人员把续志

质量视为生命，扎实工作，严谨治学，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全身心地

投入到撰志、研志、磨志中，用辛勤的汗水汇成琅琅篇章，以平凡的事迹铸

就良好形象，历经四个寒暑，五易其纲，六易其稿，终于圆满完成了县志续

修任务。



宜章县志(1989～2000年)

县志编修是一项浩大的系统文化工程，非众心难以成志，无众手难以成

书。值本志出版发行之际，谨向关心、支持、指导这次续志工作的省市地方

志编委会领导、专家以及原在宜章工作过的老领导表示崇高的敬意，向辛勤

工作、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编纂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志共设24篇，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了断限内12年宜章县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各个层面的基本情况，集思想『生、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堪

称可信、可读、可用之作。这部志书与民国版《宜章县志》、新编《宜章县

志》构成一套完整反映宜章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县情百科全书，是一

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它可以为各级各部门提供翔实、可靠的县情资料，为振

兴宜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可借鉴的史材，也是一套高质量的乡土教

材，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重要价值。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

充分认识志书的重要价值，在全县形成读志、用志、研志的氛围，为加快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促进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中共宜章县委书记 张长发

宜章县人民政府县长 周笑春



凡 例

凡 例

一、《宜章县志》(1989-2000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观点，注重反映地方特色、时代特点、行业特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

二、本志记事时限上限肇于1989年，与上届《宜章县志》之下限相衔

接，下限止于2000年，个别重大事物可上溯或下延。另设“限外辑要"辑录

2001-2004年县内发生的重要事物。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7种体裁。志首设总述，

提要勾玄，为全志之纲；大事记编年记述县境发生的大、新、要事，为全志

之经；专志囊括百科，为全志之纬；人物传和人物简介记载知名人士的生平

或事迹，以生年为序排列；图、表、录分别插于各类专志之中；末缀附录和

限外辑要。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体。专志按事物性质和科学分类的原则分设24

篇，同类事物归类记述，不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局限。篇下一般设章、节、

目、子目4个层次。

五、本志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一律用第三人称。文风力求

严谨、朴实、简洁、流畅、规范。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部门的档案资料、历届志书、报刊、专著

及有关人士提供的材料，已经考证核对，一般不交代出处。但引文或难懂的

术语、典故则在文中或页末注明。

七、本志各种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

主管业务部门的为准。业务部门与统计部门有矛盾的，以核查结果为准。国

内生产总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值为现行价格，其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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