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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原副主席 邓有志

悠悠故乡情，拳拳赤子心。家乡修志，这是江华瑶族自治县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件

大事。志书的出版问世，标志着江华地方志编纂工作又取得新成果，实属可喜可贺。

古邑江华，山川秀丽，地灵人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生息繁衍于此的瑶族人民

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历尽千辛万苦，开发了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创造了灿烂辉

煌的瑶族文化，谱写了彪炳千秋的历史画卷。

唐末农民领袖蔡结率义军同封建王朝斗争达19年之久；清道光年间，瑶民领袖赵

金龙率众起义，转战湖南，波及两广，震撼清廷朝野；清末湘军将领王德榜回乡招募八

营瑶山子弟，开赴南疆大败法军，被誉为“中兴将帅”。瑶族头人冯绍异请缨抗日，发布

《告湘南瑶族同胞加入抗日军队书》，成立“驻江华湘南瑶民请缨抗El组军筹备办事

处”，号召瑶民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中国共

产党早期党员李启汉、陈为人及王涛等革命先烈，以及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顾委常

委江华(原名虞上聪)等革命先辈。

新中国成立后，江华各地及各行各业更是人才辈出，不胜枚举，江华各族人民依靠

自己的聪明才智，建设起崭新的生活。

1990～2003年，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勤劳勇敢的江华各族人

民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在几届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带领下，面对汹涌澎湃的时代潮

流，面对任重道远的建设使命，面对全面转轨的各项经济体制，团结奋进，创造了世人

公认的业绩，壮美的篇章更加充实：县域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改革开放取

得了重大突破，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建设继续改进和完善，社会各项事业蓬

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日益增强。将这段历史发展过程记述

好，是存史、资政、育人的历史责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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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史惠民，修志资政。这部《江华瑶族自治县志》(1990--2003年)，书萌渚之人和

事，存冯河之见和闻，记陈事者之供所鉴，载新事者之供所用，是一部对全县人民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研究地情、科学决策的

“百科全书”，将对今后的建设与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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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刘献华

我省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又结出新的果实：《江华瑶族自治县志》

(1990--2003年)正式出版发行了。这部新县志从筹备组建班子、搜集整理资料到提

交县志评议稿，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且经数易其稿，使志稿具有较好的质量基础，这

在我省修志工作史上是罕见的。评稿会后，编纂人员再接再厉、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地

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终于使这部100万字的巨著付梓于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五十周年

大庆之际。在此，我向江华的志界同仁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对关心、支持方志工作的江

华瑶族自治县党政领导的远见卓识，表达由衷的钦佩之情。江华概括的“领导关心重

视，部门支持配合；创新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队伍建设，改善工作环境”修志

工作经验，在全省具有普遍意义。

《江华瑶族自治县志》(1990--2003年)是一部质量较高的成功之作，她熔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全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指导思想明确，政治观点正确。该志通篇贯彻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客观真实地记述历史，实事

求是地总结经验，有利于充分发挥志书“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

二、资料丰富翔实，体例基本完备。资料性是地方志的首要属性，客观、全面、系统

地保存一段时期的地情资料是修志的首要任务。该志完整详实地记述了1990～2003

年江华瑶族自治县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展现了江华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这十四年的变化过程和前进步伐，做到了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整部志书严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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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门类齐全，各种体裁交互使用，且结构严谨，编排有序，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三、特色较为鲜明，详略处理得当。地方志贵在有特色，在详略处理上就是有特色

的东西重点写、集中写。《江华瑶族自治县志》(1990～2003年)为避免“千志一面”，着

重记述了江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江华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江华是瑶族自治

县、林业大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森林资源、水能资源、矿藏资源丰富。为了突

出这一地情特点，县志把“民族”单独设篇，将林业、水利水电从大农业中分立出来独立

成篇，并设置了扶贫开发篇。同时，该志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较好地反映了改革开放

给瑶乡带来的历史性巨变，使读者仿佛又置身于那段难忘的岁月之中。

四、文风端正朴实。文字简练流畅。志书的文字表述应以纪实为主，庄重朴实。该

志述事简练、干脆，但又不呆板、枯燥。例如“总述”富有文采；“水利水电篇”语言简练，

文字流畅，可读性强。此外，遣词用句也有许多独到之处。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相信，这部县志的出版发行，对江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全省第二轮新方志的编修工作也会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江华地处我省正南边陲，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县，她山川秀丽，人才辈出，具有

光荣革命传统。本轮县志记述的这十四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

但江华人民在这期间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却将永载史册，启示后人。英雄的江华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一定能够加快发展，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征途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遵江华瑶族自治县同志嘱，特书以上文字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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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书记 周小驹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俊湘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承

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盛世修志，意义深远。盛世修志，

正当其时。江华历史悠久。江华人杰地灵。千百年来，江华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

文人才俊、革命志士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为江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录和传承他们光荣感人的事迹，继承和弘扬他们奋斗不止的精神，激励和教育我们

的子孙后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同时，改革开放二十

多年来，江华的政治、经济、社会有了大的发展，是江华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把江

华的历史记述好，把江华的问题研究好，把江华的地情书编纂好，是全县党的建设、政

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胡锦涛同志指出：浩瀚而宝贵

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编史修

志是手段，学史用志是目的。我们编写历史，是为了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研读历史，

是为了从中吸取智慧，受到启迪；我们铭记历史，目的也是耕耘未来；展望未来，目的还

是激励斗志。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以史明志。要在全县范围内形成读史用志的良

好风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科学的理论方法，认识和

理解历史事件，总结和分析历史现象，探索和掌握历史规律，提高和增强执政能力，永

葆党的先进性；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江华精神”、“革命精神”，充分发挥传承文明、

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史志功能，努力推动全县“三个文明”建设上新的台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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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让我们惊喜万分的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志》

(1990～2003年)，洋洋100万字，从2004年1月组建编纂班子到2004年10月完成初

稿初评，从2005年4月召开省市县三级评议会到2005年7月定稿付梓，时间短，效率

高，值得庆贺。令我们感动至极的是，数百名修志人员激情投入，倾情笔耕，用心智和

汗水打造了这部宏篇巨著；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

炼就了这块文化瑰宝。“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一个艰苦跋涉、积

学储宝、世代相传、求真求善求美的过程，我们将永远与他们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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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1990年，部分事物适当上溯，个别事物可上溯至发端，以反映全貌

及与前志衔接；下限至2003年。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

事求是地记述时限内本县的历史事实，突出反映事物的主流和本质，力求达到“存史、

资治、教化”的目的。

三、本志以篇章结构为主，横分门类，纵述变化，篇内分章，章下立节，节中排目，目

下又分子目，至此不再细分；少数地方篇内不设章节，章节不设目，章内不分节、目、子

目，直接按时间顺序或对象叙述事物；目以下(含目)视情况采用条目体。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7种体裁，以志为主体。全志共设30篇，

志首设总述，大事记缀其后，后置附录，均不列入篇的序列，也不设章节。《人物》篇设

传和表录，坚持生不立传、本籍为主、当代为主、正面为主原则，入传者不拘地位等级，

惟求业绩突出或对社会影响较大者，并按卒年先后排列；人物表除列录时限内县内获

省部级以上表彰人物外，尚刊录江华籍在县外工作任副处级(团级)、副教授(副高)职

务职称及获博士学位之人物，并补录江华籍黄埔军校学员。

五、本志一律用第三人称，采用规范化语体文记述；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一律

用全称，如名称过长，可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简称，以便再次出现时使用；除已注明的

行政区划名称外，本志中的“省”、“市”、“地”、“县”指“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地区”

及“江华瑶族自治县”，“境内”、“域内”、“县内”、“全县”均指“江华瑶族自治县”。

六、地名、历代政权和官职称谓，沿用历史通称；涉及古今地名不一致者，加注今

名。对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职衔和褒贬词。

七、本志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1～5位数写绝对数，6--8位数

以万为单位，9位数以上以亿为单位；文中小数点后面最多保留4位数，小数点后面第

1



5位数四舍五入，表中小数点后面最多保留2位数。公元和民国纪年包括世纪、年代、

年、月、目、时、分、秒均使用阿拉伯数字，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使用汉字。

八、本志的计量单位一律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

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依据，土地面积以公顷为单位，以便与国际惯例接轨。

九、本志使用的汉字以1992年7月7日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

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第三条为准。标点符号以1998年修订出版的《新华

字典》中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为准。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江华瑶族自治县档案馆、县统计局、各单位档案室及有关报

刊、专著、回忆录，部分资料来源于上一轮县志和当事人口述或信函。

2



目 录

总 述

大事记

1990年⋯⋯⋯⋯⋯⋯⋯⋯⋯⋯⋯⋯⋯⋯⋯(8)

1991年⋯⋯⋯⋯⋯⋯⋯⋯⋯⋯⋯⋯⋯⋯⋯(8)

1992年⋯⋯⋯⋯⋯⋯⋯⋯⋯⋯⋯⋯⋯⋯_(9)

1993年⋯⋯⋯⋯⋯．．．⋯⋯⋯⋯⋯⋯⋯⋯⋯(9)

1994年⋯⋯⋯⋯⋯⋯⋯⋯⋯⋯⋯⋯⋯⋯⋯(10)

1995年⋯⋯⋯⋯⋯⋯⋯⋯⋯⋯⋯⋯⋯⋯⋯(11)

1996年⋯⋯⋯⋯⋯⋯⋯⋯⋯⋯⋯⋯⋯⋯⋯(11)

第一篇 地理

第一节气候⋯⋯⋯⋯⋯⋯⋯⋯⋯⋯(22)

第二节水文⋯⋯⋯⋯⋯⋯⋯⋯⋯⋯(24)

第四章土地矿产⋯⋯⋯⋯⋯⋯⋯⋯⋯(27)

第一节土地⋯⋯⋯⋯⋯⋯⋯⋯⋯⋯(27)

第二节矿产⋯⋯⋯⋯⋯⋯⋯⋯⋯⋯(29)

第五章植物及野生动物⋯⋯⋯⋯⋯⋯⋯(32)

第一节植物⋯⋯⋯⋯⋯⋯⋯⋯⋯⋯(32)

第二节野生动物⋯⋯⋯⋯⋯⋯⋯⋯⋯(33)

1

、，、，、，、，、，、，、，

2

2

3

4

5

5

6

1

1

1

1

1

1

1，L／L，～，k，L／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年年年年年年

7

8

9

0

l

2

3

9

9

9

0

0

0

0

9

9

9

0

O

0

0

1

l

1

2

2

2

2

7

7

7

1

l

l／L，L，L

●

●

●

●

●

●置员革建幅沿置属域位隶

疆

节节

章

一

二

一

第第

第

7

0

0

1

2

1

2

2

2

2，L，L，L／L／L

一

一

一

一

¨

～

～

～

～

～

一

～

¨

¨

一

一

『：

¨

一

¨

划貌

¨

¨

文区地质貌水

政

行质地地候

地

气

节

节节

三章

一

二章第二第第三

第

第



江华瑶族自治县志

第六章 自然灾害⋯⋯⋯⋯⋯⋯⋯⋯⋯⋯(33)

第一节寒潮⋯⋯⋯⋯⋯⋯⋯⋯⋯⋯(33)

第二节雷暴⋯⋯⋯⋯⋯⋯⋯⋯⋯⋯(33)

第三节冰雹

第四节洪涝

第五节干旱

第二篇 人口与计划生育

第一章人口概况⋯⋯⋯⋯⋯⋯⋯⋯⋯⋯

第一节人口变动⋯⋯⋯⋯⋯⋯⋯⋯⋯

第二节人121分布⋯⋯⋯⋯⋯⋯⋯⋯⋯

第三节人口结构⋯⋯⋯⋯⋯⋯⋯⋯⋯

第二章人口管理⋯⋯⋯⋯⋯⋯⋯⋯⋯⋯

第一节常驻人口管理⋯⋯⋯⋯⋯⋯⋯

(34)

(34)

(35)

(37) 第二节流动人口管理⋯⋯⋯⋯⋯⋯⋯(46)

(37) 第三章计划生育⋯⋯⋯⋯⋯⋯⋯⋯⋯⋯(47)

(39) 第一节计划生育政策⋯⋯⋯⋯⋯⋯⋯(47)

(40) 第二节计划生育措施⋯⋯⋯⋯⋯⋯⋯(47)

(45) 第三节计划生育管理⋯⋯⋯⋯⋯⋯⋯(50)

(45) 第四节计划生育服务⋯⋯⋯⋯⋯⋯⋯(52)

第三篇综合经济管理

第一章经济发展⋯⋯⋯⋯⋯⋯⋯⋯⋯⋯(54)

第一节经济增长⋯⋯⋯⋯⋯⋯⋯⋯⋯(54)

第二节经济效益⋯⋯⋯⋯⋯⋯⋯⋯⋯(56)

第三节经济结构⋯⋯⋯⋯⋯⋯⋯⋯⋯(57)

第四节居民生活⋯⋯⋯⋯⋯⋯⋯⋯⋯(61)

第二章计划⋯⋯⋯⋯⋯⋯⋯⋯⋯⋯⋯(64)

第一节机构设置⋯⋯⋯⋯⋯⋯⋯⋯⋯(64)

第二节计划编制⋯⋯⋯⋯⋯⋯⋯⋯⋯(64)

第三节 固定资产投资管理⋯⋯⋯⋯⋯(65)

第四节计划物资管理⋯⋯⋯⋯⋯⋯⋯(66)

第五节大中专毕业生分配⋯⋯⋯⋯⋯(66)

第六节“农转非”管理⋯⋯⋯⋯⋯⋯⋯(66)

第三章统计⋯⋯⋯⋯⋯⋯⋯⋯⋯⋯⋯(67)

第一节机构设置⋯⋯⋯⋯⋯⋯⋯⋯⋯(67)

第二节报表填报⋯⋯⋯⋯⋯⋯⋯⋯⋯(67)

第三节统计调查⋯⋯⋯⋯⋯⋯⋯⋯⋯(69)

第四节统计监督⋯⋯⋯⋯⋯⋯⋯⋯⋯(71)

2

第四章物价管理⋯⋯⋯⋯⋯⋯⋯⋯⋯⋯(72)

第一节机构设置⋯⋯⋯⋯⋯⋯⋯⋯⋯(72)

第二节物价演变与调整⋯⋯⋯⋯⋯⋯(72)

第三节价格监督检查⋯⋯⋯⋯⋯⋯⋯(74)

第四节收费管理⋯⋯⋯⋯⋯⋯⋯⋯⋯(75)

第五节物价服务⋯⋯⋯⋯⋯⋯⋯⋯⋯(75)

第五章工商行政管理⋯⋯⋯⋯⋯⋯⋯⋯(76)

第一节机构设置⋯⋯⋯⋯⋯⋯⋯⋯⋯(76)

第二节企业登记注册管理⋯⋯⋯⋯⋯(77)

第三节市场管理⋯⋯⋯⋯⋯⋯⋯⋯⋯(79)

第四节商标、广告管理⋯⋯⋯⋯⋯⋯⋯(80)

第五节经济合同管理⋯⋯⋯⋯⋯⋯⋯(81)

第六节个体私营经济管理⋯⋯⋯⋯⋯(81)

第七节消费者权益保护⋯⋯⋯⋯⋯⋯(83)

第六章国土资源管理⋯⋯⋯⋯⋯⋯⋯⋯(83)

第一节机构设置⋯⋯⋯⋯⋯⋯⋯⋯⋯(83)

第二节地籍地政管理⋯⋯⋯⋯⋯⋯⋯(84)



目 录

第三节土地利用管理与改革⋯⋯⋯⋯

第四节耕地保护⋯⋯⋯⋯⋯⋯⋯⋯⋯

第五节土地执法监察⋯⋯⋯⋯⋯⋯⋯

第六节矿产资源管理⋯⋯⋯⋯⋯⋯⋯

第七节地质灾害防治⋯⋯⋯⋯⋯⋯⋯

第七章质量技术监督⋯⋯⋯⋯⋯⋯⋯⋯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计量管理⋯⋯⋯⋯⋯⋯⋯⋯⋯

(87)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94)

(90) 第四节质量监督⋯⋯⋯⋯⋯⋯⋯⋯⋯(95)

(91) 第五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95)

(92) 第八章审计监督⋯⋯⋯⋯⋯⋯⋯⋯⋯⋯(96)

(93) 第一节机构设置⋯⋯⋯⋯⋯⋯⋯⋯⋯(96)

(94) 第二节国家审计⋯⋯⋯⋯⋯⋯⋯⋯⋯(96)

(94) 第三节社会审计⋯⋯⋯⋯⋯⋯⋯⋯⋯(99)

(94) 第四节 内部审计⋯⋯⋯⋯⋯⋯⋯⋯⋯(100)

第四篇农业

第一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

第二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第三节农业产业化建设⋯⋯⋯⋯⋯⋯

第四节减轻农民负担⋯⋯⋯⋯⋯⋯⋯

第二章种植业⋯⋯⋯⋯⋯⋯⋯⋯⋯⋯⋯

第一节水稻⋯⋯⋯⋯⋯⋯⋯⋯⋯⋯

第二节玉米⋯⋯⋯⋯⋯⋯⋯⋯⋯⋯

第三节烟叶⋯⋯⋯⋯⋯⋯⋯⋯⋯⋯

第四节蔬菜⋯⋯⋯⋯⋯⋯⋯⋯⋯⋯

第五节茶叶⋯⋯⋯⋯⋯⋯⋯⋯⋯⋯

第六节其他作物⋯⋯⋯⋯⋯⋯⋯⋯⋯

第七节植物检疫⋯⋯⋯⋯⋯⋯⋯⋯⋯

第三章养殖业⋯⋯⋯⋯⋯⋯⋯⋯⋯⋯⋯

第一节畜禽⋯⋯⋯⋯⋯⋯⋯⋯⋯⋯

第二节水产⋯⋯⋯⋯⋯⋯⋯⋯⋯⋯

第三节特种养殖⋯⋯⋯⋯⋯⋯⋯⋯⋯

第四节疫病防治和检疫⋯⋯⋯⋯⋯⋯

第四章农业机械⋯⋯⋯⋯⋯⋯⋯⋯⋯⋯

第一节农机推广⋯⋯⋯⋯⋯⋯⋯⋯⋯

第二节农机服务⋯⋯⋯⋯⋯⋯⋯⋯⋯

第三节农机管理⋯⋯⋯⋯⋯⋯⋯⋯⋯

第五章农业开发⋯⋯⋯⋯⋯⋯⋯⋯⋯⋯

第一节申报立项⋯⋯⋯⋯⋯⋯⋯⋯⋯

第二节项目实施⋯⋯⋯⋯⋯⋯⋯⋯⋯

第三节开发效益⋯⋯⋯⋯⋯⋯⋯⋯⋯

第四节开发管理⋯⋯⋯⋯⋯⋯⋯⋯⋯

第六章农村能源建设⋯⋯⋯⋯⋯⋯⋯⋯

第一节沼气⋯⋯⋯⋯⋯⋯⋯⋯⋯⋯

第二节太阳能⋯⋯⋯⋯⋯⋯⋯⋯⋯⋯

第三节能源管理机构⋯⋯⋯⋯⋯⋯⋯

第五篇林业

第一章森林资源⋯⋯⋯⋯⋯⋯⋯⋯⋯⋯(133)

第一节林地面积⋯⋯⋯⋯⋯⋯⋯⋯⋯(133)

第二节森林蓄积⋯⋯⋯⋯⋯⋯⋯⋯⋯(134)

第三节森林质量⋯⋯⋯⋯⋯⋯⋯⋯⋯(134)

3

、，、-，、，、，、，，、，、，、，、，、，、，、，、I，、，、，、●，

7

8

9

1

1

3

4

5

5

8

9

O

1

1

l

2

1

1

1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l

1

l

1

l

1

1

1●l

1

1

1

1

l

1●j／L，～，●、，k，●、，～，L，L，k／●、／L／L／●、／L／●、，L、，、，、，、，、，、，、，、，、，、，、●，、，、，、，、，

1

1

1

3

4

5

5

7

8

0

1

2

4

5

5

0

0

0

O

0

O

O

0

0

1

1

1

1

1

l

1

1

1

1

1

1

1

1

1

1

l

1

1

1

1，L／L，k，I／L，k，L／～／L，k，L，L，L／L／k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