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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志是记载一乡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

合性著述，以其独特的功能，将历代人们征服自然，改造世

界，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业绩载入史册。为了“把知

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乡党委、政府组织编纂了《葛坳乡志》，

谨以此书奉献给战斗在各条战线的葛坳人民。 ．

葛坳是一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唐代即有人类在此繁衍

生息。勤劳、勇敢、朴实的葛坳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

作，发奋图强，不断积累着物质财富，不断创造着历史文明。

他们百折不挠，勇于抗争，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生

活，成千上万的葛坳儿郎离家别亲，义无反顾地走上漫漫征

途，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耀

祠、黄经耀、杨思禄等便是从葛坳走出去的共和国将军，他

们是葛坳人民的杰出代表，是我们后辈学>--j的楷模。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葛坳的社会面貌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依靠科技进步，农

村经济向前推进；依靠市场调节，圩场货物琳琅满目。、单车、

手表、收音机“老三件"早已走进历史，彩电、冰箱、摩托、



手机、电脑飞入寻常百姓家。社会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

在变。将变化中的一切记载下来，就是为了告慰先烈，激励

后人，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葛坳乡志》的出版，标志着葛坳历史上首座人文丰碑的

树立。历史将永远铭记人民，人民也必将以崭新的姿态，在

葛坳大地上绘制更壮美的图画，谱写更辉煌的篇章。

党委书记：蓝地寿

政府乡长：凌忠东
200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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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午葛娶卫面叶汲



一、《葛坳乡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

准确地反映志书断限内全乡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载全乡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与伟大成就。

二、本志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使志书

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独特作用。同时，按照“详今略古"的原

则，志书内容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原则上断至2005

年11月1日审稿之时，统计数字一般至2004年。

三、本志共安排21章90节。内容包括建制区划、自然环境、人

口民族、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政权、武装政法、群众团

体、政务、农牧渔业、林业、水电水保、乡镇企业、交通邮电、财税

金融、商业、教育、文化、医药卫生、人物、荣誉辑录等。

四、本志除安排彩页外，各章节尽量安排插图和表格，力求图文

并茂。彩照特别突出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3位葛坳

籍将军。

五、本志纪年方法：历代封建王朝和中华民国用旧纪年，括注公

元纪年；苏区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字记述以及各种表格

年份，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记事方法：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范围分别记



载，并采用当时的名称，不强求以“葛坳乡”来统一，以免产生歧

义。葛坳境内行政区划的撤并仅在解放后就达12次以上，改称谓4

次以上。随着区划的变化，地域的不同，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统计数

据也不同。分时用“葛坳公社(乡)”、“曲洋公社(乡)’’来记述或列

表，以反映历史原貌。

七、本志人物，主要作“简介”，部分已故人物“列传"或“列

表”。长征干部、解放后科(区、乡、营)级以上干部、高级职称人

员、公司管理人员及社会名人作人物简介。为避免重复，对既有领导

职务又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只在“党政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的

一节中作介绍，另一节只注明姓名。部分近现代已故人物“列传”或

“列表”。革命烈士、村党支部书记与主任、乡各单位负责人则采用

“以事系人"的方法分别载入有关章节。

八、本志用语，采用语体文和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公布的简化汉字

记述，数字采用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乡档案室、县志办资料室所

存资料。同时，乡指定各村文书、各单位负责人为本村、本单位资料

收集员，提供各自所掌握的资料。本书还选录了1985年编写但未成

书的《曲洋乡志》(初稿)部分内容。统计数字出自县、乡统计年报。

十、为全面、集中反映葛坳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的成就，设立“荣誉辑录”章，记载获得县以上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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