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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何仁俊 ．

副主任蓝毓文方细庭王家骅钟雨金张传谋李 建

徐世苗丁道炳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仲王美今卢训春许世祥朱贤卿刘声扬

向忠华孙维伦李立佳邱铁军陈熙 陈咸城

陈锡炳段守万桂长元谌志刚程文书谭崇庆

1982年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以来，曾任主任的还有王炳友

吴治平陈和润张厚今；曾任副主任的还有朱明富张文波

廖大高余显振； 曾任委员的还有李钦高王润洁方幼成

高世忠 罗汉梁史清宵张明祥黄汛潘明华段昌善

易少鹏 曾宪波刘长清余纯廉熊天顺、刘良浩王惠芳

周裕元李华捌李太安

黄陂县县志办公室

主任 陈 熙

副主任谭崇庆邱铁军

1982年成立县志办公室以来，曾兼任主任的还有陈咸城；

曾兼任副主任的还有李钦高王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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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县志》总纂编辑室

总 纂 陈 熙

常务副总纂邱铁军

副总纂谭崇庆

特邀编纂王美今魏叔康

誓辑及工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八弘_l

丁喜娥王安康王治家 冯善元李清明 吴建萍

吴精华 余焕刚 张伯勋 张亚东 张晓华 易友章

胡 旭周舜卿彭光明 程显明 喻永林潘双全

谭继明颜学甫魏益想

审定：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副总纂向顺立

编审人员黄道忠宛若轩李赤杨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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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黄陂县志》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

事情!这本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都是很有用处的。 ．，

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方天文地理、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诸方面的综录，是我

们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现今尚能见到比较完整的、

旧时的《黄陂县志》，有明嘉靖本、清康熙本和同治本。

这些志书保存了一些重要史料，使我们得以鉴古知今。新

编《黄陂县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翔

实的资料，记述19世纪中叶以来黄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方方面面，是黄陂县情资料的总汇。

新编《黄陂县志》，也是人们从事自然、社会调查研

究工作诸多成果的结晶。解放以来，全县先后开展了人

口普查、土壤普查、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工业普查、地

名普查、文物普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本书吸取和运

用了这些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提高志书质量具有重

要的意义。

当今，已进入信息社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为迫

切。信息的搜集、贮存与利用正逐步采用现代化的工具

与手段。新方志要发挥更大的效益，也必须适应信息社

会的要求，不断提高科学水平，进一步增强实用功能。为



此，除了加强修志部门的建设外，还有赖于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行各业都要动起手来，

建立与健全档案工作制度，注重平素积累、整理资料，寓

修志于日常工作之中，并且加强对自然、社会的调查研

究工作，为编撰富有时代气息的高质量的志书奠定可靠

的资料基础；为深入探索研究县情，更好地为改革、开

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通读全书，有感如上，是为序。

1 9 9 2年3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史料

为基础，全面系统地反映近代以来黄陂县历史与现状的

基本面貌。 ，

二、本志断限时间。起于1840年，止于1985年。为

贯通历史，纵述始末，少数内容适当上溯。 ，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以节或目为基本记述单位。设

概述、大事记及建置、自然环境、农业、水利、工业、乡

镇企业、交通邮电、商业、金融、财政税务、经济管理、

城乡建设、政党社团、政权机关、军事、政法、政事、教

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民俗、人物等专篇。

四、本志按事物的科学属性与社会分工相结合，谋

篇布局，以类系事，不受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制。

五、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

以志为主。彩图、彩照置于卷首，其他图、表分别插入

有关章节。

六、本志中的历史朝代，采用明、清、中华民国 ‘

(简称民国)等通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1949年5月9日黄

陂县城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

七、本志纪年方法。建国前用朝代年号，建国后用一

公元纪年。民国以前朝代年号用汉字，加注公元时间；民



用阿拉伯数字。

坚持人物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分别

人物录中，以卒年先后为序。

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字体采用国家语言

会公布的简化字。凡引用古籍及古人名、地

引起误解的，仍用繁体字。计量单位采用

当时的习惯用法。

十、本志所用资料，不注明出处。如有争议或多说

并存的随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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