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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北溶区志》编纂领导小组
：

；、

组长：杨金华(1986,--,1988)’
邓厚灼(1989～1992．9)

‘’

黄茂林(1992．9"--'1995．7)
张群策(1995．7～ )

副组长：张美才田书文李永先杨喜祥

i陈延生 ：

组员：邓正文李枝胜张光海 向民祥 ·

．钟吉友钟克达周生才代柏枝，
罗光英杨吉学钟吉炎卢光荣

张春生杨长生全邦元廖春雄
李鹏飞张新悌

’

●

‘

一

《沅陵县北溶区志》编写小组
‘

组长：田书文 ，， ：

一

副组长：邓万伦’· 。

主编：钟辉章邓万伦 ．

编辑：舒清泉张新忠 ．‘

资料员：曹永泮张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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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单位
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共沅陵县委宣传部

《沅陵县北溶区志》审稿小组

主 审：张先一

副主审：陈自耀钟玉如
责任编辑：钟玉如苗建辉

封面设计：王照云
制 图：周梅云。

摄 影：邓万伦邓人璋王照云

王怀新舒万海周强
舒祖道张大河

’

校 对：张泽龙李枝胜。
邓万伦钟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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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沅陵县北溶区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7年秋，征

集资料历时五载。经过认真考核、筛选，根据方志学的原

理，精心拟定，数易其稿，第一部《沅陵县北溶区志》终于

结稿。
、

北溶区位于武陵、雪峰之间，沅江中游两岸，山水秀

丽，资源丰富，文化贻新，英才辈出，实属文明之乡。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政治稳

定，社会安宁，经济日新，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呈现出一派

兴旺景象。 ．

‘

《沅陵县北溶区志》记叙，上起秦汉，下至1987年。对

山川、气候、灾异，婉若历史再现；对经济、文化、政治、军

事、风土民情和人物事迹，流传后世，循名责实。

全书按篇、章分类，记载本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
和现状，共约20余万字。录往事为今用，叙现状留传千

古。愿今人守而不失，望后代发扬光大。世代续传，将对本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盛世修志，为民众心愿。志书问世，实为一大空前壮

举。我代表全区人民，对数年来为编纂本志书不辞劳苦，
历尽艰辛的资料员和编写人员，对支持我区修志的有关

人员，以及对组织指导我区修志的各级领导给予崇高的
敬礼和感谢。。

庚午年冬初
‘

邓厚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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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有·个很好的修志传统，它对于帮助人们
认识当地历史沿革、境域变迁、物产资源、经济状况、人物

习俗、名胜风光、遗闻轶事等，起了很大作用。·部方志在
， 手，一个地方的历史与现状，便了如指掌。志书，着实是具

有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史籍。 t

沅陵县历史上只曾编修县志五种，却从来没有编修

区、乡志的历史。{：沅陵县北溶区志》的问世，确实开了北

溶区编写史志之先河。我从志稿中了解到了全区的经济

发展状况。这里新中国建立前，曾以。糠菜半年粮"为治家
警言。新中国建立后的40年时间，粮食生产发生了惊人
的变化，走过了由单季变双季、高秆变矮秆、常规品种变
成杂交水稻的变革过程⋯⋯。 ．

这些变化，I：沅陵县北溶区志》就需浓墨重彩的予以

详记。这里又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贺龙、肖
． 克都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北溶区境物产丰富，矿

。 产资源甚广，生产潜力极大，旅游事业，方兴未艾。苗族、

白族、土家族的民族风情独特，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激情甚旺，这就是建设这个新农村的条件与动力。

北溶区的前任区委和区公所的领导，对编修<沅陵县
北溶区志：}十分重视，组织起一个精干的编写班子，进行



2 序二

一定规模的调查统计工作，查阅县、区、乡三级的各种档

案，搜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历时四载，备尝艰辛，经过广

搜博采，研订编目之后，终于修纂了这部纵贯古今，横陈

百业，洋洋洒洒，凡20余万言的社会主义地方志。文笔流

畅，若行云流水，资料翔实，行文规范，体例得当，这是北

溶资政、教化、存史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填补了历史空白，

令人耳目一新，是很值得称颂的。El后人们将科学地来认

识北溶全区各个乡、村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更好地决定自

己的社会实践。

黄茂林 。

‘

张群策、

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首立概述

和大事记，主体部分设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

会、人物七篇，末缀附录和编纂始末。

二、本志时限，上限因事而异，一般溯至事物发端，下

断于1987年。为便于编纂，对民族、人口止于1990年全国

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束。库区移民、碣滩茶场、农机农具，以

及部分入志人物延伸至成书之日。

三、本志对区内在世有功绩人员，以事系人记入有关

篇章。入传人物，均系本籍没世者，记其事迹，彰往昭来。

对个别反面人物，陈述劣迹，作为反面教员。

四、本志遵循存真求实的方针和“详今略古一的原则，

记载本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简述民国时期有关

史料，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重要史实。

五、本志对革命根据地特设专章，记述革命斗争的重

要历史。 ．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凡属引文则以原著文体

不变。注释采用夹注和脚注。对引文或收采古人文章中的
错字校正列入()之内，缺字用口号代替，朝代纪年，夹注

公元，年、月、日、时，用阿拉伯字书写。地名书写，概用今

名，古代地名，夹注今名。

七、本志同一事物交叉出现，从不同角度侧重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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