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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陵区委，区公所领导成员

前排左起：刘石门 张权林、黄连源，棘南煌

后排左起：叶耀吾曹学智、吴志堂，张德池、朱雪亮

A上陵区志￥编写小组成员

前排左起张德池黄国英，曹学智，一

来杏村

后排壹起。邹国平，叶能文朱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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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点陵区山峰巍峨，竹木茂密，溪涧纵横，水流湍急，景色秀美，物产富饶，民性淳

朴y崇尚进取。早在明正德十三年(1 5 l 8)和平建县前后，就有李文彪等震撼封建

王朝的农民起义壮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中，上陵人

民英勇顽强，无惧无畏；建国三十多年来的革命建设，上陵区所起的波澜壮阔、天翻地

覆的变化，也为人们所瞩目。遗憾的是这一切珍贵史实，却从无系统记载， 《和平县

志》各版本，也只记1 9 4 2年前一鳞半爪，根本没有反映其历史全貌。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居I盛世修志已在全国开展，《上陵区志》也于l 9 8 5年4

月着手，经一年有余得以成书。这不仅适应了我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更体现了全区人民

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共同心愿，诚是一件大事、喜事。

本书搜集上陵区古今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立足当代，古为今用等要

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纂而

成。旨在让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为今天和明天的借鉴，填补过去“前无可稽，后无可

鉴"的历史空白。

全书篇幅算大，资料也算充分，内容比较全面，重大和突出的人、事、物都有侧重

记述，。是我区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重要依据。愿我区后来者，踏着先辈们的足迹，为

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奋力拼搏，在“改革”、 “开放”的年代开拓前进，谱写更

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是以为序。

“f．～

上陵区志编纂领导小组

1 9 8 6年4月



兜． 例

一，本志所载的人和事，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略古详今的方法进行记述。曩≯黔

=、本志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多种体裁记叙实况。共编写成六篇二十八章

八十：审，并有附录、照片等篇幅·： ．·， 。：‘瑟 +。甄

三、本志所载的内容，都是根据县志(1 9 4 2年版)，县、区档案材料，和向群众采

访所得的资料进行记叙。

四、本志断限，原则上是从廿世纪初至l 9 8 4年止。但有的则作了适当的追溯和延

伸，对于有些涉及古代年号者，则以公元纪年注释。

五、本志对材料的使用，尽可能保留原有资料面貌，对部分只作适当的修改、整理和注

释。

六，本志对有关人士职衔的记述，解放前的一般未作记叙，解放后则记区、乡(解放初

期大乡制)一级，公社化时期则记公社一级，现在则记区一级。

七，本志所载的地名大部分按传统原名记载，有部分采用新区划更定名称。

八、本志行政区戈0图，是根据县测绘局和本区土地规划测定数，及目测法制定的。

九，本志有关度、量、衡单位，能采用公制的，均角公制单位计算，一般则采取市制计

算。

十、本区岑岗地名，建围后改崩“岑江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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