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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铺开以后，历时四载，六易其

稿，一部反映改革开放丰硕成果，展现安化1986～2000年巨大变化的新方志

——《安化县志(1986--2000))出版发行。这是安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
安化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o 15年来，勤劳奋进的安化人民，围绕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改革开放，依靠科技进步，全方位地推进现代

化建设，加速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批

种养业基地形成规模；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扶贫攻坚硕果累累，贫

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拓宽东西，打通南北"的交通构想得以实

现，资江大桥沟通南北，乡村公路升级联网；教育、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蓬勃

发展；在城镇，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街道扩宽，镇区增大，市场繁荣，成为当地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农村，一幢幢新式民宅遍布乡村角落，电话电视进入千

家万户⋯⋯第二轮编修的《安化县志》，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采用篇章节目体

的形式，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行业特色，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述了这

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断限虽然只有15年，在历史长河

中一瞬即过，但是，此期间内取得的辉煌成就，将在史册上永放光芒!

安化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地域宽广，是湖南第三大县；物产丰富，是湖南重

点林区县、“湘中药库”，全国有名的茶叶之乡、水果之乡、矿产之乡；英才辈出，世

界羽坛冠军唐九红、龚智超、龚睿娜、黄穗从这里走向世界。第二轮编修的《安化

县志》出版发行，将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安化、了解安化的工具书、致用之书。

以志为鉴，激励后人。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

愿这部新县志发挥资治作用，同时更希望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勇于开拓，团结奋进，促进全县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开创世纪辉煌，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注：彭建忠系现任中共安化县委书记

谢寿保系现任安化县人民政府县长 ．

彭建忠谢寿保
2004年10月18日



序二 3

序 二

安化县志办，作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续修县、市志的试点，仅用四年时

间，就出色地完成了续修《安化县志》的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在从

事修志工作的过程中，安化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放开手脚，大胆创新，为

县、市一级的修志工作找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一套好的操作方法、一个成

本消耗低而修志速度快的理想模式，为各地续修县、市志树立了一个好的榜

样。地方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作。

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按照一定的要求和程序，将人力、财力、物力组织起来，并

进入正常运转，谈何容易!凡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世纪末从事过修志工作的

人们都知道，没有巨大的气魄、顽强的毅力，没有坚强的决心、信心，在市场经

济因素的影响下，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不仅安化县志办，还有益

阳市志办、省地方志编委会的有关人员也为此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付出的

劳动和所体现出的精神，将和《安化县志(1986～2000)》一样，世代相传。

续修《安化县志》上限起于1986年，下限止于2000年。共分20篇79章，

另设总述、要事纪略、大事记、附录，计100万字，完整地、系统地、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全县各行、各业、各部门、各乡镇的情况，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记述得

体、文字简洁流畅，反映出修志人员的出色的能力和水平，有很好的存史价值，

是一部好的志书。

方志，一方之史，它以自己独特的形式传承一方的文明。每当我们修成一

部志书，不论是省志，还是市、县志，都要将那个地方一代或几代人所创造的物

质或精神成果，以及有关的事物记述其中，并毫无保留地传给后人。许多地

方，许多时期的志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的

总文明。这种已经创造出来的文明，反过来，又不断地抚育、推动这个国家、民

族、地区文明的新的发展，使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熠熠闪光。这

就是我们修志人员，以及领导、组织、支持修志工作的人们，对人类文明所做出

的重大贡献。

安化是我的家乡。尽管我客居外地已近50年，但是，这块纯朴而古老的

土地，总是令我魂牵梦绕，不能忘怀：那旧历年关飞舞着的狮子龙灯，那旧茶行



4 序二

改造成的学校里用竹席编夹成的教室，柳溪河畔那修成不久的红色的“工"字

楼校舍⋯⋯依然历历在目。在那里，我曾为湖南第一个大型水电站的开工而

欢呼，我也曾冒着盛夏的酷暑，光着膀子，赤着双脚，兴致勃勃地奔走在尚未通

车的常安公路上⋯⋯作为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是多么盼望家乡的变化啊!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有机会回安化，惊喜地发现安化变了!原来囿于

资水和柳溪交汇处的县治——东坪镇，已经延伸到了上烟竹，扩大到了资水对

岸；读初中时常在那里散步和游戏的长着芦苇和灌木的宽阔的沙滩，已改造成

了繁华热闹的城区；走进离县城尚有几十公里的羊角塘，可以看见那一幢幢新

式的小砖楼；那星罗棋布的小城镇，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那平坦舒适的水

泥、沥青路，那宏伟壮丽的资江大桥，⋯⋯不知圆了多少安化人的梦!这都是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续修《安化县志》就安化近15年来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做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安化人民所走过的道路虽然不十分平坦，但却充满

光明。安化的历史是安化人自己创造的，安化人也必将珍惜自己的历史o“好

雨知时节，"--3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o”面对这一部近15年来的改

革开放史所展示的丰富内容，安化人必将“以史为鉴"，总结出自己建设家乡的

经验和教训，更好地用它来指导自己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2004年5月，安化县志办的同志来长，嘱我为第二轮《安化县志》作序，遂

写了以上文字，权且充之。

黄愿偿

2004年8月4日

注：黄愿偿，安化县龙塘乡人，系原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全

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力求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

二、本志由序、凡例、总述、大事记、专志及附录组成，以志为主体，配以照

片和图表，专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形式。全书除总述、要事纪略、大事记、附录

外，共设20篇、79章、307节(人物、乡镇篇和艺文选录未设章节)。

三、本志记事时间：上限起于1986年，下限讫于2000年，少数内容有所上

溯或下延。

四、本志仍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以卒年为序。人物篇除人物传外，设

人物简介、人物表，录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其中，英模名录只收录荣获省以上

劳动模范(含享受省劳模待遇的先进个人)和国家各部办委表彰的先进个人。

五、本志所载机构领导人，县级仅录实职，科局仅录正职，乡镇仅录党政正

职。

六、本志照片大多由单位提供，作者均未署名；少部分由县志办收集。照

片内容未受起讫时间限制。

七、本志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并用，以志为主，主要采用语体文、

记述体，行文力求简洁、流畅。

八、入志资料大都由各单位提供，使用的各种数据，原则上依据县统计局的

统计资料，统计局没有的则用’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并原则上采用国家法定计

量单位。

九、本志所记年代，系指20世纪的年代，在记载中均省略“20世纪”字样。

国家法律名称一般使用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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