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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黄荆区区长 周金福 ’

●

l

，
●，

经过区志办同志一年零无个月的艰苦努力，《黄荆区志·》

即将发排付印了。应同志们曲要求，我只好略述几句，权以当

序。

至一九八五年底全区辖五．乡一镇i五十一个村．四百二十

一个村民小组，两万多户，．十万多人。全区总面积为一百‘五十

一平方公里，耕地十三万多亩。主产水稻和棉花j由于本区在

地理位置上，环绕着县人民政府机关驻地仙桃镇，故有“皇城

脚下矽之称。 ，

‘
’

+近百年来，本区人民为反帝反封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许

多仁人志士，’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j’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继承和发扬先辈的革命传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取得

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本区人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优势，

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区．乡、村、联合体、个体多种形式一齐

上，使全区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经济开始腾飞。

黄荆区有悠久的历史，广大人民勤劳而有智慧，叉具有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扬其所长．避填所

短，就一定能使全区经济振兴，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
。

编写《黄荆区志》，’目的是为现实服务，为社会t义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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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依据可考的史料，着重记述了自：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来，本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1

面的发展进程，‘并力图揭示。其发展规律，让它在本区充分发捧

其存史、：资治的作用。

在本区，1932年“清乡牡中，被杀害的革命者较多，其中

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办理追烈手续，为了表示对先

+烈的怀念，不致使其英名湮灭，也收入志书，予以记载。

f．在志书的编写过程中卜本区有上千人参加了调查、座谈和一

采访。修改、补充、审稿，反复述三十多次。谨此，向所有关

心《黄钢区志》的一切同志，致以谢意。

由于t是本区坜史上第一部志书，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

包括的年代久远，史料缺乏，许多老前辈又已相继去世，客观．

上为搜集资耗造成了困难，加之又无编志的经验，因而缺点和。

错误是难免的，诚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黄荆区志》这一本反映本区各方面情况的百科全书，即

将问世了。我们希望它能帮助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 了：解黄

荆，认识黄荆，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黄荆。提供各方面盼

资料。让它在教育本区子孙后代，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中，允

．分发挥其历史教材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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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黄荆区志》，上限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起，

下限至1985年止。全面记述了本区近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2、全书约24万余字。除大事记外：分地理．经济。政

治、军事、文教卫生、社会、人物七篇，34章，113节。。其中，图3

幅，照片36张，统计表30份，附录12件。分别插入各有关章节。

3、全书收录人物382名。立传者10人。其他则分别以录、

表记载。同时，在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下，对一部分生者的事

迹，采取分类记述，因事记人，各归其类。

4、1932年，“清乡黟中，本区被杀害的革命者较多，其

中，凡已被追认为烈士的，统列英名录，对尚未追烈的，则另

附名单，以示悼念。

5、关于时间的表述，凡历史纪年，一律先书朝代名称及

年代，并注明公元时间。建国后，_律用公元纪年。 ．

6、统计表及行文中的数字表述，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较

大的数字，分别用“百元"、。“万元"减少数位。计量单位，

除少数需要用旧单位制外，其余一律使用公制和市制单位，计

算价值，一律折合人民币计算。

． 7、凡在本区的国营企事业单位，根据其事业和行业的性

质，分别附录于各有关章节，以表现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

发展的全貌。．
’

8、对于建国后的政治运动，除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

列入农业章记载外，其他都按年代分别记入大事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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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凡省地县领导在本区蹲点的事迹，和中央领导在本区．

的视察活动，，一律按时间记入大事记。 ·

10、行文一律用语体文。个别原件是文言文的，为保持其

历史面目，则将原样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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