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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潜 龙

i 新编《波阳县志》，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终于问世了。这是波阳

： 一件大事，对今后全县的四化建设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 t波阳县编纂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1 2 1 5#-(宋嘉定八

j 年)，饶州郡守史定之就主持编纂了《鄱阳志》，以后元、明、清，

： 民国相继纂修。前后修志共1 2次。可惜这些志书多有散失，现存的只有

康熙二十；年、乾隆十四年、道光四年、同治十年的鄱阳县志和民国

县志稿五部，虽然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毕竟不够全面。

地方志是一种工具书，是一方文明的产物，它在我国已经有千年以

上的历史。今天我们仍要运用地方志这种形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为巩固人民政权服务。编纂时，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 指导，．系统地记叙本县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建国39

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努力反映社会发展及经济规律，为本县

人民搞好改革、建设四化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资料的收集、整

理、鉴别、加工，坚持实事求是， “博观约取”。对来自旧志书的史

料，注意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波阳土广人多，素称鱼米之乡。远在公元前22 1年，秦并天下置

36郡，波阳就已设县。东汉建安以后，波阳历为郡、州、路，府首

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的祖先在这里蕃衍生患，劳动斗争，

．j 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时代在前进。今天的波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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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阳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人

民群众意气风发地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大大发展了生产

力，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

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写出新的方志，科学地、系统地记

述波阳的今昔，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有史，县有志。为把修志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我们一靠人民群

众，二靠专家，三靠县志办公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人民创造历史，同

样也最了解历史，这几支力量结合起来，修好志书就有了保证。

在编修县志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还亲自写信为我们撰写

彭涛烈士传略提供史料，提出指导性意见，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

舞·
：，

历史给我们这个文明古县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一一物质的和精神

的，也留下了因袭的重负一一旧的思想、旧的习惯等等。财富必须继

承，重负应当摆脱。希望我们的同志能从本志中鉴往知来，不断创

新，开拓前进，为加快波阳的现代化建设步伐作出新的贡献。

注·江潜龙同志曾任波阳县县长，1984年起任中共波阳县委书记，1987年起任波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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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是一个县的信息总库，《波阳县志》的编纂成功，是全县人

民的大喜事。它在“资政、教化、存史"方面的作用，将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 ，

．编纂《波阳县志》，．主要目的是为振兴波阳服务。建国以后，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波阳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

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丰富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商品经

济还不够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大高。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我们

深感责任重大。为此，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人民振奋精神，锐意进

取，坚持改革，开拓前进，努力完成“七五”计划的各项任务，为90：

年代波阳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改革是振兴波阳的根本途径。我们要不断加快和深化改革，以改

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开发。农业上，首先要大力抓好粮、烟、棉、油、

猪、渔这些对我县振兴经济有决定性影响，并在短期内有经济效益的项

目，同时积极开发茶、果、桑生产，坚持不懈地进行造林、营林，逐步

形成农林牧渔和乡镇企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工业

上，要以轻纺、食品、建材工业为主体，以现有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为

重点，建立适合波阳县情的工业生产体系。财政收入要与工农业生产

同步增长。要力争十年内赶上金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在改革、开放中，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实行从严治党，并按照中



序 二

央的部署，坚决、审慎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

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广泛深入地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的教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形势教育，认真开

展移风易俗活动和创造优质服务、优美环境、优良秩序的活动，使全

县党风、民风和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

固o

，我们面临的任务，既光荣而又艰巨。 “千淘万漉虽辛苦，淘尽狂

沙始到金’’c勤劳奋发，勇于探索的波阳人民，一定能同心协力，排

难而进，不断以新的成就载入史志，尽快建设起繁荣，富裕，文明的

新波阳。

注t余锋同志现任中共波阳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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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再春

小时候喜欢读中国史，了解点国情，后来参加工作，渴望读点地

方史，了解县情、乡情。1 987年4月我就任现职，正值新编《波阳县

志》稿送审。志乃史体，我有幸参与了审稿工作，从中知道了不少县

情。 一

’

编史修志，对于建设四化，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有重要意义。这本志书纵贯两千多年历史，横联政治、经济、

文化诸方面，观点正确，资料翔实，轮廓清晰，这是编纂者们在党的

领导下，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勤奋_72作的

结果，是各个工作部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产物·而许多县先

行一步，使我们有所借鉴，有所师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波阳是个好地方，山青水秀，地上地下都有丰富的宝藏。旧志上

说，鄱阳“江山清壮”， “物产丰饶"。前一句并非虚语．，后一句要

作点分析。波阳资源是丰富的，拿水产来说，我老家珠湖，就以唐时

产明月珠得名，湖中有大量的鱼虾·这方面的事实可以举出很多。。但

是，资源优势并不等于产品优势。1日的社会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

展，正象这本志书所列举并为许多同志所熟知的，无论是封建社会还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波阳都称不上富饶，相反倒是经常遭灾歉

收，广大群众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正确认识波阳，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充分挖掘资源潜力，加快

S



化建设，使生活逐步富裕起来，这个任务，已历史地落

身上。

次修了，过了一定时期还得修，它象一切文章典籍一

物的反映。我们每天都在以自己的行动书写历史，写的

于当代，无愧于前入，为未来的县志增添色彩。我愿趁

交付出版之际，书此以与全县人民共勉。

注，李再春同志现任波阳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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