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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县志编修委员会

第一届(1980年8月9日)

主任：孙道伦

副主任：李成玉张文简桂永厚

委员：刘朝久颜永江唐元璋黄廷富彭其亮

顾问：桂永厚

主任：阙洪涛

副主任：李成玉

委员：颜永江

邬世君

第二届(1984年8月30日)

孙道伦唐志恒

周同德胡世铭唐元璋

蓝祯伟李世英贺正一袁天正彭其亮

林传琨赖辉学颜水乾刘乾祥

第三届(1990年9月19日)

主任：张福华(1994年5月调离)

副主任：阙洪涛李成玉李笃君 张文简颜永江蓝祯伟

委员：袁天正史大平唐元璋 甘绩匡梁国俊杨裔信邬世君
- j邹荣芳黄建树匡羽周之德彭其亮陈蔚才匡丑三习

郭礼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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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1995年11月8日)

主任：刘树华

副主任：郭汝齐蒋远武丁新民袁天正陈蔚才

委员：曾凡元郑尔行蒋永万郑平蒋世培韩贵刚张金元

李英军N25德,邹荣芳黄建树曾巨光彭其亮王执中·

范正学

第五届(1998年10月13日)

主任：王忠德

副主任：郑平阙洪涛

委员：郭大荣唐德荣黄祖才蒋永万罗守玉贾如兴李长刚

韩贵刚’张金元黄建树古朝泉阮维佳邹治群黄玲

范正学杨玉林李成玉肖富荣郭礼淮

荣昌县志办公室(1999年8月)

主 任：罗树年

工作人员：肖富荣

《荣昌县志》编辑部(1998年5月)

主编：阙洪涛

副主编：李成玉(聘) 郭礼淮(聘)

编辑：张胜元(聘) 肖富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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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县志》编撰人员名单

(以篇次为序)

郭礼淮

周定坤

黄祖潘

覃中良

李玲

吕庆鸣

王执中 陈蔚才郭福田罗道书 何德智张文国祝永涛

朱其廷 陈在奇方箴柏张胜元 肖富荣吕玉安李克农

黄修彦I黄高和l刘洪启戴北辰 张廉敏戴隆元匡在兴

范国章 周子健王荫槐蒋永才 陶建章罗华富胡长杰

李安荣 邓天国彭登万熊树聪 l钟道I叶兆林罗承佐

李成玉

摄 影

肖富荣黄安明周余彬江山李德勋邓平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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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忠德

昌州大地，海棠香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建县1240年的漫漫长

河中，勤劳智慧的荣昌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培育了璀璨的文化和

优良的传统o

“盛世修志”o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地方志可算一枝夺目奇葩，它历

经千载而不衰，丰富着我国浩瀚的文化宝库。荣昌自唐肃宗乾元二年建置昌

元县来，明清时期曾多次编修县志，．在之后的长时间里，县内人士亦曾多次

筹划重修县志，都因各种原因终未修成，修志已中断百年。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出现了“盛世修志”的新局面，国家把编修地方志列

入了“七五计划”项目。在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事业兴旺，国泰民安，

全县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期，我县着手新编《荣昌县志》o 1980年至1990

年，各部门编出了专志、部门志或史志资料，为新编县志奠定了基础；1992

年至1995年，新县志初稿完成；1995年至2000年完成了新县志的修改、审

稿、审批。这是荣昌县历史上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编出的

第一部新县志，在世纪之交成书付印，可喜可贺o

“众手成志”o新编《荣昌县志》，是全体修志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集

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在20年

的编修过程中，编写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奔走四方搜集资料，在艰苦条件

下，伏案工作秉笔直书。不少离退休老同志，自始至终从事新县志的修编工

作，几位参-9修志的老同志，在离别人世时仍情系修志工作。前前后后直接

参与这项浩繁工程的几十位修志人员，都为新编县志呕心沥血，默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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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荣昌县委、荣昌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修志工作，加强了对新修县志工作

的领导，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对修志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县志编委会和

县志办公室认真组织实施，县档案馆、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及社会各界，积极

配合新县志的修编并给予了热忱帮助。一部县志，倾注着方方面面众多人士

的心血和热情，群策群力，众手成志，可敬可佩。在此，谨向参与、关心支

持新县志修编工作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全体修志人员表示衷心感谢o

“重志用志”o县志是一县情况汇集之大成，其内容涉及百科，时间跨越

古今，今天的现实是昨天的继续和发展。了解过去和现实，会让我们对自己

的历史倍感亲切，使我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倍增o《荣昌县志》

的编成出版，有利于荣昌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进一步了解荣

昌的历史和现状，加深对县情认识的一部资料性著作。它可为各级领导决策

提供历史依据，为开发利用全县资源提供有益参考，为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我们应该重视县志，

运用县志，以认识历史，把握县情，发挥优势，加快发展。

新编《荣昌县志》，在我们前几任手中奠基，于我们任期内完成，这本

身就体现着事业的继续和发展。历史长河奔流不息，荣昌发展Et新月异，让

我们振奋精神，加倍努力，继往开来，共创荣昌更加辉煌的明天。

2000年7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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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实事求是地记载荣昌

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起自辛亥革命的1911年，下限一律断至1985年。部分内容追溯到上限以

前。按照“详近略远”的原则，立足当代，民国时期从略，解放以后从详，重点记述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内容。

三、本志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按类设篇立志。事以类从，类为

一篇。采取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的体例，力争横不缺主项，纵不断主线。志前首列序、

凡例、总述、大事记；共设26个专篇及人物；志末设附录和编后记。对地方特点的记

述，在有关专篇中设立专章或专节。全志按篇、章、节、目编排。

四、本志采取记、述、志、传、图、表、录、考诸体，以志为主，相互配合，力求

图文并茂。总述，记述全县基本概貌和发展简况，统率全志。大事记载全县大事。各专

篇记述各类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其中，乡镇以下所属企业均归口记人《乡镇企业》

篇。

五、本志人物，以本籍的、近现代的、正面的人物为主，坚持“生不立传”原则，

记述重要人物的事迹。根据人物的活动情况、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采用传记、传略、

名表等形式，以生年先后为序排列。 ．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县及邻县的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的档案文书、

报刊文献及各单位的资料和口碑，经核实人志，未经核实的则存疑。凡引文或重大史实

皆用括号注明出处或直入正文。统计数字，原则上以县统计局的为准，某些专项性的统

计数字，以业务主管部门提供的为准。

七、本志一律用语体文，力求简明、质朴、流畅，尽量做到规范化。称谓按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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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实际记述。朝代通用确切年号，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不论各个朝

代和民国纪年，均只在各节第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志中所称“解放”，指荣昌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具体时间从1949年12月7日开始，

解放后纪年一律用公元。志中所记“党”、“省委”、“市委”、“县委”等称谓，均指中国

共产党及其地方领导机构。专用名称、单位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经注明以后用

简称。人名均直书姓名，不加褒贬词和尊称。地名均用当时名称，如有演变，加括号注

明今名，一般以《荣昌县地名录》为准。

八、计量单位，民国及民国以前按当时的通例使用；解放以后以国家规定的法定计

量单位为准，个别地方使用历史上旧的计量单位均予注明。民国时期货币，使用当时通

行的计量；解放以后一般以新人民币折算；记述使用旧人民币计量时一律注明。专业学

科的计量单位、符号、用法均以该学科统一的通用习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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