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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志(1 989～2000年)》编纂委员会

(姓名后括注为任该职年限)

主 任 陈美林(2000．10～2002．1)

覃德泽(2002．1—2004．12)

常务副主任 何其雄(2001．6～2004．12)

副主任 余高琪(2000．11—2003．3)

谢建新(2000．10～2003．3)

康德鑫(2000．10～2003．3)

黎开业(2000．10～2003．3)

王真明(2001．6～2004．12)

杨克刚(2001．6～2004．12)

王芳述(2001．6～2004．12)

彭发顺(2001．6—2004．12)

刘明成(2001．6—2004．12)

金中华(2003．3～2004．12)

刘 群(2003．3～2004．12)

王德光(2003．3—2004．12)

田杰胜(2003．3—2004．12)

徐千家(2003．3—2004．12)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本华王远胜王其相 王振骅石绍河 阳前辉 朱芳俊

刘兴锐 刘明坤 向延清 向周道 向国东 向洲河 李兴国

谷臣凡谷晓华 陈桂花 陈俊勉 张远成 张青山 郑本圭

范武斌贺兴科赵春茨钟以校钟高银钟家爱姚兴敏

庹良成 彭清泽彭辉凯黎湘

《桑植县志(1 989～2000)》编辑部

总 纂 阳前辉

副总纂 朱芳俊向洲河

编 辑 阳前辉 朱芳俊 向佐柏 向洲河 曹开胜 熊隆耀

刘晓珍谷志望 王成均

图片设计 阳前辉朱芳俊曹开胜．．

摄 影 曹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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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志(1 989—2000)》提供资料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志国 马红艳(女) 王 帆王巍王平林王兴球王贞福

王国庆 王静仪 韦爱民 邓 毅 邓成忠 邓忠义 田友国 田吉阶

田仲和 田军萍(女) 田启法 田克清 田奇斌 田亮华 石光贵

刘 圣 刘 波 刘东权 刘兴锐 刘国成 刘坤明 朱爱民 朱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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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海珍(女) 谷辉军 谷群华(女) 肖大付 陈 国 陈 波

陈才纯 陈功文 陈功平 陈兆林 陈俊勉 陈海燕(女) 陈智慧

陈霄云 周云呈 周太旺 周年发 周扬声 周国强 周笃帮 周耀成

罗卫星 罗云峰 尚军荣 金则伦林世凯钟以祥钟为电 钟为银

钟为福 钟勇飞 钟桃生 钟家元钟家红钟家明 胡龙军 胡兴贵

胡军然 姚文学 姚正昌 姚祖清 贺高祥．赵正安 郭 强 郭孝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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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金权聂耀亚 唐桐茂黄仙芝(女) 黄花云(女) 黄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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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发球 彭红梅(女) 彭承勇 彭淑芳(女) 彭清泽 彭新海

蒋月娥(女) 蒋祖轩 曾 涛喻灿锦(女) 程传兵程持恒

程隆普甄如军 廖磊廖升田 黎友明 蔡秀英(女) 蔡荣志



《桑植县志(1989～2000)》评审人员

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

方大鹏 李跃龙 黄为(女)

张家界市(含其他区县)

谷臣章 杨文玖 向凤毛 宋国庆 覃大钰 田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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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雄 金中华 李程 陈泽义 王芳述 彭发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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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伶(女) 秦位桃 艾贤清 李满堂 覃章华

谷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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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吁
桑植，地处湘西北，是湖南四犬水系之一澧水的发源地。

桑植，是贺龙元帅的故乡，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是湘鄂西、湘

鄂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

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桑植县委、县

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为编纂好新中国成立来的第一部《桑

植县志》，设立了专门工作机构，配备了专门工作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于

2000年1月终于完成了记载下限为1988年的《桑植县志》，并由深圳海天出版

社出版发行。新编《桑植县志》完成后，中共桑植县委、县人民政府又决定

续修《桑植县志》(1989～2000)。县志编纂委员会和工作人员经过三年的努

力，这本续志也已总纂成书，即将付梓问世。

通观这本续修《桑植县志》，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扣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做到了开

拓创新，与时俱进。二是在史实记载上，由于时间跨度不大，加之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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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进行了认真鉴别、考证，因此可以说这本续志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了

桑植1989～2000年这12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三是在编纂体

例上，以类系事，广征博采，横排纵述，纵横结合，记、传、表诸体并用，

还附有大量照片，堪称图文并茂。

古人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我相信，续修《桑植县志》的出版，对于我们正确把握桑植的

发展现状，科学规划桑植的未来，一定会发挥很大作用。不仅如此，这本

续修的《桑植县志》集中反映了1989～2000年桑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发

生的巨大变化，必将极大地激励桑植各族人民为加快桑植脱贫致富进程而

奋力拼搏，为创造桑植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征史修志工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是一项浩繁而系统的文化建设工

程。这本续修的《桑植县志》历经三个春秋，洋洋百万言，五易其稿，修

志人员之辛劳自不待言，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专家的关怀指

导，县志顾问们的精心谋划，全县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各战线的通力合

作，无疑都是续志成书的重要因素。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桑植县委、县人

民政府，向广大编纂人员和关心、支持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同志们表

示诚挚的谢意!

在此续志即将出版问世之际，遵县志编委会之嘱，书此片言，是为序。

2004年6rq

(作者系中共桑植县委书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f

凡 例

一、《桑植县志》(1989—2000)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秉笔直书、全面系统、实事求是记述桑植12年间的发展变化与

现状。
一

二、本志上限—般为1989年，部分内容溯至事情发端之时，下限为2000年。

三、本志以记、志、传、图、。表、录及简介为表述形式，由概述、大

事记、专志、人物传、人物简介、附录6部分组成。采用篇、章、节、目结

构分层记述，设政区、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军事、公安司法、经济综述、

农业、工业、烟草、商业、旅游、财税金融、建整扶贫、基础设施建设、

城乡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人物共20篇，计71章，276

节，100余万言。志前设概述、大事记，综述县情，纵记12年大事，以总揽

全志。后列附录，收录文献资料，并编排勘误表，对前部县志进行勘误。

概述、大事记、附录未入篇的序列，不设章节。专业志均按事物性质类属

分章设节，不论其行政隶属关系。
．’：

四、本志突出了桑植地方特色，单独设有旅游、烟草、建整扶贫诸篇，

民族等虽未独立成篇，但在相关篇章中就其发展变化及现状予以详细记载。

五、本志突出了改革开放的特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始终

把改革开放贯穿其中，且在经济综述篇专门设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章，充分

展示了桑植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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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物篇分为3个部分。人物传，传主均为已故民主革命时期团级以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师(厅)级以上党、政、军界及其它有较大社会

影响的本籍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人物简介，对现(曾)任师(厅)级

及以上人物、省部级及以上劳模、市级拔尖人才等本籍人物予以简要介绍；

人物表，收录的均为县内处级干部、正科级单位正副实职，副科级单位正

职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上限续前志为1997年1月，下限延至2003年12

月。由于本籍人物散居世界各地，有些联系不上，虽经广泛征询，仍有不

少符合收录标准的人物未能入志，有待续志时予以增补。

七、本志行文、数据、纪年均按国家统一规定，记述采用语体文。资

料来源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及相关部门编写提供的材料。统计数据以统计

局统计资料为准，统计局没有的以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资料、数据

(除表格)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政区及相关名称，均采用当时名称，历史名称需采用的，在当时

名称后括注。地名均用《桑植地名录》之标准地名，汉语释译不明的少数

民族地名，概用汉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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