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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l

序

衡阳，是我的第二故乡，一生在这里度过了27个春秋。衡郊，

是我多年工作过的地方，从任职区委到任职市委，主管农村工作，

断断续续同衡郊干部群众交往接触，时达21年。这里的山Jl I田野，

大都留下我的足迹；这里的父老乡亲，与我有着深厚的情谊。欣闻

《衡阳市郊区志》付梓问世，不胜喜悦之至。

衡郊，环绕城市，地理优越。湘、蒸、耒三水在这里交汇，京

广、湘桂铁路在这里接轨。水运陆路，南通百粤，北连吴楚，历为

湘南重镇衡城之屏障，区位显要而又具有优势。

衡郊，地沃物华，“米袋子”、“菜篮子"，丰盈充盛，历称鱼米

之乡。60年代，经过探明，地下矿产丰富，有岩盐、芒硝、石膏、

铜、砂金、矿泉水等。尤其岩盐储量达120亿吨j含盐地层分布300

平方公里，衡郊又成为当代盐卤之乡。

衡郊，人民勤劳、纯朴l善良，具有“尚农桑、知教化"、“清
慧而文"的特征。人才荟萃，代有名贤。有英勇抗元的志士，有名

噪海内的文人，有开创中国羽绒工业的著名实业家，有为抗日和民

族解放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新中国建立后，还涌现出众多

的“田状元"、“菜状元"、“鱼专家"和“企业家"。他们既是历史

的见证人，又是历史的开拓者，是促进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中坚
^目
／J里o

．《衡阳市郊区志》时空50年，始于1942年衡阳建市有郊区称

谓之时，止于20世纪末的1992年。志书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两

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剧变，记述了衡郊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

变的艰难历程，具体反映了城市郊区的功能与作用，反映了衡郊人

民生活由贫困至温饱至部分人小康的可喜变化情景。在计划经济时

期，衡郊人民坚持执行“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以有限的土地，

生产大量的菜、猪、鱼、果、豆等副食品，供应城市，保障需要，



I 序一

为衡阳市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衡郊

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推行农业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发展两户(专业户、重点户)一体(经济联合体)，大

兴乡镇企业，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地位不变，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道路，逐步把单一的农业型郊区，变成为工业和第三产业占很大比

重的综合产业型郊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衡郊进

一步敞开区门，扩大开放，经济建设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一

个崭新的城郊型经济已经形成。她充分发挥了一般农村经济无法替

代的功能与作用，成为城市经济扩散的前沿阵地，城市鲜活副食品

供应的生产基地，城市长治久安的社会屏障和城市环境保护的生态

屏障，城市经济辐射农村的“一传手”和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领头雁’’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相信，衡郊区志

无疑在这方面将会产生很大作用。殷切地期望“治郡国者"从中吸

取有益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

衡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科学的决策，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步

伐，争取提前实现小康目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社会主义之路在脚下延

伸，继续前进，不断前进，必定会到达人类最高理想的彼岸。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等东7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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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亦然。时逢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人民安居乐业之际，一部体现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的《衡阳市郊区

志》问世了!这是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一件大好事，也是我区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新成果。

《衡阳市郊区志》以详实的史料、完备的体例、严谨的结构、简

练的文字，‘把郊区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经济建设、科学文化、

．民俗风情、人物活动等组合成有机的整体，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郊区

兴衰起伏、新陈代谢之历史和现状，并寓经验教训和事物辩证规律

于叙述之中，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不失为一部铸今熔古、

彰往昭来之志书。

回眸，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历史赋予我们建设郊区、振兴郊区

之重任，我们就得了解郊区的历史、研究郊区的区情，遵循其发展

的客观规律。“观今宜鉴古，鉴古方知今"。《衡阳市郊区志》的出

版，将为我们认识区情、绘制蓝图、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将为我们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丰富的教

材；将为各方朋友、各界人士认识郊区、了解郊区，提供详实的资

料。我们要认真读志用志，全面掌握区情，深入研究区情，并以志

为鉴，吸取历史成功经验和失误的教训，承先启后，扬长避短，发

挥优势，坚定不移地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紧

紧围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走好“城郊一

体、重点突破、开放带动、科教兴区"的路子，把郊区的两个文明

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衡郊这片文明而古老的土地，更加充

满生机活力，更加美丽神奇! ．

《衡阳市郊区志》四易篇目，三改志稿，五经寒暑，方脱稿付

梓。它的成书出版，是省市有关部门和兄弟县市区关怀、支持的结

果，是全区各单位、各界人士通力协作的结果，是修志人员辛勤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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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结果。在此，我们代表中共衡阳市郊区委员会、衡阳市郊区人

民政府，谨向所有指导、支持、参与修志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中共衡阳市郊区委员会书记

衡阳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

苍拭簧
J

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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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系衡阳市郊区第一部志书。编写本志旨在为衡阳市郊

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以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作用。

二、本志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依据，实事

求是地、全面系统地记叙衡阳市郊区的自然和社会状况，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反映衡阳市郊区的历史全貌及特

点。

三、本志上限一般定为1942年，个别事物，有据可考则上溯，

无据可依则下移。下限原则上断至1992年，但考虑本志出版与下

限的时间差，故将1993"--1995年的大事，收入本志的《丛录篇》。

四、本志篇目设篇、章、节、目4个层次，按先经济基础后上

层建筑的顺序排列，计23篇，75章，262节。坚持类为一篇的原

则，但根据城郊经济特点，从农业中析出蔬菜、畜牧、渔业独立设

篇，以吻合其地位。鉴于衡阳市郊区行政建置时有时无，机构设置

不全，所辖区域和隶属关系变更频繁，资料缺口严重，事物无法系

统考证，故篇目不求完整，篇幅亦不求平衡。

五、衡阳市郊区地处衡阳市区周围，内环与城区相邻，地域交

错，历无域界。本区所辖面积系以1982年农业区划核定的面积为

基础，另加后来划入的乡、村，计算全区总面积。

六、本志坚持横排竖写，述而不论，图表相宜，采用现代语体

文，记叙体。引录摘抄文言资料，保持原貌，只加标点。《大事

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

七、志中《，人物篇》由传记、简介、名录、名表组成。依修志

通例，不为生人立传。人物立传坚持以本籍人物为主，以正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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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社会名流已故者入简介，健在者入闻人录；革命烈士入英名

录。入传入介入录人物不分类标目，按生年或卒年先后排列，功过

是非并举，直陈其事。省人民政府以上机关授予的劳动模范(或先

进工作者)、高科技人员和部分历史、现代人物入名表。古代人物

收录较多，旨在保存资料。

八、志内数字书写，除引文、序词、专用名词外，举凡计数，

一律用阿拉伯字。纪年，民国以前用帝号记年，后附括号注明公元

纪年；1911年至1949年9月30日．，用民国纪年，后附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九、地理名称和历史官职，均用当时称谓。衡阳市郊区简称衡

郊。计量单位，境内解放前用当时习惯计量单位，解放后用国务院

公布的计量单位。

十、本志所用资料，均属搜集采访经考稽筛选后而定的，编纂

时一般不注明出处，个别简称、异说则注释说明。采用的各项数据，

均取自历史档案中官方资料和市、区统计局的资料。统计部门所缺

数据，则取于各主管部门或可靠的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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