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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坪集镇原名调羹铺。因地势较高且平．后人改之为高坪，高坪乡由此得名沿用至今。全乡总面积为256．8

平方公里，总人口35201人，是浏阳市地域较广的乡镇之一。革命战争年代，李志民、张凯、叶子龙等老一辈优
～

秀革命者从高坪这块红色土地上走出来，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10月26日，浏阳第四次党代

会在高坪召开。中共湘东特委张启龙同志出席会议指导，从此高坪成为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在艰苦卓

越的革命斗争中，高坪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志书记载的高坪籍革命烈士就有1049人。新中国成立后，高

坪人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的

52年中，全乡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0倍．粮食总产量增长5倍，人均商品消费水平增长26倍，交通建设四通八

达，花炮、夏布等传统产业发扬光大。建材、旅游等新兴产业骤然兴起，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

民群众精神面貌为之一新。《高坪乡志》对这些地方特色都作了突出的记述，它以丰富的资料说明，高坪的历史

是一部斗争史。革命史和发展史，它启迪人们要全面了解高坪、热爱高坪、建设高坪。

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谭仲池同志对家乡的发展和建设十分关心，欣然命笔为乡志出版作了“山川灵秀，

人才辈出，．开拓创新，同奔小康”的题词，寄语希望勤劳奋进的高坪人民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精

神，激发继往开来的斗志，坚持不懈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紧紧抓住经济建设

这个中心，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沿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奋勇前进。
。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应当承认《高坪乡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充分记述成绩的同时，也反

映了过来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它警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坚持以发展为第一

要务，坚持以高坪的繁荣、稳定为一切工作的归宿。我们应当经常总结工作的成绩，汲取经验教训，时刻引以为

鉴，使我们的事业不走或少走弯路。《高坪乡志》作为一部地方志书、乡土教材，在资治、教育、存史等方面都

有很好的作用，必将起到鼓舞斗志、凝聚人心、永传后世的作用，我们相信，高坪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更加
、

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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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全乡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现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内历史的记述，均以中共十一届六中

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二、本志时限1949年至2002年，追溯最长的为姓氏流源和建置沿革，均起叙于解放以前。本志所称“解放

前”与“解放后”以1949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浏阳城为界限。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和附录五部份组成，按性质基本相近的原则归纳为专业志5篇，

人物志1篇及附录。全篇以记事为主，寓观点于叙述之中，旨在以大量资料为基础，起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四、本志所使用的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均按不同时期的原称谓，必要时括号注解。

五、本志对各类人物皆直书其姓名，不加敬称，名人传记只限本籍人氏，排列以级别为序，除已查明的烈士

在《英名录》中全录外，只选载特别突出的各方面代表人物，遗漏在所难免，俟后续者补之。

六、本志行文按《浏阳市地方志行文通则》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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