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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新编《建始县志：}出版，正值我县各族人民认真学习、宣

传和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全县经济

建设再上新台阶之际，这无疑是一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

事，可喜可贺1

据史料记载，建始修志，始于清嘉庆年间，至清同治五年

(1866)，共修三次．旧志虽各有所长，但连篇累牍记及名胜、

人物、艺文、职官，而于经济少所涉及·今修<建始县志>运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40％篇

幅记述全县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全志纵贯古今，体

例完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时代特点突出，民族色彩浓郁，

文字通顺可读，进入新方志之林而无愧l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其业之伟，其功之大，其效之著，

已为社会各界所共识·尤其是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

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新形势之下，新编<建始县志：}的出版问

世，为我们从政者鉴往知来，认识县情，’研究振兴，探求规律，

科学决策，正确举措，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借鉴·

志书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产物，既有上级部门领

导的大力支持和各地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又有全体修志者

的精心著述·借此机会，一并予以感谢l

鬈建始县志>出版之际，书就数语为序·

原任中共建始县委书记一杨斌儒

， 一九九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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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相信会获得社会各界的共识和青睐，并在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
，

、

<建始县志>在编纂过程．申，得到了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

苗族自治州及邻近兄弟县(市)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
‘

帮助和悉心指导’，全县方志工作者不计名利，不辞艰辛，皓首．

穷径，严谨治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谨在此一并致谢1
‘

● 一

o。
· · 一

．

·’ 中共建始县委副书记 王万玉

．

．．

一九九三年四月。
、

～

，
一

。

．

1●

●

’

注。王万玉同卷1990—1992年任建始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地方志绾纂委墨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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