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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陈场区志》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仙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帮助下，经过全

体编纂人员两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成卷。阅全志之成稿，深有感触，故写几旬，聊以作序。

陈场是一个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富饶地区。在这块土地上，有以胡幼松、严天铎为

首的革命先驱浴血奋战而谱写的壮丽诗篇，有文人志士含辛茹苦而描绘的锦绣文章，有工农

大众艰苦奋斗而创造的光辉业绩，有各界人士尽心竭力而作出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这些，

就不会出现这个物产丰富、入民安居的陈场。

陈场的繁荣昌盛，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源于一九四七年的解放，来源子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

陈场振兴的起点，是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

陈场人民在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路

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各届党委、政府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在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援

下，迎难而上，努力奋斗，才使陈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文化兴盛。

《陈场区志》她真实地纪录了上起同治十三年(1874年)、下至1985年的陈场地理、经

济，政治、．军事、文教卫生、社会、人物等各方面历史。史事不修不饰，文字定简意骇。读

后使人知其兴衰，设法治理，备受教益，精神振奋。

我愿《陈场区志》能激励这个地区的子孙后代为陈场崛起去作不懈的奋斗!

中共仙桃市陈场镇委员会书记雷育武

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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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场区乡土志》在陈场区公所组织的编纂领导／J：疆领等卞，”厉骑两军多酌编修≯几经
易稿，现B问世。兹将编写本志的几个主要方面，略加说明，以免猜疑。

‘⋯、 ’’

一、原则：根据“三新”(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三性’’(思想性、现代性、

科学性)的原则，略远详近，薄古厚今，尊重历史，立足当代，突出特点，直书其事，不为

曲笔，不{尚戈蘸，。务使编纂尊勺资．料，能起到“存史、资洽、禅教益’’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的

物质文孵翱撼辅受荫髓务。。‘。‘。’
二、断限：上限清同冶十三年(1874)年，有少数编纂资料，略有上浮，但不超过1840

年；下限】985年，只“大事记”下延到1986年。较全面地记述了区内近百年的各方面发展状

况。

三、篇幅：全书除“大事记’’外，分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卫生、社会．人物

等共七篇，三十四章，121节，约45万字。并附图三幅，照片42张，统计表74份。

四、体裁：按事分类，横排竖写，将述、记、志、图、表、传、录相结合，以文为主，

图表相随，记而不议，述而不作，将规律、褒贬寓于事实之中。

五、纪年z按朝代纪年记事。具体写法，建国前，先写朝代名称及其年号，后注明公

元年号，例如民国三十七年(1984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名称：地方名称、组织名称都按事情的当时记载。地方名称，以《沔阳县地名志》

为准，如果就当时事记上老地名后，随即注观现在乡、村、组，如码头河(现沟口村第三

纽)东升大队(现衣湾千寸)。行政组织名称，是写公社、管理区、大队、小队，还是写区、

乡、孝于、组，均按当时情况记。1984年3月1日成立陈场区，尔后方能称区。1975年前称陈场

地区，19￡4年3月前称公社，也秘陈场地区，在这两个时期，凡韦中出现的“全区"、 “区

晚”，咸指陈场地区。

七、传记：按职务(iE区级以上)、职称(工程师、经济师)和对社会影响较大等原

则，共收录人牧401名，立传的20人，余皆分别以录、表记载，录151人，表230人。在“生

不立传"的原贝0下，对韶分在世人彩1的事迹，除采取因事系人，随文记叙，亦有收入录、表

中的。

八、排列：对建国后的政治运动，除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列入农业篇记载外，其他

都按年代分别记入“大事记"中。为缅怀革命烈士，加以突出，在人物篇的传、录、表的各

章中，特将“革命烈士"提到了第一目，余皆按时恒、顺序编纂。军事篇的战事章后，附录

“革命斗争故事"以反映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情况。



九、致谢：在编写本志书的过程中，沔阳县志办公室给予了具体指导，县档案局、武汉

档案馆，南昌市公安局档案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县有关部门和各区镇办公室

也给予了积极支持，还得到了区内有关部门、个人和外在地的老同乡们的大力协助，在此一

。．并致谢l
“‘

编者鲁钝，撰写力弱，书中谬误，一定不少，诚望读者，批评指正，待后之志此者，而

劳心更改之!

《陈场区乡土志))编写小组

198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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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优抚安置⋯⋯⋯⋯⋯⋯⋯⋯⋯⋯⋯⋯⋯⋯⋯⋯⋯⋯⋯⋯⋯⋯⋯⋯(167)

附，1980～1985年全区优抚安置综合统计表⋯⋯⋯⋯⋯⋯⋯⋯⋯⋯⋯⋯(168>

第二节 救灾救济⋯⋯⋯⋯⋯⋯⋯⋯⋯⋯⋯⋯⋯⋯⋯⋯⋯⋯⋯⋯⋯⋯⋯⋯(一167)

等三节 扶贫⋯⋯⋯⋯⋯⋯⋯⋯⋯⋯⋯⋯⋯⋯⋯⋯⋯⋯⋯⋯⋯⋯⋯⋯⋯⋯(169)

附l 1684,一1685全区扶贫情况一览表⋯⋯⋯⋯⋯⋯⋯⋯⋯⋯⋯⋯(169)

第四节 农村五保⋯⋯⋯⋯⋯⋯⋯⋯⋯⋯⋯⋯⋯⋯⋯⋯⋯⋯⋯⋯⋯⋯⋯⋯(169)

第五节 移民⋯⋯⋯⋯⋯⋯⋯⋯⋯⋯⋯⋯⋯⋯⋯⋯⋯⋯⋯⋯⋯⋯⋯⋯⋯⋯(169)

附。1985年陈场区移民基本情况统计表⋯⋯⋯⋯⋯⋯⋯⋯⋯⋯⋯(170)

第六节 婚姻登记⋯⋯⋯⋯⋯⋯⋯⋯⋯⋯⋯⋯⋯⋯⋯⋯⋯⋯⋯⋯⋯⋯⋯⋯(170)

第+九章 劳动及其它⋯⋯⋯⋯⋯⋯⋯⋯⋯⋯⋯⋯⋯⋯⋯⋯⋯⋯⋯⋯⋯⋯⋯(171)

第一节 劳动就业⋯⋯⋯⋯⋯⋯⋯⋯⋯⋯⋯⋯⋯⋯⋯⋯⋯⋯⋯⋯⋯⋯⋯⋯(17I)

第二节 劳保⋯⋯⋯⋯⋯⋯⋯⋯⋯⋯⋯⋯⋯⋯⋯⋯⋯⋯⋯⋯⋯⋯⋯⋯⋯⋯(171)

第三节 信访⋯⋯⋯⋯⋯⋯⋯⋯⋯⋯⋯⋯⋯⋯⋯⋯⋯⋯⋯⋯⋯⋯⋯⋯⋯⋯(172)

第四节 侨、港、台属工作⋯⋯⋯⋯⋯⋯⋯⋯⋯⋯⋯⋯⋯⋯⋯⋯⋯⋯⋯⋯(．172)

附。陈区区侨民及旅居港、台人员表⋯⋯⋯⋯⋯⋯⋯⋯⋯⋯⋯⋯(173>

第五节 土地管理⋯⋯⋯⋯⋯⋯⋯⋯⋯⋯⋯⋯⋯⋯⋯⋯⋯⋯⋯⋯⋯⋯⋯⋯(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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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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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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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

附：陈场区立功军人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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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配合，全歼“硬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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