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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乐，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最西北部，是苗族、侗族聚居的

地方，从民国设乡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我们

的祖先世世代代以自己勤劳的汗水和聪明才智开辟这块美丽富饶

的土地，建立了伟大的业绩，创造了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
_， 同乐，是镶嵌在广西桂北大好河山中的一颗明珠，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这里有丰富的林木和矿产资源，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然

而，过去剥削阶级推行愚民政策，大搞民族歧视，使地不尽其利，物

不尽其用，人不尽其才。地瘠民贫，苦难的生活不知熬过了多少个

春秋。’ ，一

解放后，同乐乡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铲除贫

困，给山河披上锦锈，使古老落后的同乐逐渐发生了变化。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民国战乱时修出了第一部《三

江县志》。现在我们处在伟大的时代，盛世修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1992年初，我有幸与乡党委、政府的同志们一起，共同作出

编纂《同乐苗族乡志》的决定，这是同乐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纵观历

史，地方志是一种“辅治之书”，历史上曾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君国者以扶大一统之治’’。编修乡志不仅为丰富中国历史学宝库积

。累资料，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后代提供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乡

土教材，有助于我们的同志和领导对自己工作地域内基本情况的

．了解，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在决策过程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兴

利除弊，继往开来，团结各界人士，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为改变家乡

贫穷落后面貌贡献力量。．’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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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乐乡是特困乡，但人穷志不穷。我们不但不怕露穷，而且要

大胆地把穷的原因公之于众，提高知名度，为上级领导提供决策依
． 据，有助于各界人士为协助我们治理同乐出谋献策，也使我们能重

新认识同乐，从而增强建设家乡的信心和决心，加快经济发展步

’伐，促进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循实

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了同乐的历史和现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

过的较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是同乐文化建设

事业上的一项成果，是全乡干部群众的智慧结晶，是同乐人民的一

份宝贵财富。在中国共产党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指引下，同乐人民

正以坚定的信念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但对经济改革的规

‘律尚不熟悉，不少领域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同乐

苗族乡志》问世后，我们希望全乡人民及社会上各界人士都来重视

它、珍惜它、研究它，吸取同乐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一，面对现实，背靠

资源，大力开发民族经济和民族旅游业，以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

。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国社科院民研所、中央民族学院出

．版社、柳州地区地方志研究室、地区民委、三江县政府、县民委、三

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大力支持，悉心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

委员会主任韦安基为本志题写书名，在此，我谨代表同乐苗族乡党

．委、乡人民政府、《同乐苗族乡志》编纂委员会和全乡各族人民，向

为编纂《同乐苗族乡志》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 ．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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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乐苗族乡乡长 吴仕华

199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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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

党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

二、本志按编、章、节、目排列。志首设概述、志后设附录。志中

配有照片；全志分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杂记等9

个方面。共设7编、31章107节，约20万字． j

三、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力求客观地反映同乐的历史与

现状。记载时间上溯至明代，下至1992年，部分内容向前追溯或向

后延伸，把编纂的重点放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突

出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 ．
．

四、本志采用白话文、简体字。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均按当

时称谓记录。内文引用、转载资料、尽量注明出处，注解采用脚注。

序数及公元年号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五、本志新选用资料，来自乡直各机关、县档案局、三江县志资

料室、三江旧志和有关业务部门或口碑资料，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

处。
。

。

一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于应记载的在世人物，采

取以事系入的办法，分别记入有关编章或列表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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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乐苗族乡乡志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 黄岩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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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乐苗族乡志编辑人员合影左起。蒗如祯吴善诚

吴仕华覃垣郑扎贤覃献基郑忠贤 吴善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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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姑娘 刘台明摄 同乐村侗族姑娘 黑善诚摄

苗族姑娘 刘台明摄 革苗男女青≈ 刘台明摄



警雩?
苗族姑娘 刮台明摄 苗族男青年 刘合明撮

良冲瑶族男青年 刘合明摄 平溪侗族姑娘 刘台明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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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乐春乐日用化工厂 郑垒贤摄

刘合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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