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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值国庆45周年之际，《吉首市志》完稿，即将书成问世，这是吉首

人民的一件大事。

吉首修志始于清代。乾隆三年(1738)，乾州厅同知王玮主修成

《乾州志》，后经赵文在、蒋琦溥、林书勋等历任同知续修，终于光绪三

年(1877)在林氏任上续修刻印《乾州厅志》。民国时期，乾城县政府虽

有修志之倡导，但因战乱频迭，民不聊生而终无举措。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各项工作步入正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社会事业日益兴

旺。盛世修志，势在必行。经中共吉首县、市委和县、市人民政府领导

的鼎力支持，多批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热心相

助，砥砺10余年，几易其稿，方成《吉首市志》。该志虽有不足之处，但

仍不失为一部资料较丰富，可读性较强，能突出时代特点，反映吉首

特色的方志。这部100万字的志书．，不仅凝结了编修人员的智慧和艰

辛，而且展现了近代吉首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

苦创业的历史。这段由人民撰写的历史尤为珍贵。 ，

《吉首市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上限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下限1988年。市志编委会和编写人员，按社会主义新方志要符合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和利于

民族团结的编纂原则，吸收旧志的长处，用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

客观地、全面而系统地记述吉首近1000年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一

现了吉首发展的三大阶段：一是宋熙宁三年至清康熙四十三年

(1704)为置所阶段，其间经历了先民垦荒和朝廷改土归流，开发的主

力是土著民族。二是康熙四十三年至1949年为置厅建县阶段，其间

发生了乾嘉苗民起义、清政府推行的屯田养勇、设卡防苗，民国时期

的变乱、革屯抗El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一阶段，生产力有所发展，人口

有一定增长，清末客家(汉民)的迁入和抗战时期苏、皖、浙等地难民

的西迁短住，与土著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吉首，促进了吉首经济和文

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暂时的繁荣。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推行

封建剥削制度、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阶级矛盾日深，匪患El烈，

战乱不休，社会极不稳定，人民怨声载道。三是1950-'--'1988年为社会

制度的彻底变革，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阶段，其中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至1988年的10年，吉首经济发展最快，人民受益最

多。在这段时间里，中共吉首县、市委和县、市人民政府，把握党的改

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枝柳铁路通车以及撤县设市的历史机遇，领导

全县、市各族人民有计划、分步骤地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

目，建设商业网点和集贸市场，建设农村支柱产业，使全市经济总量

成倍增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全市各族人民对

此有口皆碑。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根除匪患，改造社会，建设桑

梓，造逼人民，功不可泯。

方志为一方之全史、信史，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可谓“读良

方志，可以觇国俗，知理乱，识兴衰”，“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纵观

《吉首市志》，其所述内容，就1950---,1988年而言，尤其是1979,---1988

年的发展情况，寓经验教训于记事之中。一是在和平发展时期，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能动摇，要始终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

增加物质总量和有效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全市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二是要有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路子，围绕发展路子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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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项目，并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精神，对

既定项目一抓到底。三是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

设，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物质生产，二手抓人口生

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上，不仅要推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要

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四是各级领

导班子要以身作则，廉政勤政，带好队伍，带好风气，带领全市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真抓实干。对这些经验，虽受方志体例限制，不可直言论

述，但志书仍从不同的侧面予以反映，这无疑有补当世，殷鉴未来。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政地方者或许从中得到启示。

展望未来，吉首的发展大有希望。今后一定时期内，将是吉首由

农业化向工业化迈进，由半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由初

步解决温饱问题向稳定脱贫奔小康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一特定的

转折时期，中共吉首市委、市人民政府要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坚

定不移地实施壮工兴商的经济发展战略，突出发展工商骨干企业和

农村支柱产业，依靠全市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奏出一曲城市工业化

和农村治穷脱贫的凯歌，把吉首建设成为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的工

业重镇和商贸中心，让吉首这颗枝柳线上的璀灿明珠大放异彩，为续

修《吉首市志》者谱写出更新更美的宏伟篇章。

．有志者，事竟成。

’武吉海

1994年10月

作者系原中共吉首市委书记、吉首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任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

副书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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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多人，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第一部泾渭分明、利今惠后的

吉首市社会主义新方志终于出版。这部历史鸿篇，工程之大，涉面之

宽，费时之久，在吉首市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它远阔的时空，浩繁的

卷帙，精美的文图，也开了吉首市志史的先河。它是吉首市修志工作

者心血的结晶，是吉首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

《吉首市志》广泛搜集百年治国的要策，全面总结百业昌盛的要

领，以利民富国强为宗旨。它既有准确的文字记述，又有科学的图表

分析；既有历史事件，又有历史人物；既有山川物产，又有民俗风情；

既总结成功经验，又正视失败教训。资料翔实，分析得当，是全方位多

角度了解吉首市的百科全书。它为振兴吉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决策

依据。因此，它的出版，是全市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吉首市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是全州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物资的集散地。解放前，

在这块史称“五溪蛮地”的神奇土地上，以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劳动人

民，苦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之煎熬，备受战乱之磨难，民族经济和

文化发展十分缓慢，人民生活极为穷困。各族人民历经创业的艰辛，

在社会生活中息息相通，在反压迫反剥削中休戚与共，团结奋战，用

血与火写下了悲壮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家、苗、汉族等各族人民团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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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励精图治，促进了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谱写了历史

的新篇章。昔日穷乡僻壤，今日瓦业勃兴。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英

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改革开放的正确。

诚然，历史遗留的沉疴和地理位置造成的闭塞，曾障蔽了吉首人

民的视野，束缚了吉首人民的思想，也制约了吉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事业的发展。但是，春风已度“玉门关”，改革开放的涛浪已冲进封闭

的山门，现代社会的意识已植入人们的头脑，沉睡的村寨在沸腾，各

族人民在奋进。我们有良好的机遇，有党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依

靠勤劳的人民，凭借丰富的物产，只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定能尽快改变吉首市贫困落后的现状。古老而又

年轻的吉首市，既有灿烂的昨天，也必将有辉煌的今天和明天。在邓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我们这一代和

后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一定会建成一个美丽富饶、享誉海内外的吉

首市。

龙友芳

1995年10月

作者系原中共吉首市委副书记、吉首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商

行政管理局局长

●



凡 例

一、本志年代断限，上限康熙四十三年(1704)，或上溯事物发端，

下限1988年。

二、本志设27篇，《总述》为全书之纲，《大事记》为全书之经，其

余各篇为全书之纬。

三、本志采用志、记、述、传、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本志所用数据，多数来自统计部门，少数来自有关部门。

六、行文中的民国纪年多未注公元纪年，其数与1911之和即为

相应的公元纪年。

七、本志收录的党、政、军领导名录，仅限于任实职的正、副县、团

级干部。

八、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不为健在者立传。 ，

0．，
5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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