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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倒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朦则，力求全面、

系统、准确地记述岳阳市政区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事物发端，下限一般到1999年，概

述、大事记、人物传、领导^名录等内容适当延伸。坚持详近略远、

详市区略县医、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记述原则。

三、本志以1999年岳阳市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统一称”岳

阳”，或以“全境”，“境内”代称。不同时期、不同辖区的岳阳市，分

别指：1960年1月一1962年lO月以岳阳县城关镇建立的岳阳市；

1975年12月一1983年6月的县级市；1983年7月一1986年1月的

省辖市，辖岳阳县、南、北、郊区及君山、建新农场；1986年2月撤

地并市。实行市管县体制。1964年9月设立岳阳专署，1983年7

月一1986年1月岳阳地、市分设，需分别记述其史实时，分别使用

“岳_阳市”和“岳阳专署”、。岳阳地区”之名。为区别岳阳市与境内

其他县级市，本志行文中提刘的市指岳阳市．汨罗市、临湘市则用

全称。“岳阳城区”系指岳阳楼区。

四、清代及其以前采用各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

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采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采用民国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凡“年代”前来冠世纪者，

均指20世纪。

五、地名、机构、职官、党派名称均按当时称呼，不加褒贬。遇

古地名，加注夸名或今属地域。



2 凡例

六、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采用有关

部门的数据。

七、计量，1949年9月30日以前，按各个时代通用的计量单位

书写；1949年10月1日以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八、货币，1955年2月底以前的人民币值已换算成同年3月1

日发行的人民币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则按当时的货币

记述。

九、本志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诸体兼用。大体按综合、

政治、经济、文化顺序排列，平列设卷。卷下一般设章、节、目3个

层次。志首设总述，农业、工业、财贸设综述。卷首一般设概述，章

首一般设无题小序，以反映所记事物的整体性及相关联系。全志

分13册出版，为大32开本，各册由同类的专业志(卷)组成。

十、本志行文使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以第三人称记述。

十一、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对时间跨度大的事，辅以记事本

末体记述。

十二、《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标准以人物对社会

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为依据。收录对象以本籍为主，近、现代人物为

主，正面人物为主，以卒年为序。职官名录以任职先后为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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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执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职官制度。光绪元年

(1875)，岳州府及所辖县始设吏房，负责管理知府幕僚及衙役的选

用、进退事宜。职官一半以上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其次是保荐，

。或擢之廉能”，。或拨之戎行”，“或辟之幕职”。除正途人仕外，也

有异途人仕的，即捐纳。凡向国家输捐者，名日“以官奖之”，实为

以钱买官买衔。光绪三十一年，沿用1000多年的科举制被废止。

对官吏有考课(考核)与惩戒，考课(考核)一级考核一级。知府、知

事由总督、巡抚考核功过事迹后，加具评语密封呈送吏部审检。任

免有严格的回避制度，据查，知府、知事均无本地人氏。但封建职官

制度有重人治、轻法制，重文武、轻科技，重男、轻女等弊端。

民国时期，政府在沿用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人事管理经验，形成封建买办式的人事管理制度。

民国30年前，境内人事工作由民政部门主管，31年后，岳阳行政

监察公署及所属各县始设人事岗位，民国较清代有进步的地方是

开始设人事岗位，实行公务员制度，依照国民政府有关条例法规．

独立行使人事管理权。在人事管理中，重视考试考绩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社会主义人事制度随之诞生。遵

照党和国家各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境内人事管理适应本地区建

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曲折中不断探索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建立与发展阶段(t949—1965)。主要围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

权，恢复国民经济等任务，在总结吸取革命战争时期人事工作经

验，借鉴苏联人事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各县相继设置人事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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