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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引起生

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科

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当代

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诸因素变革的首要动力，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

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对国家的重大经

济、社会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社会生活方

面的影响也日益加深。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

各个领域。当今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很大

程度上都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经济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

科学与人才的竞争。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

化．发展科学技术，逐步完善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体制，使科技

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编好用好科

学技术志．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零陵地区地处湖南南部，热丰雨沛，资源丰富，人杰地灵，为科

学技术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俱

兴，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旧方志仅存“食

货”、“物产”数篇，没有如实地记述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和规律，更

无专志记述本地区的科学技术史．<零陵地区志·科学技术志》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穿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

既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本地区科技发展情况．又更详细地

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科技

成果，既体现科学技术本身的规律，又总结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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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依靠科技进步，振兴零陵经济的历史事实，以及科技人员在科

技进步中的主体作用I不但可为党委、政府在重大经济、社会科学

决策中提供基础材料，也可为后人开展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技成

果提供科学依据。该志做到了溶思想性、学术性和资料性予一体，

内容全面系统，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科技专志。

古人云s。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全区广大

干部群众，认真读一读这部新书，运用好其中的研究成果，对依靠

科技，振兴零陵是很有意义的。要通过研读这部科技志，进一步增

强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科技意识，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

设中的巨大推动作用，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日益深入

人心。要运用该志的借鉴作用，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制订科

技发展战略，加大科技投入，创造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良好环

境。要借该志的出版和广泛的学习、宣传，使零陵地区的经济建设

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在改革开放的

历史机遇中，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第一生产力有一个新的解放和

大的发展，推动零陵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这就是我为本志作

序的愿望。
’

曾昭薰
一 1994年10月

(中共零陵地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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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鉴于科技工作涉及到各个部门和单位，<零陵地区志·科

学技术志》的编纂，由行署领导牵头．组成零陵地区科技志编纂领

导小组和编辑部，地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50个单位70多人承

担各章节原稿的编写任务．1987年，地区科委安排修志，当时因为

任务不落实中断．1991年，根据省科委和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要

求，再次抽人组成班子．科委一位领导专抓，于4月10日举办各部

门执笔人学习班，落实任务明确要求。行署办公室为此还专门发出

通知。是年8月27日，召开各单位志稿执笔人参加的初稿评议会。

拿出粮食、水利、环保三篇初稿供大家评议借鉴，为各部门写好初

稿提供样本。编辑部的同志除深入各部门共同商量写好初稿外，还

积极收集资料，对送来的志稿进行调整、删繁、补要和校核。由主编

进行总纂。改写出第二稿送省科技志办初审，然后请地区方志办和

地直各有关部门的领导评稿，主编综合评审意见再次修改，再由省

科技志编辑部、地区方志办最后审查定稿。

二、本志根据《零陵地区志》编纂方案和行文通则编写，力求通

过系统记述全区科技事业的兴衰起淡，体现本地区科学技术发展

规律和地方特点，反映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科技成果、科

技机构、科技队伍的组织管理与服务方面的情况，充分显示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三、按照志书“横分竖写”和“详今略古’’的要求，全志分为概述

和农林水利气象科技、工业科技、公共事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科

技支持体系五篇，并附历年科技成果项目表。‘概述》综合记述科技

发展史．反映总貌．第一至四篇以章，节、目为单元．重点记述零陵

地区科技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突出科技成果．反映其深度和水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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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综合科技管理机构、科技队伍的组织管理与服务，反映科

技支持体系的状况。

四、本志书分三个层次，一是概述全貌，卷首有全书概述，大多

数章节设无题小序，记述全区和各行业科技发展脉络。二是条述重

点，在各专业、各学科选择一些重大科技成果分别予以记述。三是

表述一般，将获得1978"-"1991年地区以上科技奖的项目全部附表

于后(只记最高等级奖，不重复记载)．

五、记述范围，本志时间上限，尽量上溯到事项肇端，下限截至

1991年，个别项目适当延伸到1992年I空间则以发生在零陵区域

内的科技事项为记述内容，以记事为主，因事系人，重点记述发明

创造、科技成果、科技管理，简记科技成果推广的经济、社会效益。

六、商业贸易科技，因篇幅不大，故列入公共事业科技。

由于科学技术渗透到各个领域和部门，资料难以收集，加上编

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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