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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志以记述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同时全面记述科技、教育、政治等其他体制改革。记

改革，记开放；记城市改革，记郊县农村改革；记党和政府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记各部门各区

县改革开放的实践；记改革开放的具体操作，记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记改革开放的实施，记改

革开放的立法；记改革开放的事，记改革人物的事迹。

三、本志记述时限上自1978年，下至1998年，少数史实记述延伸到2000年。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武汉市为主，部分内容涉及武汉地区。

五、本志采用分类编辑方法，共设18个类别，以条目为记述基本单元。

六、本志体例采用志、表，以志为主体。



要的时期。1 984年，武汉市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以“两通”为突破口，进行综合改革

试点；1 992年，当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后，又以开放为先导，进行新一轮配套改革。经

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全市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城市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 992年视察我国南方时曾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正是由于

实行了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武汉才有今天的大发展、大变化。武汉人民也从改革开

放中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武汉

的今天。当我们带着生逢盛世的喜悦心情进入新世纪时，会有一个共识：改革是通向繁荣

和富裕的唯一正确道路。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 “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就会更加拥护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充满信心地投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事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也就能够日益巩固。”改革开放成为全市人民衷心拥护的事业。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历史是辉煌的，这段辉煌的历史是应该而

且也是值得加以记述的。所以，市老领导黎智同志提议武汉编纂改革志，我即同意编纂此

书。市体改委把这当作一件大事，认真组织编辑工作，各部门也都积极配合撰稿，使《武

汉改革志>得以在较短时间内编纂完成。 <武汉改革志》全面翔实地记述了武汉20年改革

开放的历程和实践，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集中地了解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武汉建

立过程中方方面面的情况。我认为， 《：武汉改革志》是一部有一定水准和价值的志书。

记载改革开放，是地方志编纂的新课题。据了解，地方志中至今还没有改革志， 《武汉

改革志>是全国第一部专门记载改革开放情况的志书。 <武汉改革志》的编纂是地方志编

纂的新探索，它将为今后武汉市志的续修提供有益的经验。当然， <武汉改革志》也会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这可在修志实践中加以探讨和改进。

修志是为了用志， <武汉改革志》出版后，各部门要注重使用好这本书。我希望它能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原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同

志为这本书题词“记录当代的伟业垂鉴后世的兴旺”所指明的那样，在《武汉改革志>完

成记录武汉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伟业”后，能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建设和管理好城市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后 记

《武汉改革志》从1998年开始编纂。市老领导黎智提议编纂此书，并多次听取汇报，对编

纂工作给予指导。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13个区的90多个部门和单位参与撰稿，各写

与其工作内容相对应的改革。市体改委老领导和专家余茂才、方先铭、王保畲、汤正刚、陈梦浓

等两次对目录和文稿进行审评，并提出修改意见。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杜福录、杨玉莲、姚卫

东也关心和支持此书的编纂工作。此书采用的反映改革历史情况的照片，部分为有关撰稿单

位所提供，部分选自长江日报、武汉年鉴等报刊。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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