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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周泽民

《邵彖县志>)’穷6年之岁月，领导者毅然决策，与事者昼夜辛勤，今日终

于问世。邵东，生我育我，宁不引以为快?
。

·

《邵东县志》之时限，起自1840年，迄至1990年。上下150年间，政治风云，

经济兴衰，山河改换，文化教育，风土人情，人民命运之历史现状，概录其中；

经验教训，展卷可得，可谓邵东之全史也。传诸来日，为政者将有所资焉。

，解放之初，邵东县析邵阳县之东乡建置。耕地面积之少，．列全省第三；
，

人平收入之低，年不及百元。其闻，余曾出主县政数年，，目睹人民生活虽经土

地改革、互助合作而改善，但生活在贫困线者，殊非少见，荒月难过，年关难

度之情景，有如昨日；追论解放前之岁月矣。而今，人民仓廪有余，足食丰衣，

1990年末人平存款余额240余元。尤堪称道者，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1992年总收入达16亿元之巨，居省内前茅；个体商贩、集市贸易昔日斥之为

“资本主义”，而今。成邵东经济之支柱，财政收入之重要来源，1992年个体

工．商税达2400余万元，．占总收入三分之一有多；境内农民企业家、：科技能手、

富商‘大贾：殷实人家，．触目可见；初中教育普及率已达百分之八十五。当前，虽

有少量群众处境贫困，随经济事业之发展，必然日臻善境，殆无疑义。
．r一

《邵东县志》以凝重之笔调，纵述历史，横陈百业，抒写壮葡诗篇，展示人

间巨变，其领域之深广，史料之珍贵，．实为邵东前所未有之巨著。

’余观《邵东县志))'试图以社会发展之基本矛盾为主线，以各个时期主要矛

盾为中心，．结合各部类特点进行记述，借以揭示事业兴衰起伏之规律；实践中

容有不足，但其有助于加强记述之深度，则有可资借鉴之处。主事者率先．将原

定下限为1986年延至1990午，致整个一七五计划修实施之实迹，八十年代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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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事业改革之全貌，得以较为充分之记述，其源盖出于此。

有谓志书“有大体’’(符合志体，整体合格)，。无定体"(在具体编纂中可视

情况不拘格)，余许其言《邵东县志》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从《党派群团》

篇中升格为专篇，以使党在各项事业中“核心’’作用之记述，贯串其中；《教育))’

《科技》分设专篇，有助于体现时代特点，可视为前进中编纂工作之创新。其

于经济工作地方特点之论述，亦未惜笔墨。全志循实事求是原则，对事物之记

述无饰非之通弊，对人物之评价．亦无”左”倾之余迹：语言质朴，而无花俏。一书

在手，可以一读： ．’，

余须发已衰，无能为矣；所以不揣迂腐，乐为之序者，以故乡巨变，志书

竣功，励我奋发故也。情切桑梓，诸祈谅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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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 ．二

县长戴松林

：．4 ．鸡年之际，大地金黄。欣逢改革开放之盛世，邵东县第一部志书《邵东县

黔 志》问世，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 邵东，周属荆州，春秋战国属楚，汉建昭阳侯国，隋入邵阳，1952年建县。

一’， 境内山川钟秀，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交通方便。世代居于斯土的人民，用勤

劳和智慧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造纸、印刷、制火药清代远扬盛名；

。 采煤、炼铁，建公路开邵阳之先河；刀剪，土钉、笔墨以质优而闻名遐迩；摆

摊开店，逢场赶集，以能商善贾而著称；黄花菜、中药材产量雄居省首，素有

7． “百工之乡"、‘‘金针之地一、“商贸之城竹之美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

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在社会主义

建设的征途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使旧的山山水水，换上了新的盛装。如

j 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农民企业家成批涌现，拥资数万的业主成千上万，

- 种田的庄稼汉成为经营能手，足迹遍及全国，走向世界。，

。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邵东县志))'坚持

j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详今略古，系

”r 统地记述了邵东境内近150多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历史与现

， 状。特别是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十多年的史实，记述尤以详尽，对成功与失误，

、’ 求真求实，秉笔直书，用翔实史料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一部千秋不灭

的资料性巨著。 《邵东县志》的出版，不仅对当代人认识邵东、建设邵东具有

=，’ 强大的资治作用，同时对后代人研究邵东亦作用无穷。

．’ 新编《邵东县志》，纵述百年，横陈百业，实乃“一方之全史”。在编纂中，

； 广失修志工作者怀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广征博采收集资料，严肃认真考证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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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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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去粗求精，经六度春秋而成。值此，我谨代表中共邵东县委、邵东县人民

政府，向广大修志工作者及热心支持修志工作的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希望

全县人民认真阅读志书，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更好地发展邵东，建

设邵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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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屈．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

求是地记述邵东县现行行政区划内的历史与现状。
‘

二．金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传、附录组成，．辅以图表，采用现 ，

代语体文．记述体，三人称，国家标准简化字记述o

三、按事业分类，设2l篇，篇下设章、节，目，原则上层层统属，重要事

物适当升格，突出特色。 ．
．

四、记述时限，上限一般至1840年，个别事物适当上溯，下限至1990年。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o

．六、计量单位，一般使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少数用事物发生时非国际标

准计量单位的，亦加注说明。 ．

‘七、本志中记述均数字，均采用县统计局核准的数据，统计局未列的，采

用主管单位核实的数据。

八，数字书写，习惯用语，成语、叙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及数字专门名称，

不定数、次第等用汉字，公历的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用阿拉伯字。

九、历年工农业总产值绝对数为当年价，可比数为1980年不变价。

十．1955年3月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 ，

．‘十r，地名，’’一般用今名，少数地名几经变更，在记述中，使用事物发生时

地名的，在原名后加注今名。建县前，今邵东县范围称境内，邵东或邵阳东乡。’
’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每篇志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均简称“新
●

、

中国"。 ．．．

， 、

：

十三i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近现代为

主，正面人物为主，按卒年为序排列。 ．

十四，．入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资料，书刊资料及口碑资料，一般不注

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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