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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顾名思义，乃孕育俊才贤达之地。 既如此，其历史必然悠远;其物产必然殷阜;其风土

人情必然蕴含着隽永的山川秀色之气;在这里辛勤劳作的人民，经风历雨，于时光的淘洗中，必

然褪尽铅华，自然纯朴有加。这些宝贵的财富理应是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积淀，理应是物质和精神

两个文明通过历史的熔铸，在生活的向度上最大限度地对钟灵这块宝地的垂青。换言之，这即是

钟灵的精、气、神。

钟灵的神韵皆源自于此。

编写《钟灵乡志~ ，始终是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通过编撰人员的不懈努力，严格按照方志体例，博采精编，去

粗取精，数易其稿，终于达成修篡这部煌煌 40 万言的志书之宏愿。 该志力图呈表推里，探源、溯

流，以期达到彰显"精、气、神"的目的。 它的问世，不仅使钟灵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从此有据

可考，有章可循，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也给将来对《钟灵乡志》的续

修提供了有益于借鉴的蓝本。

《钟灵乡志》是钟灵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的志书。它客观、翔实地记述了钟灵上至南宋理宗

淳桔十二年，下至公元 2∞5 年之间，长达 753 年内发生的历史变迁。 此志权轻衡重，详今明古，

涵盖百业，具有独到的"存史、教化、资治"的功能，是一部能够透过字里行间全面了解钟灵历史

的地方史书。

《钟灵乡志》是一部为发展钟灵经济、繁荣钟灵政治文化提供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现实依据

的工具书，更是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 它记载了

钟灵人民在历史长河中遭受欺压、蹂躏的屈辱历史，也讴歌了钟灵人民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民

族精神;记录了钟灵地区苦时经济滞后、贫穷闭塞、发展缓慢的柔弱景象;着重介绍了新钟灵改

革开放、开拓进取、繁荣至强的客观现状，具有启迪和教育作用。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正当编撰之时，党委、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转变工作作风，发

展钟灵。 党政领导变支部书记，普通干部变村组干部，村干部变脱产干部，大力发展银花、茶叶 、

白术，实现农民收入 15∞万元，涌现出许多和谐先锋和一大批一心为民办实事的优秀干部。 规

范锺矿生产，财政税收突破 3(见附万元大关。 全面落实种粮直补、农村低保、义务教育"两免一

补"政策，深入推进新型合作医疗，钟灵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

2~0∞多钟灵人民抓住发展良机，在新一届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战天斗地，正在以前

所1 4 ， 1信心和力量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全乡建成通组公路 42 公里 v其中最远的云隘村

群众果资 50 多万元修通了 6 条 21 公里的公路。 8 个村的农网改造正在顺利进行。 场镇自来水、

新街硬化、有线闭路电视全面启动。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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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保障和持久的动力 。

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正以饱满的热情和空前的力度关心和支持钟灵

发展。 4 月 14 日县委张泽洲书记由太阳山直接到达最边远的云隘村视察慰问，其他县领导、县

级各部门及钟灵籍在外知名人士、曾经在钟灵工作过的各界人士都对钟灵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亲

切关怀，营造了优于大气候的小环境。

钟灵以翻天覆地的变化迎来了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

从这个意义上讲，修志是新的宣言书，是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历史吹来的劲风，沿着十七

大指引的方向又一次启航。 钟灵将坚持 "生态立乡 、产业强乡"两大战略抓手，规范锤矿生产确

保财税稳定增长;强化银花、茶叶基地建设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民生质量;打

造生态旅游链条，推进农业综合开发进程，努力把钟灵建成特色产业和生态旅游示范乡镇。

修志是一次火把的传递，是又一次历史的穿越， {钟灵乡志》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各级各任
领导、各界各业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同时也与所有关心支持钟
灵发展的人士于此共勉:

励精图志，打造生态旅游大钟灵

持之以恒，建设特色产业新农村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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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科学观，力求史料详实，达到"存史、资政、育人、教化"的目

的。

二 、本志遵照《重庆市地方志行文规范》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方志编修行文规定~ , 

采用述、记、传、志 、图、表、录等体例进行编篡，以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 、详主

略次和古为今用的原则，着力体现其区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三、本志篇首包括地图、照片、编审机构、序、凡例、 目录、概述、大事记;篇末包括后记。 全志

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以事业的性质结合管理体制分类立篇，设 18 个分志。 分志一般设篇、

章、节、 目 4 个档次，均以事命题，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突出地方、时代、专业特色。

四 、 记述地理范围以 2∞5 年钟灵乡所辖地域为主，适当记人辖区外与钟灵有关的重要史

实，力求全面反映历史概貌。

五、记述时期的上限尽力上溯到历史事件的发端，下限断至 2∞5 年，个别史实的记载延伸

到 2∞7 年。

六 、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序，并在每个自然段中首次出现时，加注公

元纪年。 同一段落中重复出现相同年号，一般省略年号，仅例年序。 民国以前的月 、 日采用农历，

民国的月 、 日用公历。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用公元纪年。 "解放前"、 "解放后"以 1949 年 11 月

7 日钟灵解放之日为界。 文中所书年代，除标明者外，均为 20 世纪。

七 、为了行文简洁，对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进行简缩，如抗日战争时期写作"抗战时期"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成"建国后"等。 地名、机构和官职等，均沿用当时称谓。 名称多次沿用

的，在章节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

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简称"秀山县"等。

八、荣誉、人物、表、录，以时间顺序和生年排列为序。

九 、计量以 198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历史记量照实记述，货币记述亦

按此原则处理，数字用法执行国家 1995 年 12 月实行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比

十 、本志史料以史籍、文献、档案及相关人士的口述资料为据，限于篇幅，资料出处概不说

明。 行文中有少数史料交叉互见，均以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进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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