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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昌，自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建县以来，先辈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

息，辛勤耕耘，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1932年12月，苦难的平昌人民，迎来了自己的军队——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了平昌，随后，建立了江口县苏维埃红色

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支前线，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与建设。红军北上后，

虽然国民党政权复辟，但是，平昌人民的革命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同年12月25日，平昌人民得到解放，从此，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平昌这块古老而又年青的土地始终没有一部记载她的自然与社

会、历史与现状的地方志书，更没有一部记载她历史发展规律的地方史书。致使文献无

征，往迹难考，这给保存史料，资政兴治，进行乡土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等，

带来不利因素。因而，编纂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平昌县志》，就成了我县人民由来已久的

宿愿。 ·

解放以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啊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治山治水，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团结战斗，日益改变着平昌的落后贫困面貌。特别是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认真纠正过去的。左”的错误，把工作的重点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全县上下，一派生机，百业

兴旺，这给编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创造了契机。从1983年组建县志编委会以来，一

批甘心奉献的修志之士，广泛深入各地收集文字、实物和口碑资料，去伪存真，唯实是

务。正如前人所谓“干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七年过去了，一部记录平昌人

民的斗争业绩和反映平昌昨天和今天轨迹的《平昌县志》问世了．这是我县人民政治和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是平昌人民树立的一

座文化里程碑。

这本志书记录了平昌从辛亥革命至1985年间兴衰起伏的历程，重点记录了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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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各条战线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客观地反映了工作中

的失误。使我们看到z平昌是个老、边、山、穷县，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地力差。

要振兴平昌经济必须有长远战略思想准备。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农业为基础，发挥

山区优势，大力治山治水，兴办集体“绿色工厂”和发展农户“庭园经济”。从县情实际

出发，建设繁荣富强的新平昌。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frl者D信，在振兴平昌经济，进行社会

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有了这部县志，既可概览我县昨天和今天的自然与社会的

全貌，又可探究各项工作的得失。从中吸取教益，争取工作中的主动性，克服盲目性。我

们希望，投身平昌改革和建设的同志，通过《平昌县志》提供的县情资料，进一步用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调查研究，提供良好的裕县富民决策方

案，发扬苏区人民的革命精神，把平昌这块红色土地、刘伯坚烈士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繁

荣和美好。

l：平昌县志》，是全体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一批老同志的热情关怀，省、地志办及

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各兄弟县市修志同仁的大力支持，县、区、乡(镇)各级党政机

关、群众团体及各部门的紧密配合，同心协力，众手成志的智慧结晶。在此，我们代表

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委书记王思进

平昌县人民政府县长宋仕珍

一九八八年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记

述平昌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1911年(取事主要从1946年重设治开始)，下限为1985年．为了

保存史料，个别事件和部份章节适当上溯，以考其历史源流。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和杂志组成．专志共28卷，111章，405节．另有

表106份，地图10幅，照片80幅。为反映地方特色，水电、蚕桑均设专卷记述．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表、图、录等诸体并用．专志行文采用

记述文体。章节以下的子目设置，从实际出发，不强求一律。

五、概述综括全县主貌，陈其要略，冠之卷首，是为本志之纲。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简要记述县区内各项大事，要事和新事，

是为全志之经。

七、专志立足当代，横排事类，纵述始末，反映事物的兴衰沿革和发展过程，是为

全志的主体。

八、人物传以本籍为主，并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均以卒年为序．另

附名录9种备查。其中红军烈士部份，已编有‘平昌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一书，故本志

只存目。

九、职官、纪年、地名、货币以及度量衡计量单位的称谓．均按历史习惯．必要时

加注说明。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区乡志、部门志以及其它文献、实物和口碑等，使用

时已多次复核，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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