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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志是地方文化的一项基本建设。自古以来，不少有识之士，热

心于主持编纂志书，藉以“存史、资治、教化”，使地方史志接续延绵，

使区城文化不断光大，因而，志书亦成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中的

瑰宝。

政府志是一地。方志书的主体部分之一。因为，政府是管理国家

和地方的主要机关。地方政府的一切活动，上系国家，下系黎民，涉及

各行各业。因此，在编修地方志中，政府志既是编纂难度较大者之一，

又是最令人嘱目的一部。《常宁县政府志》经过编纂者四年时间的艰

苦努力，从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择其精华，真实而准确地记载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100多年常宁县历届政府的主要活动。从这部志书中，人

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局限，常宁县政府不能也不

可能率领全县人民治理山河，发展地方经济和地方文化；只有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常宁县人民政府才真正服务人民，带领全县人民艰苦

创业，改造山河，致力发展常宁的经济、文化和公益事业，才真正成为

人民的政府。人们从这100多年的历史画卷中既看到社会主义创业

的艰难，又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当前党和政府大力推进改革

开放的历史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常宁县政府志》既是政府工作人

员的良师益友，也是一切从事经济、文化工作的同志的案头书，是向

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

值《常宁县政府志》付梓之际，权写这几句，是为序。．

廖本翔．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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