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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古老文明的标志。修省志、县志由来已久，撰写

镇地方志还是首创。湖屯镇遵照上级指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xBd,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求真务实，古为今用的原则，前后历经10余年，编写出版了首部《湖屯镇志》，这是湖屯历

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镇人民可庆可贺的一件大喜事。这是对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

扬，是功在当今，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

《湖屯镇志》是对湖屯镇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调查，是湖屯人民勇于革命和艰

苦创业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变革。湖屯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湖屯人民勤

劳朴实、富有聪明才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昔日湖屯人民为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牺牲，今

天又为建设富裕文明的新湖屯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各项事业成就辉煌。

《湖屯镇志》内容所载，上自清朝末年，下至1992年(大事记延至2006年上半年，个别事

件适当上溯)。地理地貌、物产、政治、军事、文教卫生、社会百业、风土人情、文物古迹、大事要

事俱载，政治变革、权力交替历历在目。可囊括百科，包罗万象。在众手成书的过程中，镇直各

部门，驻湖屯镇各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编志有关人员内查外调，座谈访问，广征博采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对材料认真考证和分析综合。特别是战争年代曾在湖屯浴血奋战过的革命前

辈和建国后曾在湖屯工作过的老领导，多次来信来函供资料，提建议。该书是群策群力的结

果，浸透着编志人员的心血。她更是在中共湖屯镇委、镇政府直接领导下编著的揽湖屯古今

为一体的志书，资料真实可靠，可资可鉴，文约事丰，经世致用。

《志书》可起到存史、资政、教育，提高地方知名度等重要作用。《湖屯镇志》一卷在手，使

我们进一步了解湖屯是块风水宝地。湖屯人民挚爱自己的家乡。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翻身得解放，改革变富裕。《湖屯镇志》所载，境内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可作为前车之

鉴。她处处体现了湖屯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立、自强、讲风格、比贡献的高

风亮节。《湖屯镇志》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提高湖屯镇的知名度，对

于招商引资，开发建设湖屯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湖屯镇志》观点鲜明，指导思想明确，内容充实，文风纯朴，用字简

约，值得一读；一卷在握，可帮助我们了解湖屯镇的今昔变革，提高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洞察现实，顺应形势。

历史苍桑，社会变迁，事业兴衰尽在书中。认真阅读镇志，会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重视科技发展市场经济，是强国富民之路。

湖屯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交通便利，矿产丰富。陶、牛、小泰山天然溶洞70又2，范蠡

㈠¨¨¨¨二二¨U■㈡二．0¨i¨■川¨

卜I亡荡降睁慨j漆瓷辇、一卜‘h



序

祠、范蠡墓等文物古迹比比皆是。境内百业兴旺，基础坚实雄厚，全镇人民不失时机，抢抓机

遇，实干巧干，攀高科技，走致富路，明天会更加辉煌。

我们二人在湖屯工作，适逢《湖屯镇志》出版，甚感欣慰。借此，谨代表镇委、镇政府向曾

在湖屯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对关心支持《湖屯镇志》的专家、教授学者及

参与编辑镇志的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谬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谨作是序。

中共湖屯镇委书记王长勇

湖屯镇人民政府镇长孙刚远

二OO六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

二、志书以记述湖屯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主，详今略古，突出地方

特色与时代特点。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载。以志为主。述为总纲，记重大事，志叙各项

事业，传则收载人物，附录辑存文献，图表穿插其间，力求图文并茂。

四、时间断限上起清末，下止1992年。建置沿革、地理环境、文物古迹、大事记、人物等适

当上溯，部分内容上至秦汉，下至1997年。大事记下延至2006年6月。单位领导人任职沿革

至2005年。

五、按照“事以分类”、“类为一志”和横排纵述、纵横结合的原则。采用编、章、节、目4个

层次，全志设32编。

六、坚持不为生者立传的原则，凡立传者均以本籍正面人物为主。兼载少量在本地有一

定影响的外籍人物。

七、资料来源，采用各级档案馆图书馆藏资料，县志、部门志、乡镇志、村志、调查报告、回

忆录。族谱、碑文及社会调查中的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前加注历史纪年。引文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九、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数字与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有关规定表述。

十，本志所记副局以上领导干部流动情况，因资料原因，自1996年后为详，以前从略，敬

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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