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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林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还没有发现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发现经天纬地的人杰，

编写乡志是否多余?否。秋林的过去和现在的民事民情，就是它历史长河中的浪花，这无数

浪花的涌现，也能惊天动地，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并经营出秋林这块土地的秋林人民，他们劳

绩的组织，就经纬出了一个一个的时他正该大书特书，偏僻的秋栋，山山农承并不奇秀，

也不曾有宝藏生耀，有何值得记写?否。‘‘几不嫌母丑秽，故土胜梁园，何况它早年也有其

风诲，五谷俱声，．六吝能兴，蚕茧早负盛名，古时就处“天府之土弦内，该写该记的很多很

多· 一
．，． 一

意之，秋林也有它的囊物华"，囊元宝"，“人杰芹，“地灵"，还有它的足迹与徘

徊，悲愤与欣喜，动荡与安宁，都应该志之成书，记之成篇J列传稽考，追本溯源，图表数

据，对比事实。这样，才不负前人，无愧于子孙，对当今的事业也不无裨益。

秋林编忘，是在全国鲣志高潮中展秃‘工作的。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找们所从事的事业

兴旺发达的标志。勿庸置疑，应该认真踏实对待这一历史性的工作。鉴于此，我们以有限的

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致力于这项工作，力求把秋林地方迄今自辛亥革命起的演变过程较

完整、较翔实的记载下来，使之既成为历史文献，叉成为本地方的小百科书。这样，就能为

秋林乡制定建设规划与施政措施提供依据，为秋林乡各部门的领导工作提供真实的借鉴，为

秋林乡各行各．业进行四化建设提供史料，为秋林乡广大群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

育提供乡土教材，为秋林乡培养干部知识化，专业化提供方便。

秋林历史悠久，地方繁庶，人事广涉，编写《秋林乡志》需要浩繁的资料。凡能查考寻

踪的涉及古秋林的人、事、物，都不遗余力迸行搜集，整理，但时过境迁，泯灭不少，只能

略见一斑。民国时期的资料较为充分，通过查旧县志和档案，访闯口碑，目击者写圊忆录，

开座谈会等方式，搜集了这段时期大量的社会情况，自然情况，风物人情，较系统的整理出

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演变。建国后的资料，除了“文化大革

命”时期的，其余都有原始材料可查I而脚大跃进，，浮夸风时期的数据，一般都避而不用。

建国后秋林各方面的情况，都有周详务实的记载，以反映秋林在建国后的坎坷进程。在编写

过程中，既要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组织安排新的材料，又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故记
-_

，



叙中除了让事实说话外还富予褒贬。清代及清代以前，在古朴的民风中浸透着封建剥削与封：

建压迫的残忍，秋林百姓在辛酸的泥泞路上怎样艰难地走过来了，民国时期，地方统治阶级

的骄横残暴，与劳动人民的勤苦悲惨，形成鲜明对比，在秋林构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

的史程，建国后，虽然由于极“左黟路线的干挠而走过弯路，陷入过歧途，但是，人民的当

家作主以及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标明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秋林开辟了无限美好的前景；而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欣荣

局面，力证共产党能把秋林带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天堂”。 ．
·‘

编纂地方志，在魏国有其悠久的历史，并已形成传统，但编纂乡志，在秋林还是伊始。

．。盛世修志"，历来是对县而言，现在乡也I娶编志，这不能不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中的一件新生事物。编写《秋林乡志》势在必

行I但《秋林乡志》的编写，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上级的嘱托，而且也是为了体现全乡人民的

愿望，达到上承前人下迪后辈服务予现实的目的。．崩写工作是一项集体劳动，编写人员不是

以私人著作自居，而是戮力当作一件国家的事业来做。限于水平，编纂的谬误、■漏在所难

免，只有读者的明智去弥补缝合了。就一并成败，以飧乡人吧。
m

．·t《秋林乡志》，虽算不上珍品，却也是一件成矗，谨以此献给当今昌明的时代。时代的

潮流，后浪推前浪，在下一个“盛世修志，，中，必然会有辉煌的篇章来充实现在的《秋林乡

志》．

《秋林乡志》编写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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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_． 例、-

一，本乡志的编写，力求做至U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
●’．

本原则，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卜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尽量符合党

中央对地方志的要求。、 ，：．．． 一，7 ．，二⋯ 。
．：

，：
．， i 。

?’ 。，。

=，在编写过程中，坚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来编写我乡乡志，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傲到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放眼未来，．秉人民大众之史
’

笔，实事求是地依序反映本乡历史和现实的真实。 ． 蠢．．。．jj：ti．：

三，’卒乡志是以时间为经P事物为纬．横排竖写进行结构一·．；·， h： l， 。

四、本乡志分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叠治，业农，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社会风
● ．●·

土，人物，大事记十篇，各篇下分章，节，目。

五，本乡志取1911年为上限，1983年为下限，共73年。建置沿革，文化教育，社会风土
，

和大事记等篇，不受此限。 ，一，

六，本志体洌采用志，记、传、述，录，图、表七种。

七，本乡辖区在公元1951年前后几经分合。志书中对予两者交叉重复之处，采用“分略

合详，划出略存留详，，的原则处理。

八、本乡志采用语体文撰写，话的文言权限以录部分。 。

九、本乡志所用年号，清王朝以前一律采用王朝纪年，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年历。前

两者均用括号注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律用公元纪年。月分皆采用公历推数。

本乡志将1949年前划称“建国前”，后划称“建国后"o

十、史料来源，主要靠采访，信访，座谈，口碑，实地考察，也查考予县档案馆，地方

档案室。本乡志编毕，尚留有待考或不全的史料，作了妥善保管，留待后人充实、查考，以

便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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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林乡党政干部名录

中共秋林乡委员会

书记t马必洪

酗书记t精朝脊 。

委员t刘安书李茂洋宋万友任三友张德洪

。秋称乡火民政府

乡，长：期安书

副乡长。冯大万

干部。李茂洋欧明帆任三发宋万友柯维役霍建英吴崇垒魏成荣

罔义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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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志》编写领导小组及编写组人员名录

组长I马必洪

剐组长·蒲朝春李茂洋

审稿-马必洪刘安书

编写组。

主笔。江松隆

副主笔。侯成厚王世荣

采访。侯成厚王世荣

校对。王世荣侯成厚

摄影t秋林照像馆

印刷·三台县印刷厂

蒲朝春李茂洋吴发贵

冯继元江泽福杜勋发



秋林乡党政干部合影

党政机关驻地

编写组人员合影



信 用 社 供销 社

桂花经营部



三台县秋林水泥厂

耄鬻攀羹麓

原桂林书院(小学)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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