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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组长

成员

编纂委员会主

融水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983年8月一1985年7月)

梁杉

何世隆梁丰罩涛

葛秀文李奇邓成德

任葛秀文

副主任韦亮

成员路训礼杨大证李伟严林勃谢彦德

黄国栋周希贤宋孝先程琦黄明潘朝模

第二届(1985年7月一1986年2月)

委员何世隆梁丰贾星文蒋学伟一J二选达

何勤路训礼陈纪文李伟严杨大证

潘文雄韦仕元程琦覃福异谢彦德

周希贤赵德元罩贵真潘朝模黄明

第一主编何世隆

主 编梁丰 ，

副主编贾星文蒋学伟

第三届(1986年2月一1991年元月)

主任贾星文

副主任何世隆于先达蒋学伟

委员李伟严潘文雄何勤韦仕元郭一富

陈纪文覃福异赵德元杨大证周希贤

谢彦德荤贵真潘朝模程琦黄明

顾问路瑶 梁丰路训礼刘名鸿魏鼎勋邓俊群

第四届(1991年2月)

主任吴承德

副主任黄仕安蒙荣兴贾荣忠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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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光兆

李积才

宋启贤

谢振训

顾问何世隆

主编贾星文

副主编谢振训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韦 玉

巫祖崇

王国绵

韦和华

吴茂忠

潘朝模

韦胜勇

朱世祚

程琦

戴民强

潘焕美

黄明

梁丰路训礼于先达蒋学伟

王国绵宋启贤

融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人员

程琦(任职时间1985．6—1987．11)

谢振训(任职时间1991．卜1994．2)

王国绵(任职时间1994．9一 )

程琦(任职时间1984．2—1985．6)

黄明(任职时间1985．5一1987．10)

王国绵(任职时间1988．10—1994．9)

宋启贤(任职时间1990．卜1992．4)

何凯声(任职时间1993．4～1997．1)

杨萍廖清立苏国兴石彩丽莫自江(主任科员)

胡宁旗(1990年调出) 龚聘瑜(1992年退休)

潘朝模(1987年退休) 林琼(1993年退休)

贾荣国(1987年调出) 梁毅(1990年调出)

闰晓玲(1992年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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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序(二)

《融水苗族自治县志》，历经艰辛，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终

于出版问世，这是我县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融水是一个地处祖国南疆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解放

4D多年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团

结奋进、艰苦创业，昔日苗山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由于人口多，耕地少，

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仍有一少部分人处于温饱线下，贫困县的帽子尚未脱掉。

在我们发起一场扶贫攻坚战的今天，新编县志为我们提供了我县从自然到社

会、从历史到现状的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为我们制订政策、计划提供了科学

依据，这对我们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扬长避短，拓宽思路，造福于民，将

产生积极影响。

编修县志是一顷浩繁的系统工程，由于修志人员都是修志战线上的新兵，

缺少经验，志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它仍不失为我县一部百科全书，值得

广大干部、群众一读。我们提倡读志、用志，熟悉县情，借鉴历史，教育后

代，继承祖国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续写更灿烂的篇章。

中共融水县委书记 陈 刚

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贾文达

J998年_f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凡 例

一、《融水苗族自治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反映融水自然、社会历

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时间，上限尽可能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1 995年，个

别事物记至1 996年。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历史时期。

三、志书设专志24编，为全志主体，首立概述、大事记，末缀附录。全

志共约1 OO余万字。

四、历史纪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每节第一次出现

的历史年号，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后指

1 949年1 1月22日，县城融水镇解放之后。

五、立传人物，主要为已故有较大影响的融水籍人士，蒹收外籍在融水县

有较大影响的人士，按卒年为序排列。

六、志书所用数据，’均采用县统计局资料。统计局没有的，由有关单位提

供。

七、本志记述以融水苗族自治县现行版图为限，凡人与事不在今版图内，

虽史志有载亦不予收录。

八、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专门名

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清及以前纪年用汉字，民国及公元纪年

用阿拉伯字。

九、本志资料采源于自治区、地区、县档案馆和各部门的专业志，正史，

旧志，报刊，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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