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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风冈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出版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所关注的一件大

事，是全体蝙纂人员和支持、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们努力完成的一项重大的系

统工程。

凤冈境内有史记载的人类文明已有2000多年，明代万历年问建县以前，

这里曾设置过州、郡、县及土司。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建县至今的392年

中，凤冈世代人民无论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还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都创造

了光辉的业绩。志书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记递，较完整地反映了凤冈发展的历

史o

1949年|f J『月风冈获得解放，全县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发挥了无穷无尽的

创造力，在中共凤冈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树立了凤冈发展史的里程碑。解放以来私年的历程是一部艰苦奋斗

的创业史，是凤冈历史发展最光辉的篇章。尤其是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志书遵

循科学态度，用可靠的事实和资料，如实记述，问时对这段历史进程中的失误

和挫折，也作了忠实的记载。《凤冈县志》是为世人为后代留下的一部科学的

信史，是一部了解风冈历史，认识风冈县情的百科全书。

读完《凤冈县志》，感慨万千。我深信此书的存史、资治、教化价值，她

必将为振兴风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无可讳言，这本志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我们真诚地期待指正。

中共凤冈县委书记 傅尔光

1992年l l A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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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凤冈建县于明代万历二十九年。至今392年中，对于县情的记载甚是廖廖。

清康熙年间张其文革创《龙泉县志》，惜未曾刊印。民国27年成立县文献委员会

着手蝙纂《凤冈县志》，历时九载脱稿，因无钱刊印，原稿散失无踪。凤冈虽开

发较早，却无志书传世，实在是一大遗憾。 一

解放后，凤冈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

放，政通人和，各行各业繁荣兴旺，具备了直世修志，势在必行的条件。J粥2年

7月中共风冈县委作出关于编修《凤冈县志》的决定，Jf粥4年县人民政府成立“风

冈县志编纂委员会矽，，姘年设置县志办公室，正式着手《风冈县志》的编纂工
作。

蝙修志书首重资料。风冈历史资料遗存不多，档案几经损失，收集起来倍加

困难。县直部门组织人员多次提供，县志蝙辑人员不辞辛劳，查阅典籍，记录口

碑，准备了上千万字资料，为编纂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鳊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系统工程， 《凤冈县志》的编纂工作根据县情实

际，遵循修志原则，力求创新的思路，在匡全局、严体制、别门类、记突出、重

现代、述特色等方面权衡之后，9易其稿确定了篇目设置，因此， 《凤网县志》不

仅在内容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且在修志艺术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如
凤冈历史的发展变化。志书记载较为全面，其重点是以史实揭示农业、工

业、能源开发方面的规律，以及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交通邮电等事业发展的轨

迹。这对当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对子孙后代也将

起着教育和启迪作用，可谓功在当今，利在子孙。

在县志编纂中。得到省、地方志办公室以及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指导，县

直各部门的大力配合。地方各界人士的热心支持，经过编辑人员的艰辛劳动，使

这部《风冈县志》得以出版发行，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l

县志修成，无限欣慰，故记上言，以是为序。

凤冈县人民政府县长 徐佐林

1992年n A



71． 例

一、本志定名《风冈县志》。

二、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地理、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人物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

。o

三、记亨上限不齐，追溯到查有资料记载的年代，下限到公元J992年底。

四、按事立篇，平头设志，横排竖写，归类记述，立篇设志依据社会分工和

科学归属适当照顾现行管理体制。全书由序，概述、大事记、志文、人物、附录

等部份组成，分篇、章、节三级层次，节下按需设目。计刀篇，9D章、289节，

JDD万字o

五、按修志传统，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记、传为主

体，注意图表使用。

六、以第三人称、语体文记事，使用现行标点和规范的简化汉字。

七、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及其以前，用历史朝代年号及民国年号纪年，括注

公元年份(同一章节中相近的年份，只作第一次括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用公元纪年。 ．

入，9锣年J『J月19日风冈解放之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放后’’。
九、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县籍人物为主，兼收对本县有重大贡献的外籍

人以正面人物为主，采用传、述略、表三种形式记述。立传人物均以卒年月日
先后排列。

十、J『姗年伫月撤销凤冈县并入湄潭县到J％J『年8月恢复凤冈县这段期
间，在原凤冈县境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事件作相应的记述。

十一、历代官职及现行领导干部列表，只列正、副县级以上，直记其职务、

姓名，不冠褒贬。其余有建埘和影响者，均在专章中以事系人记载。

十二、度量衡制单位和币制单位的记述均按当时使用的单位记载。一般不作

新旧换算。

十三、资料主要采用省、地、县档案馆的档案，县级各部门编写专志提供的

资料以及有关图书报刊、私家著述、口碑实物等，文内不注出处。统计数字一律

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l n
f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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