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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零陵区志编篡委员会

第一届

名誉主任:唐定

主 任:熊春明

副主任:何冲龙金和群陈宇荣

成 员:刘翼平唐日政欧阳国青张子亮蒋祖华唐五

罗先忠杨秋华杨时隽

柏菁唐宏林朱一好

左秋玲马梅英黎忠广

办公室主任唐日政(兼)

名誉主任:唐定

主 任:黄小明

副主任:何冲龙金和群陈宇荣

孙国荣唐秋荣李之游

胡乃湘刘文韬郭湘宁

第二届

委 员:刘翼平唐日政欧阳国青张子亮蒋祖华唐云

罗先忠杨秋华杨时隽 孙国荣唐秋荣李之游

柏菁唐朝晖唐宏林 朱三好胡乃湘刘文韬

郭湘宁左秋玲马梅英 黎忠广

办公室主任:唐日政(兼)



名誉主任:黄小明

主 任:黄小明

副主任:文绍涛金和群陈宇荣

第三届

委 员:刘翼平唐日政欧阳国青张子亮蒋祖华唐云

罗先忠杨秋华杨时隽 孙国荣唐秋荣李之游

柏菁唐朝晖唐宏林 朱三好胡乃湘黄辉宏

郭湘宁左秋玲马梅英 黎忠广

办公室圭任:唐日政(兼)

名誉主任:高建华

主 任:石艳萍

副主任:金和群唐满平唐海涌

第四届

委 员:刘翼平黎忠广张子亮蒋祖华唐云罗先忠

杨秋华杨时隽孙国荣唐秋荣李之游柏菁

唐朝晖唐宏林朱三好胡乃湘黄辉宏郭湘宁

左秋玲马梅英唐日政

办公室圭任:黎忠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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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零陵区志总篡室

总 篡:何冲龙

常务副总篡:金和群陈宇荣

副总篡:唐日政

第一任

编 辑:唐日政黎忠广唐新菊吕琢

吴同永唐顺科张晴周水洋

总 篡:文绍涛

常务副总篡:金和群陈宇荣

副总篡:唐日政

第二任

编 辖:唐臼政黎忠广唐新菊吕琢

吴同永唐顺科张晴周水洋

第三任

总 篡:金和群

常务副总篡:唐满平唐海涌

副总篡:唐日政

编 辑:唐日政黎忠广唐新菊吕琢

吴同永唐顺科张 睛周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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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任

总 篡:金和群

常务副总篡:唐满平唐海涌

副总篡:黎忠广

编 辑:黎忠广唐日政唐新菊吕琢

吴同永唐顺科张晴周水洋

永州市党史与地方志征集编篡办公室审稿人员

张国权高波

湖南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审稿验收人员

刘献华袁勇前李跃龙尹克加余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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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志资料主要提供人员

(按姓氏笔幽为序)

马志兰 王霖 王先杰 王带来 王毅平 王衡生 文万忠

尹建军 邓少年 邓可湘 邓仕豪 邓延国 邓志勇 邓宏林

邓启远 艾来柏 左建华 左建林 石哲元 龙志宇 卢芒芝

冯梅 成雄 吕竹明 吕建华 吕建军 朱智明 伍中文

伍辉初 任湘阴 向德军 邬瑞香 刘小宏 刘玉红 刘其元

刘松岳 刘杰东 刘树鹏 刘振武 苏昌忠 李伟 李明

李燕 李小林 李飞燕 李中辉 李文星 李永才 李永献

李先玉 李阳刚 李金平 李晓红 李琳深 李雄志 李新功

杨波 杨浩 杨斌 杨东明 杨主福 杨刚军 杨建华

杨建荣 杨春涛 杨钦佳 杨顺华 杨美军 杨美轩 杨祝群

杨朝晖 杨斌峰 吴景春 何文中 何玉桥 何建云 何继炳

何善华 何湘莲 何湘零 谷显明 汪长积 张宇 张宁旭

张坤富 张国材 张润东 陈政 陈少华 陈火生 陈国材

陈建桥 陈桂香 陈悦清 陈铸忠 陈慧云 林涛 即捆青

罗林琼 罗柏林 罗勋玉 罗晓寒 罗峰林 周 震 周大连

周中立 周中华 周光耀 周建民 周建辉 周荣华 周培富

周逸林 周献鱼 郑智猛 郑智辉 屈玲琴 赵勇 胡中笑

胡明高 胡建辉 胡建璋 柏雄文 姚如男 贺小荣 秦亚欧

秦春艳 秦树理 袁拥军 袁忠民 聂五金 聂建华 桂爱军

贾仕超 徐艳芳 卿旭平 高双洋 高向前 郭少雄 郭正秋

郭利仁 席宏生 唐平 唐山 唐 宁 唐凯 唐寅

唐自敏 唐军勇 唐良轩 唐利荣 唐宏太 唐青钊 唐建平

唐建设 唐柱生 唐艳玲 唐高峰 唐锦旭 黄坚 黄章

黄少林 黄四新 黄尚红 黄艳华 黄渊辉 龚定一 硅振华

盘画元 盘金生 盘展亮 彭祥儒 蒋 E是 蒋汉华 蒋永陵

蒋志宏 蒋泽煌 蒋建刚 蒋炳生 蒋锡国 蒋德润 蒋毅芳

韩立军 曾宪东 曾艳玲 游雅 雷茂林 蔡义军 裴海宁

熊按琳 魏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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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编篡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系统记述零陵区境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上限 1982 年，下限至 2003 年，

根据需要适当追溯或下延。

三、本志采用篇章结构，按篇、章、节、目形式编排，事以类从，横排竖写。全志 28 篇，以序

言为引导，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专业篇为主体，附录为补充，卷首配置风光照片，随文辅

以图表。

四、本志严守方志地域性的特性，以 2003 年芝山区的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虽行政区划

及名称变动较大，但称谓据实记录。 1982 年 1 月至 1995 年 12 月称永州市 ;1996 年 1 月至

2005 年 10 月称芝山区;2005 年 10 月后称零陵区。总体概述 1982-2003 年情况时称芝山区:

介绍没有具体时间限定的事物时称零陵区。

五、本志冠名《永州市零陵区志)) ，旨在宣传、推介零陵。志书中"市内 0996 年前) "、"区

内"、"境内"、"全区"均指本区域。

六、本志中的党派、机构、职务、地名等称谓均以当时的行政区划名为准。

七、本志采用零陵区统计部门数据。统计部门所缺，则用主管部门数据。计量单位以

1982 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依据，土地面积均以

公顷为单位。

八、本志为反映零陵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特别设立《历史文化名城篇)) ，旨在详细记载境

内的风景名胜、文化遗迹、瑰丽诗文和历代名人。

九、本志《人物篇》由人物传记、人物专记和人物名录组成， <<零陵县志》己载人物不再赘

述。立传人物按卒年次序排列，以本籍正面人物为主，生不立传:对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采

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其重要业绩。人物名录记载 1982 年以来历任(市)区委书记、(市)区

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简介，以及区内获省、部级以上荣誉的人物和零陵区籍在外工作的部

分正高级职称、司局级以上人物。

十、刊登的彩色照片及文字说明，时间截至 2008 年底。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室)、图书馆收藏的文献档案、统计资料和历代旧

志、历届部门志:少数无文字可考的资料是采访了当事人、知情人而获得的口碑资料。所用资

料，均反复考证，一般不交代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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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一.......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2成

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

零陵，是我的家乡，生于斯，长于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离开家乡到外地任职，我一直关

注家乡的发展。今天，中共永州市零陵区委、零陵区人民政府主持编篡的《永州市零陵区志

0982-2003) ))即将付梓面世，嘱撰文为序，我欣然慨允。

零陵，位于湖南省南部，处潇、湘二水汇合之地，山川优美，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物产富

饶，盛产稻米、木材、茶叶、生猪，自然资源丰富，其中锚矿储藏量尤为巨大。零陵人民勤劳善

良，聪明智慧，绘制了一部灿烂的历史文化画卷。

零陵，是中国最古老的地名之一，早在 4000 多年前因祭中华始祖舜帝而名。司马迁《史

记》→书中记载舜帝"南巡狗，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为历代州、郡、府、路

和专署所在地，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始设零陵县，县名绵延 2205 年。 1984 年，

撤销零陵县分设永州市、冷水滩市， 1996 年设立芝山区， 2005 年经国务院批准，芝山区更名为

零陵区。零陵自古文化兴盛，人才辈出。蒋豌、黄盖、怀素、柳宗元、李达等零陵贤达在华夏历史

文明的长河中熠熠生辉。石棚的神秘，文庙柳庙的古雅，武庙城墙的雄浑，周家大院的厚重，零

陵古城名播海内外。

零陵，为永州市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土地面积 1959 平方公里，人口 58 万，年国

内生产总值 56 亿元，粮食年产量达到万吨。区内集中了全市的高等教育资源，文化教育事业

发达:文物众多，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捷，水路、铁路、公路、机场俱全:组产品加工、卷烟、医

药工业发达:异蛇、生猪、制种等特色农业发展迅速。

在零陵丰厚的历史文化中，地方志尤显独特。零陵的志书编修源远流长，在隋朝即有《零陵

先贤传)) ，北宋有《零陵志》。县修方志始于清康熙年间，至新中国成立前，累计编成五部县志。

. 7 • 



1992 年，县级永州市、冷水滩市联合编篡《零陵县志)) ，现编篡《永州市零陵区志 (1982-200J))) , 

薪火相传，一脉承之，文明永续。

志书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诗画卷，它伴随着民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

章。志书横陈百业，包罗万象，是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载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的独特载体，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独特功能。编篡地方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传

承文明、延续历史、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不仅有近期的社会效益，且将产生长远的

影响。 (0]<.州市零陵区志 (1982-2003) ))的出版，为全面了解零陵区情，合理开发和配置资源，提

高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和领导水平，提供翔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为提高全区公民素质，进行爱

国爱乡教育，提供生动鲜活的教材:为提高零陵知名度，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发挥重要

的媒介作用。

盛世方修志，修志促盛世。

祝福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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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永州市委常委、零陵区委书记 (h4~

中共永州市零陵区委副书记、区长川气

国事昌隆，盛世修志。编修地方志是慰藉前人、有益当代、利及后世的文化伟业，也是中华

民族几千年文明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永州、零陵、芝山三名一地，处潇、湘两水交汇之地，历史

悠久，山川秀丽，人杰地灵，物产富饶，文化底蕴深厚。自明至清，域内修志沿袭成制，蔚为大

观。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县级永州市、冷水滩市联合编篡《零陵县志)) ，下限止于 1984 年零陵

县撤销，对于 1982 年县级永州市成立以来境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诸事均无系统记载。

编修区志，时势所需。进入 21 世纪，全国掀起第二轮地方志编修热潮。零陵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果断决定编修区志，把修志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成立领导小组，

组建编篡机构，选调编篡人员，落实修志责任，拨付专款修志。自 2004 年 4 月启动，整个修志

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经上百人笔耕，十余人编寨，寒暑易节，历时四余载，数易其稿，一部洋洋

120 余万字的资料性巨著，于今付梓。此实为零陵区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

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好事，更是零陵区人民所盼所需的一件实事、喜事。可喜可贺!

志载盛事，传承文明。 1982-2003 年，正值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时期，零

陵历届党委、政府坚持与时俱进，抢抓历史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团结

带领全区人民解放思想、务实求真、凝心聚力、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取得前所未有

的辉煌业绩。 22 年间，全区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物阜民丰"三个文明"建设成果丰硕，经济社

会跨越式发展，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创<.1+1市零陵区志 0982-2003) ))全面、

翔实、客观、真实地记录 22 年间零陵的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系统地总结 22 年间零陵各行各

业取得的卓越成果和实践经验。它为昔日奋斗者和创业者树立丰碑，为当今从政者和建设者

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也为后世人留下一部经世致用的珍贵馆藏，更为中华文明的传承

点燃一柱薪火。;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志的编篡出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影响。

志寓褒贬，鉴古知今。自古有训"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乃"信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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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之"百科全书"历朝历代地方政要莫不重视修志用志。志虽实录，述而不论，但字里行间，

寓褒贬于事实之中。读志者尤其是为政者，当察得失、辨是非、明褒贬、知兴替。区志略古厚今，

去伪存真，立论公正，既科学地总结成绩和经验，又恰当地指出失误和教训。其成绩和经验，固

然令人欣慰;其失误和教训，浸透着求索者的血汗和艰辛，亦为弥足珍贵。披视其文，零陵人精

神风采跃然纸上:掩卷深思，零陵区各项建设事业仍然是任重道远、大有可为:全面建设小康

零陵，仍需一代又一代零陵人继续努力，奋勇向前。

志寄希望，务当勤勉。"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站在世纪之交，回顾历史，我们无愧于

时代:正视现实，我们从容应对: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豪情满怀。零陵，作为历代州、郡、

府、路、专署之治所，其发展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有得天独厚的各种优势:零陵自然资源丰

富，为湖南省有名的粮食产地和生猪基地，锺矿储量达 4400 多万吨，是湖南省有名的"湘南锤

都":零陵旅游资源丰富，是湖南省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湖南省十大旅游区之一:零陵

区位优势明显，是永州市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商贸、交通中心。优势就是发展的强劲力量，

优势就是发展的巨大财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们深信，有区委、区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果断决策，有 58 万勤劳智慧的零陵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只要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

发展观，实施"三城一区"发展战略，拥有过辉煌历史、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零陵，必将迎来绚丽

的明天。

2007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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