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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是记录地域文明的一块丰碑。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铜陵县自南唐保大九年(951年)建县迄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

1 1次修志，有8次成书。现存旧志书5部，即明嘉靖四十二年、万

历十五年、清顺治十二年、乾隆十二年和乾隆二十二年纂修本。1993

年8月出版发行的《铜陵县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首部贯通古

今的通志体志书。这些志书记录了铜陵县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人

文的发展演变过程，保存了大量地方史料，有着无可替代的经世致用

价值，是极为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

铜陵县位于皖中南、长江下游南岸，是皖江的一颗璀璨明珠。由

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农副产品十分丰富，尤以生姜、凤丹最

享盛名。矿产资源有30余种，尤以金、银、铜、铁、煤、石灰石等

储量最为丰富，是“全国重点产金县"和“全国重点产煤县"j改革

开放以来，勤劳勇敢的铜陵人民，围绕“由农业小县向农业强县、

资源富县向工业强县跨越”的奋斗目标，在963平方公里的广阔舞台

上，演出了许多可歌可颂的生动故事，涌现出一批新一代的英雄模范

人物，谱写了创建地域文明的新篇章。新编《铜陵县志》全书共21

篇88章394节，计123万字，详尽地记录了域内这场气势恢弘的历

史变革的生动史实。

新编县志记事时限内，改革开放是主旋律。改革内容分散在志书

各有关篇章中作相对集中记述。在《中共铜陵县委》篇之《重大决

策》章中，提要钩弦地纵述各项重大改革举措提出和发展完善的线

索和脉络，在各有关篇章中，则横陈各项改革举措的具体实施情况和

实施成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唯有改革开放才是富民强县的唯



一选择。通过“纵比"反映铜陵县经济、社会发展态势，通过“横

比"反映铜陵县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省与皖江周边县(市)所处的

地位，反映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别，读后更能知今知昔、知己

知彼，可为科学决策者提供可靠的依据。全书以记述为主，辅以适当

点评，能引导读者深入领会蕴含在历史事实背后的深刻含义，有画龙

点睛之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记成绩和经验，亦记缺点和

问题，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显著提高了志书的教化功能

和资政价值。总之，新编《铜陵县志》是一部有创新、有自身特色

和亮点的作品。

读志用志是全面迅速了解掌握地情的一条捷径。新编《铜陵县

志》是一座县情信息的丰富宝库。它的出版发行将为你开启一扇了

解和掌握县情信息的大门。历经五度春秋，这部宏中肆外的巨著终于

付梓出版了。志书出版发行不是目的，善于阅读和利用，使其经世致

用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才是我们决定修志的初衷。有望于此，故为

之序。

立教筝
2006年1 1月2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记事时限与前志下限1990年相衔接，始于1991年，终于2000年。对少数事

物，为理清脉络，彰明因果，其断限适当上溯下延，上限一般追溯到改革开放起始阶段的

1978年。

二、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力求达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篇目设置采用中篇结构体式。全志除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不设篇章外，主体

部分共分2l篇。全志分篇、章、节、目、子目5个层次。目和子目分别以汉字和阿拉伯数

码为序号。

四、本志时限内，改革开放是主旋律。改革内容均分散在各有关篇章中作相对集中记

述。将改革举措与改革成果记述有机结合，全方位反映本县改革开放的全貌。

五、注重与前志的衔接。继续设建置区划篇，但主要记述时限内的区划变动情况，对前

志已详细记载的建置区划内容，只概括性地予以略记。乡镇概况一章，加重了对各乡镇经济

与社会发展简况记述的分量。前志漏记的单位内容则从单位设置年月记起。

六、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各种体裁综合运用。以述

为主，间或有论。除卷首图片外，增加随文图片，以求图文并茂。

七、坚持生不立传原则。补记前志《人物传》漏记人物，并以出生年月为序。在世人

物凡有重大贡献与突出业绩者，分别以人物简介、人物表和以事系人等不同形式人志。时限

内副县级以上人物列表入相关章节。立传、简介、人表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长期在本地活

动有突出影响的客籍人物。

八、采用的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为准。国内生产

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等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凡以当年价计算者均加括号注明。采用的地

图以测绘部门的公开资料为准。

九、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撰写，行文力求准确、简明、朴实、流畅。文字、标点、数字、

计量、纪年、称谓、行文注释等，均按《安徽省第二轮三级志书行文规范》执行。

十、本志记述内容凡提到1993年出版的《铜陵县志》时，均简称“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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