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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与时俱进，面向未来，必须重视历史的镜鉴作用。

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深厚的根基，理应与重修国

史方志这一优良传统有关。在《苏仙区志》编纂出版之际，地楚书记、湘安区长嘱我

作序，深感不能享此殊荣，但作为一名离乡多年的苏仙区人，能借此机会对家乡父老

说上几句由衷之言，聊表我对家乡的思念，对家乡父老的感激，对家乡发展进步的祝

福与期盼；实属难得的幸事，故惭愧之余却又欣然接受。

郴州，意为“林中之城邑”。苏仙区之名源于秀丽脱俗的苏仙岭，苏仙岭之名又

源于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郴州与苏仙，乃人杰地灵之地，兵家必争之地，也可

谓红色的革命热土。项羽徙义帝于郴。李白、杜甫、王昌龄、韩愈、秦观等墨客骚人

在此或守土兴业，或过境留连，或寄怀才不遇之情，或抒忧国忧民之志，留下众多传

世佳作。朱德、陈毅在郴州发动“湘南起义”，毛泽东在郴州沙田颁布《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红三军团、红六军团、红七军和中央红军均在郴州留下过战斗的足迹。

中国女排从这里起飞，黄克诚、萧克、邓华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生于郴州⋯⋯

然而，历史上的郴州并非人间仙境，曾有许多名人志士流放此闭塞、贫瘠之所，

古时民间传言：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北宋词人秦观在

《踏莎行·郴州旅舍》中感慨：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残阳树”， “郴江本自

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但是，郴州虽经历史沧桑，却留下厚重的历史积淀，深

厚的文化底蕴。郴州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从古至今都是南北大通道。秦始皇时期曾

修建90里石板路；新中国成立后，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都从此经过。这就注定郴

州终究要振翅而飞，名动神州。在一代又一代郴州人的努力下，特别是近些年来，家

乡人民以崭新的姿态，创造新生活，建立新业绩，各项事业日新月异，经济实力不断

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处呈现出一派“政通人

和、百业兴盛”的局面。郴州成为“湖南南大门，广东后花园”的梦想正在变为现

实。

欣逢盛世，修志正当其时。苏仙区委、区政府决定编修区志，以全面系统地反映

苏仙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成就及其发展过程。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实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德之举。区志的最大功能在于为本乡本土所用。区

志即“区之官书”，是区政府进行管理之“政书”，是存史、资治、服务当代、垂鉴

后世具有特殊文化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区情书，可以帮助政府和社会各界认识本区

历史和现状，了解我们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是如何生息、繁衍、发展的，以史为鉴，达



序 一

到鉴古知今之目的，借鉴历史经验，做出正确的决策，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志历来重在“矜其乡

贤，美其邦族”，着力彰显地方经济社会人文优势。本乡本土的人对本地的人和事都

比较熟悉，而且感到亲切，所以区志又是进行传统教育、激发爱乡之情和爱国之情的

生动教材；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大潮下， “地球村”的说法再贴切

不过了，即使深藏山中的乡村也随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流的加速、加大而迅速

与外部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在这种背景下，区志又可成为开展对外宣传和发展、对

外交流的重要载体。

树有根，水有源。我曾就读于郴江之畔的郴州三中，也曾在苏仙岭下植树、种

草、垦地。郴州与苏仙，不仅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更是我的根之所在，是我人生的

起点。不论是求学、做事还是做人，这起点都是我坚实的基础。我父亲曾参加朱德、

陈毅元帅组织的湘南暴动，我四叔曾追随叶挺将军北伐。受此熏陶，我毅然离乡从

军，至今已有39年。但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收获成功喜悦、经历作战抢险、遭遇挫折

坎坷，家乡始终是我寄托浓浓思念的地方，是一个无论快乐或者悲伤、成功或是失败

时心灵都可以靠岸的地方。每每想起家乡的事与物，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层峦

叠嶂的悠悠青山、蜿蜒流淌的山间小溪、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树上的喜鹊、儿时的

玩伴、慈祥长辈们的眼神，历历在目。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每次踏上家乡

的大地，总有日新月异的感觉。我喜爱家乡的美景和浓浓乡情，也为家乡的发展而高

兴。因为我始终是出生于这块热土的农民、军人和共产党员。2004年，我携夫人回到

家乡，亲眼目睹了家乡的发展变化，甚感欣慰。我现已过花甲之年。 “落地黄叶不争

俏，一树清香自抒怀，苏园雅景催人唱，琴瑟悦耳两和谐。”

我坚信，只要坚持以民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奋力开拓， “打造经

济强区、建设和谐苏仙”、 “确保全市领先、跻身全省十强”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愿苏仙的明天更美丽、更富饶、更幸福!

作者系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将

藐智《嚏
2007年1月13日



序 二

序 二

在全区上下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之际，《苏仙区志》编纂成书，付梓出

版。这是苏仙区精神文明建设又一丰硕成果，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值得庆贺的一件

大喜事。展卷捧读，思绪难平。

苏仙是一方古老而年轻的神奇土地。说她古老，远自秦初就有了郴县，说她年

轻，国务院于1995年才批复同意设立苏仙区。这一方秀美的山水养育着勤劳智慧的人

民，多彩的历史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延伸。盘古开天到如今，力耕火种到网络，历史

记载着发展，发展创造着历史。今天，我们能静下心来，回顾苏仙历史，编修《苏仙

区志》，不仅是总结过去、继往开来的需要，更是一任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次编修的《苏仙区志》是《郴县志》的续篇。该志书承上启下，涵盖纵横，以

简练的语言、准确的数据、大量的史实，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从郴县到苏仙区改革开

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诸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展现了全区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真抓实干，团结拼搏，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的史诗画

卷。1989---2002这14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弹指一挥间，然而，这是一个火红的年

代，辉煌的年代，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年代。在苏仙区1342平方公里的古老大地上，

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经济总量持续攀升，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招商引资突飞猛进，人

民生活不断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捷报频传，大开放、大投人、大建

设、大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35万苏仙人民正挥笔疾书“开放、繁荣、和谐”的新篇

章。伟大的时代需要产生高质量、大容量的志书。兴续志之业，载盛世之昌，合时应

势，正所谓“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志，记一方物土，不隐形，不虚美，承载的是历史精神。地方志是地情百科全

书，具有资政、存史、教化功能。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

说。区志修成，苏仙英姿、乡土风情，展卷可得。它给人启迪，发人深思，供人借

鉴，催人奋进。一册在手，可以为区乡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为广大群众提供乡土教

材，为扩大对外交流提供翔实的地情资料。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充分认

识志书的重要价值，认真研读区志，加深对本区地情的了解，借鉴历史经验，研究发

展规律，放眼未来，奋发进取，为“打造经济强区、建设和谐苏仙99．、“确保全市领

先，跻身全省十强”而努力奋斗!



序 二

《苏仙区志》是在区委、区政府直接领导下，在区直各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

力支持下，经过全体志书编修人员的辛勤劳动完成的。在修志过程中，编修人员五历

寒暑，六易其稿，发扬“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敬业精神，广采博览，去芜存

菁，努力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使区志成为可信、可读、可用之作。值志书出版

发行之际，谨向关心、支持、指导这次续志工作的省市地方志编委会领导、专家以及

原在苏仙区(郴县)工作过的老领导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全体编修人员以及关心、支

持志书编修工作的驻区各单位、区直各部门以及离退休老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历史

让过去生动，未来让我们憧憬。昨天的苏仙已载人史册，明天有待于我们去创造。我

相信，苏仙的明天将翻开更加精彩的一页，载人苏仙未来史册的必将是更加灿烂辉煌

的篇章!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郴州市苏仙区委书记

2007年10月28日



凡例

凡例

一、《苏仙区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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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真实、全面、准确

地记述苏仙区(郴县)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二、1994年12月17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郴县设立苏仙区，县、区称谓

变更以1995年3月14日为界，前为郴县，后为苏仙区，在记述14年总况时冠以

全区(县)称谓。

三、本志共设22篇，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

主，志设篇、章、节、目、子目5个层次。

四、本志为撤县设区的首部志书，上限起于1989年，与《郴县志》之下限

1988年相衔接，下限止于2002年。辖区企事业单位选介篇、限外辑要下延至

2006年。

五、本志数据主要以政府统计部门提供为准，部分采用主管业务部门资

料。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均按2000年不变价，其他为当年价。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区属各单位专志、乡镇简志和档案部门保存的档案材

料，已经考证鉴别，不另注出处。

七、本志文体采用规范的语文体、记述体，一律以第三人称记述。力求文

风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和结构、内容、形式上的求新求变。

八、本志按照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10月21日印发的《湖南省地

方志行文规则》进行编写，努力做到汉字、数字、计量名称和标点符号的书写

规范化。

九、地名、党派、机构和职务等称谓沿用历史通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

对人物直书姓名，不加虚衔和褒贬之词，必要时加写当时的职务。

十、人物简介、人物传略，唯求业绩突出或对社会影响较大者，人志人物

下延至本志出版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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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乐全国政协到主席肖克(左一)回郴州参加

湘南起义7喁年纪念活动

省委书记张春贤到华阉B厂调研

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与。国防之星1肖地整合髟

99噼全国殴协倒主瘫毛致用(左二)视案区农业开发

省长目强(左二)、市长^童晋(左一)到华遵B厂谭研

省长骨銎(右四)、市长置道皆(右二)视察高斯贝尔

怀一肇



1 998年省委书记王茂林(右二)、市委书记悔克屎(右三

视察区十万亩丘崩山地开发基地

1998年省委书记杨正午(右二)、市叠书记悔克保(左二)

市长龙定鼎(左一)视察区农村小赓建设

1999年省长储渡(左三)视察区优质水集生产基地

1989年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迭(右一)视察

郴县农民中专

2005年省委书记杨正午(左二)、省长周伯华(左一

省酿静主瞎胡彪(左三)躲高斯贝尔数码有限公司

2000iE教育部副部长(中)周远潘视察市二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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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太常姜会副主任雕和平(右三)、市委书记 2001年袁隆平院士(左一)到区指导超级稻生产

葛洪元(左一)到区调研人大工作

嚣蒜黑鬻狴燃击玉
地质公园捋牌

2002年驻华大使迪恩在

飞天山举办的郴州生意

旅游节上代表来宾讲话

市姜书记葛洪元(右二)视察良田水泥有限公司

市姜书记葛激元(左二)，市委常歪、市委秘书长何文君(左三)

视察苏仙区新农村建设

一颁一lJ



市委书记葛洪元(右!) 市委常委、市委摊书长

何文君(右二)视察诚信印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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