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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副主任

。顾问

委员

主任

副主任

顾问

委员

株洲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6．

周吉太

陈满之

欧祝华

吴占魁

丁亚辛

李兆光

许人毅

周吉太

吴成志

罗志钧

赵德普

谢德一

蒋兴初

(1989．

周吉太

陈满之

吴占魁

王仲元
刘气云

李保先

6．12～1989．11f 21)。

刘迪恺曹振山言铀(专职)

帅伯髦罗立洲
‘

王仲元文兆丰刘迪恺石瑞坤

李耀红李龙芬李溉德朱桂生

言铀严智卿沈良桂 肖和卿

周长甫周运镇陈满之陈岳

邱向东欧祝华欧耘文欧阳振贤
罗吉林．张伦张国泉邹云享

赵道衍徐定柳曹振山黄鹰

郭子凡湛毅强唐耀星蒋道生

缪桂芳

11．2l～1991．1．26)

刘迪恺

杨恺

尹常纪

刘迪恺

李荣光

袁授铭

帅伯髦

石瑞坤

李龙芬

吴成志

李荣光欧祝华

罗立洲言铀

邢承澍朱桂生

李兆光‘李金波

吴静春吴履新



何玉东严智卿 陈岳 陈海林陈登高

陈满之 陈德云 欧耘文欧祝华欧阳振贤
， 罗志钧 周吉太周运镇胡中枢胡友松

胡志鹏 胡明隆姚天元赵道衍赵德普

张 伦 张国泉 张明友袁授铭徐定柳

阎双林黄晋湘 黄鹰 曹泽和’崔清臣

湛毅强谢德一蒋道生缪桂芳

(1991．1．26～1994．4．20)

主任周吉太

第一副主任周伯华

副主任袁授铭刘迪恺

李策斌

顾问吴占魁薛厚民

委员王仲元尹常纪
’

刘建初刘气云
’

李策斌李金波

吴履新何玉东

陈登高陈德云

欧阳振贤罗志钧

周英郊杨道成

姚天元赵德普

张国泉张明友

阎双林黄晋湘

崔清臣谢德一

侯林青李荣光欧祝华

杨恺

石瑞坤

刘迪恺

李荣光

严智卿

侯林青

罗信岑

胡友松．

赵占一

张家树

黄 鹰

蒋道生

帅伯髦

邢承澍

李龙芬

李峻起

陈 岳

欧耘文

周吉太

胡志鹏

张 伟

袁授铭

黄振朴

董志武

罗立洲

朱桂生。

李兆光

吴成志

陈海林

欧祝华

周伯华

胡明隆

张 伦

袁萼文

曹泽和

缪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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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第一副主任

副主任

顾 问

(1994．

程兴汉

王汀明

袁授铭

邓万池

张伦

廖铁生

陈鑫

吴占魁

罗立洲

刘迪恺

侯林青

马建述

夏仁麟

刘定中

薛厚民

曾雨农赵占一

唐方新黄自能

刘朝前袁征敏

陈登高朱桂生

陈常光

。杨恺帅伯髦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建述

邓万池

刘气云

刘定中

刘群儒

张伟

李博文

吴履新

陈常光

易春霖

罗利生

姚天元

袁授铭

夏仁麟

王汀明

邓岩山

刘本良

刘建初

伍辉安

李龙芬

肖石仙

何玉东

陈登高

欧祝华

周英郊

赵占一

袁萼文

黄幼如

方以清文纪可

邢承澍朱桂生

刘岁文刘迪恺

刘铁强刘朝前

任尚仁张伦

李峻起李策斌

邱祖成吴成志 ．

陈鑫陈海林

陈德云易图遂

欧阳振贤罗信岑

侯林青胡友松

赵湘珍袁征敏

唐方新唐国凡

黄自能曹泽和．



盛佑生崔清臣程兴汉 曾雨农

谭敬炎廖明贵廖铁生缪桂芳

颜启龙
。

株洲市志总纂王汀明(兼)

株洲市志副总纂颜启龙 欧祝华李策斌(专职)

株洲市志总编室人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

易通刘建军刘晓亚李良田
’

李策斌严智卿陈北宏单先太

胡松凡段俭哲黄健葛秋珍

株洲市志第三册指导编辑黄健

株洲市志第三册验收人员胥亚黄愿偿

。株洲市志第三册校对人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 王子勋苏嗣训 陈北宏黄健
。 盛光裕彭礼 ·

’

株洲市志审稿小组 ．

组长侯林青

副组长欧祝华刘建初刘本良

成员 罗志钧 袁萼文 申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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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光裕彭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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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志审稿小组 ．

组长侯林青

副组长欧祝华刘建初刘本良

成员 罗志钧 袁萼文 申国超



组长

副组长

成 员

株洲市志工交战线分纂领导小组

廖铁生

谢德一

裴振先

刘明扬

王文霞

言谷存

唐国凡
’

罗信岑张伟

徐成任 闻春深刘春林彭图栋

文纪可钟元模宋占鳌谭敬炎

汤声涛彭美起邓乐治陈彰清

l郭宝善l 陈由鹏李润汉王海涛

株洲市志工交战线分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编谢德一

副主编雷新仁周南洋



组长

副组长

成 员

株洲市志工交战线分纂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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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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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郭宝善l 陈由鹏李润汉王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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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谢德一

副主编雷新仁周南洋



序

株洲市现辖4县1市4区，总面积11280平方公里，

总人口357万。
‘

株洲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曾在这

里教民耕种，遍尝百草，死后葬于“茶乡之尾’’(今酃县

塘田乡)。三国时东吴在此设立建宁县，后历经沧桑，几

度变迁。建市前夕为湘潭县辖一个仅几千人口、几十万元

工业总产值的小镇。1951年成立专辖县级市，1956年升

为省辖地级市，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由单辖株洲县扩

充辖醴陵市、攸县、茶陵县、酃县。

株洲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朱德、李立三、谭震林等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实

践活动。酃县、茶陵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株洲地处湖南中东部，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

具有铁、公、水、空综合运输能力。京广、浙赣、湘黔三

大铁路干线在此交汇。株洲火车站成为全国10大客运站

和7大零担货物中转站之一。株洲北站是江南最大的路

网性编组站。株洲已成为我国江南最大的铁路枢纽。公路

四通八达，106、320国道及连接湘赣闽三省的三南公路穿

境而过。
’

。，

·

株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崛起的工业新

城。“一五"期间国家安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株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就有4项(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株洲电力机车厂、株洲洗

煤厂、株洲电厂)。现在全市共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700

家，其中大中型企业56家，有5家大型企业跻身于全国

500家大型企业行列。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株洲人民经过40多年的艰苦创业，株洲

已逐步建设成为江南内陆腹地的高效农业基地，商品集

散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交通、通讯、信息中心。

为了真实地记载株洲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再

现株洲人民建设株洲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株洲市委

员会、株洲市人民政府于1986年6月决定成立株洲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常没机构——株洲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开展修志工作。经过数年努力，《株洲市

．志》即将陆续出版。株洲历史上没有修过志，这次撰修的

《株洲市志》‘是株洲市第一部市志。

《株洲市志》撰修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撰写初稿，由

107个单位承担初藕撰写任务；第二步，分纂，由经委、农

委、财委、建委、计委、文卫办、政法委、党群政务等8

个分纂小组承担分纂工作；第三步，株洲市志办总纂。总

纂稿经省级评议会评议，株洲市志审稿小组审查，湖南省

志办验收，湖南出版社审定，由中国共产党株洲市委员

会、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出版。

《株洲市志》按照省地方志编委会印发的《湖南省地

方志质量标准》编写，严把质量关，做到资料翔实、观点

正确、篇目合理、体例完备、文风端正。
’

《株洲市志》篇幅约500万字，分12册成书，从1994



年开始分册出版，编成一册，出版一册。 ．

《株洲市志》是一部反映株洲市情的综合性、资料性

的科学著述，具有权威性。它的出版，为我们保存了珍贵

的史料，为各级党政领导提供了决策依据，为进行爱国主

义、市情教育提供了乡土教材，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振兴株洲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株洲市志》全体编纂人员茹苦笔耕，默默奉献；各

级领导认真组织修志工作，倾注了全力；全市人民关心支

持修志。在本志开始出版之际，谨向全体编纂人员、各级

领导、全市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是以为序。 ．

中国共产党株洲市委员会书记程兴汉

株洲市人民政府市长王汀明
1994年2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

是地记述株洲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人物、杂志、附录

组成，随文插入图表。
’

三、本志分12册出版：第一册，总述、大事记、地

理、人口；第二册，城市建设等；第三册，交通、邮电；

第四册，工业；第五册，农业；第六册，商业；第七册，

财政金融、经济管理等；第八册，党群政务；第九册，政

法、军事；第十册，教育、科技、文化、文艺、卫生、新

闻、体育；第十一册，社会生活、人物、杂志、附录；第

十二册，索引。 ．．

四、断限。上限视各业实际，上溯发端；下限断至1990

年，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个别事物有所下延。

五、记述范围。本志以1990年株洲市政区为记述范

围。志中称“株洲市’’(或“全市”、“市’’)，1951年7月

至1965年3月限指城郊各区；1965年4月至1983年6

月限指株洲县和城郊各区；1983年7月以后限指株洲县、

醴陵市、，攸县、茶陵县、酃县和城郊各区。志中称“境

内"，指1990年株洲市政区。
‘

‘



。六、本志所载党政机关领导人名录，建市前列到副科

(区、镇)以上实职，建市后列到副处(县)以上实职。

七、本志使用的统计数据，经株洲市统计局核定。

八、本志资料经考证后载入。

九、历史纪年。清代及其以前，一律采用各个朝代的

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在一节内连续出现同一个年号，不

再夹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采

用公元纪年外，均采用民国纪年。民国1年即为1912年，

以后照此类推，不再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十、计量单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当时通用
的计量单位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国家法定计

量单位书写。 ．

’

1十一、货币币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按当时

’币制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人民币币制。其

中1949年10月1日至1955年2月底发行的旧人民币币

值已换算成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人民币币值(即旧

人民币一万元折合新人民币一元)。

十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类系事，横排竖

写。

十三、本志文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

10月10日重新颁布的《简化字总表》使用简化字。

十四、本志标点符号以1990年3月22日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

《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十五、本志数字用法以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为准。

株洲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4年2月



株洲市志

第三册

交通邮电

株洲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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