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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中共竹山县委书记 哩别习
竹山县，古称上庸。山扼秦蜀，水控荆襄，为三省之藩屏，西楚之门户，

华中之堂奥。这里地灵人杰、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民风淳厚，为秦巴山区

政治经济文化重地。

江山频移主，建制时更替。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始置上庸县，西

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改安城为竹山县，最初置县至今已历2600余春秋。

竹山历史可谓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由于屡经战患，史志无存，历代主政者

欲求志乘以资治理而不得，以观风俗而不能。幸有清朝史华阳钩沉索隐、广

搜博采，撰成《竹山县志》，后经范继昌、陈汝蕃几任知县旁搜遍采、补缺拾

遗，《竹山县志》才于清同治四年编修完备，刻板刷印，始成信史o

值此世纪之交，盛世重修新志。编修人员殚精竭虑，横疏竖理：举纲张

目，历经十年，终将新版《竹山县志》付梓出版。洋洋百万言，‘上承同治旧

志，下逮世纪之交，百年兴衰得失，百年沧桑变幻，尽纳于其中。体例之完

备，内容之丰富，结构之严谨，文笔之传真，褒贬之得当，蔚为大观，堪称

悬镜。记录史实，弘扬教化，警示后来，功德无量，可喜可贺。

纵观竹山百年风云，无数仁人志士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奋力开拓强县

富民之路，业绩昭昭，可歌可泣，可荐可追。女娲补天的伟大首创精神孕育
出张振武、施洋、许明清这样的领时代之风潮的英雄豪杰，他们为旧民主主

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极其宝贵的

精神财富。在马列主义真理光辉的启迪下，竹山人民为翻身解放英勇斗争咏

诵出气吞山河的革命史诗，在贫瘠的3600平方公里土地上描绘出改造自然、

改造社会一两个文明协调演进的壮丽画卷。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竹山历届党政领导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建立工业体系雏形、发展科教文卫事业诸多方面达到了特定历史条件所达到

的水准。为世纪之交的扶贫攻坚决战之役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文化基石o

承前方启后，继往须开来。践踏历史的是罪人，沉湎历史的是庸人。唯

有朝着历史与未来作双向开掘，拉开时间的长距，扩大空间的视野，获取哲

学的高度，才可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效地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取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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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烁今的全方位富有与辉煌。

千古英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纵观横览世纪之交竹山经济、

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态势，春潮带雨晚来急，弄潮儿向涛头立。以硬化、

亮化、美化和提升城市功能、提高居民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文明城市创建，将

一个焕然一新的亮丽山城推向历史的尖峰；以企业结构调整和农村扶贫攻坚

为主旋律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创新的伟力推动下，将竹山经济列车推向时代

的快车道；以十星级文明农户创建为主体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取得里程碑式巨

大成功基础上，加大巩固、提高、延伸、辐射力度，继续使竹山这面全国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的大看台上；作为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重大举措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罗X．r-作，以其优异成绩跻身全

国先进行列。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得到全面
加强的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给改革开放和竹山的现代化建设注

入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从清朝中期全县仅有500两白银的财政收入到今天的6000万元的财政收

入，这一百年的跨越、这一百年的悲欢、这一百年的故事就浓缩在这部厚重

的(er山县志》之中。尽管历史场景精彩纷呈，历史事件扑朔迷离，历史人

物浮沉无常，历史观念贬褒多变，历史主题切换频繁一所有历史活剧无一
不是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深邃而又简明的哲学启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执政

者和人民群众必须始终牢牢把握的永恒主题o“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亘古

不改的铁律o

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按照江泽民

“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我们的决策和行动，才能夺取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才能带领45万人民将竹山由经济穷县、资源大县变成合理开发、全面利用自

然和人文资源的经济文化强县，变成秦巴南麓一颗更加璀灿夺目的明珠，这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将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攀登

历史新的制高点o

愿以此序与读者共勉!

二oO一年九月六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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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毒永群
在竹山建县一千四百五十年之际，新修《竹山县志》正式出版面世，可

喜可贺。

新修《竹山县志》，集历史风云变幻，汇诸业兴衰先例，涉及百年来的自
然、人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诸领域，全面、系统地辑录了竹

山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不断前进的光辉历程，体例完备，内容详实，体现了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史记》的记事风格，可资鉴政、存史、教化和交流，堪
称县情“信书”o 一

竹山历史悠久。据考证，竹山是创世神话女娲炼石补天之处，早在8卜
100万年以前，早期人类就在这里生息繁衍。竹山古称上庸，传说是黄帝六代

孙一丹朱的封地，商周时为侯国，秦汉时置上庸郡，西魏废帝元年(公元
552年)始称竹山县，竹山得名迄今已有1450年的历史。

竹山地灵人杰。巍巍大巴山，滔滔堵河水，哺育了勤劳、淳朴、智慧的

竹山人。境内霍山坡新石器遗址铭刻的堵河文明，可与同期的“龙山文化”

和“屈家岭文化”相媲美。史载，庸国人是当时城邑建筑和青铜冶炼技术的

领先者，为华夏文明史书写了灿烂的一页。随着历史上的三次移民浪潮，竹

山地域文化广泛汲取了周边文化之长，戏曲、民歌、1故事、书法等民间文化

艺术底蕴深厚，融秦楚特色于一身，赋予了竹山人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的人

格魅力，造就了辛亥首义元勋张振武，工人运动领袖、劳工大律师施洋等站

在时代前列的历史巨人。

竹山物华天宝。沧海桑田，日月造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竹山

“南高北次中间低，山间盆地口朝西"和“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地貌；兼

具南北的气候适宜多种植物生长，已查明林特品种达2600多种，其中药用植

物400余种，是生物资源宝库和中药材宝库，有“肚倍之乡”之称，名茶“圣

水毛峰”曾获全国农业博览会金奖；水能资源名列全省第二，理论蕴藏量达

116．5万千瓦，有大、中、小型良好建站坝址40余处，其中潘口电站(装机

51千瓦)、龙背湾电站(装机20万千瓦)、松树岭电站(装机5万千瓦)的地

质条件、生态环境和投资效益十分优越；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丰，已探明C

+D级矿产8大类32种，潜在价值高达2100亿元(80年不变价)，其中铌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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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是全国第二大矿区，银金矿储量达675万吨，绿松石属稀有矿产，储量达5

万吨，特色矿产硅质黑板石储量达10亿立方米，产品远销欧美。

竹山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

指引下，历届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民，依托优势资源，培植特色支

柱产业，全力推进群众致富、财政脱贫进程，初步形成了水电能源、医药化

工、绿色食品、金银珠宝饰品和堵河旅游业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格局。2001年，

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87亿元，财政收入达到655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1438元，基本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竹山正以其悠久的历史

文化、独特的资源优势、良好的投资环境、巨大的开发潜力展现在世人面前。

回眸历史，丰厚与贫瘠兼具；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紧紧

抓住国家实施新一轮扶贫开发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坚持“互惠互利、

优势互补”的原则，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提供宽松的投资环境，建立完整的改

革开放体系；加快公路“大通道’’建设，形成以316国道[现为305省道或称

襄(樊)关(垭子)路]、十(十堰)渝(重庆)路为骨架的公路交通运输网

络；改善生态环境，参与构建并成为江汉平原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生态屏

障；依托优势资源，壮大水电能源、医药化工、绿色食品、金银珠宝饰品和

堵河旅游五大特色产业，努力把竹山建设成为“基础牢固，特色鲜明，山川

秀美，水电支撑”的生态旅游县o
．． 盛世修志，功莫大焉。存史资治，鉴往知来。《竹山县志》的出版发行，

一方面能够为广大干部群众考察历史、认识县情提供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有利于立足县情，正确决策，继往开来，加快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扩大对

外宣传，有利于国内外各界人士充分完整地了解竹山，认识竹山，投资开发

竹山；同时还能够保存史料，有利于后人研究、借鉴历史。衷心希望《竹山
县志》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案头书”，，成为县情教育的必备资料，成为对外
宣传的重要工具，为全县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谨书数言，是为序。 ，

二OO二年五月二十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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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散失，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记事偏简。

三、本志按纪纲志类以纵领横的原则编写，运用述、记、志、传、图、

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首列总述，述全书之大要；次列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编写方法记载大事、要事；然后按照事以类从的

原则分类平列30卷，综述历史，分陈事项；最后以附录辑录有关史料和记述

本志的撰修情况。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

四、本志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加注朝代纪年。在记叙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新中国成立

前(或后)”o

五、凡表示数量、百分比、公元纪年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书写，>-j惯用

语、词汇、成语、专用名称中的数字和旧纪年、几分之几用汉字。小数点后

数字取用1位数，特殊情况保留两位数以上。

六、本志中的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公制，如米、平方米、立方米、公里、

公斤、吨，部分采用旧时>--j惯计量单位并适当加注。

七、称谓：地名一律用当时地名，对难以确考当时称谓的地名用志书下

限年时的称谓。人物均直呼其名。行政区划，一律沿用历史正称。专用名词

在各卷中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为

“文化大革命”、“文革”；“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o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省、(地)市、县档案资料和县属各部门所编

史、志、史料以及有关报刊、书籍和回忆材料，记述中一般不注明出处。新

中国成立后的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资料为主，部分采用行业主管部门的统计

数字。

九、正志各卷中以事系人，记载人物用传、录、表三种形式，人物传按

传主卒年先后为序排列，凡本域内和外籍在本域内卓有影响并起积极作用的

逝世人物均在收录之列。对已故的较有影响的各类人物以录记载之，对健在

的本籍或客籍知名人士以表排列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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