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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呱岛的故事⋯⋯⋯⋯⋯⋯高祖泉、王常武

毛先生巧对趣联⋯⋯⋯⋯⋯⋯⋯⋯⋯高祖泉

第五节殡葬⋯⋯⋯⋯⋯⋯⋯⋯⋯⋯⋯⋯⋯⋯⋯⋯

第十二章大事；己⋯⋯⋯⋯⋯⋯⋯⋯⋯⋯”⋯⋯⋯．．”

后记⋯⋯⋯⋯⋯⋯⋯“⋯⋯⋯⋯⋯⋯⋯．．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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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吾

《观音瑶史志》问世了。这是我社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是我社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这部史

志，是我社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史志并存的小“百科全书”。它

比转真实地记载了我社近百年来的历史，展现了观音埔美丽

的湖乡，丰富的资源，灿烂的文化。它向我们提供了近百年来

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各方而的珍贵史料。通过它，

我们可以了解观爵瑞人民近-由．年来在历次革命斗争巾披荆斩

棘、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可以看到我

社人民在巾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社会乇义革命和建设

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画卷。它为我们及后人留下了一部“前朽所

稽，后有所鉴"的宝贵遗产，将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好教

材，认识和建设观音埔的·一本好资料。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

良作风，不屈不挠，开拓前进，把我们的前人开创的家园建设

成为镟荣、富庶、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在p11化建

设中谱写出历史的祈篇章l

在编写这部史志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实事求足的思想路线和“志属信史’’

“详今略卉”的原则，霞调奁，重史实，秉笔直书，力求做到

图文并茂，用辩证唯物土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编H；·部思想性、资料傩和科学性较强的志书，完成上对

祖宗负责．下为子孙后代造福，又是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千秋大

业。但0主，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全，时问仓促，缺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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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水平，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这部史志，从一九八二年十月开始到定稿成书，仅用了

一年零三个月ff于问。这是编写组全体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果，也

是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

我社在外地工作的许多同志及全社广大干部群众的关心和支持

的结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巾共江陵县观青瑞公社委员会书记周荣虎

·九八二年十二月

～12～



编写说明

。一、《观音增史志》上限为一九一一年(建置沿革、文物

古迹、社会风土不受此限)，下限为一九八二年底(《大事

记》编至一九八四年二月底)。

二、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志属信史”，秉笔直书，详今略

古，力求图文并茂，突出地方特色。

三、这部史志体例包括“志"、“图"、“传"、“表，，，

“记"。全书共收入地图43幅、照片3幅、附罔表42幅，文字

部分共分为十二章五十二节，约12万字。

p!I、现有地名和大队名称，一律用地名普查巾确定的标准

名称。

五、历史朝代沿用旧称(如“明"、 “清"、“民国")，

一般不加政治定语。

六、《观音瑞史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高承煊

副组长：刘大兴乐本金(乐青)

组员：吴元清邹玉新缪邦海王中才 张永成

高祖泉

七、《观音瑞史志》编写组成员t

主 编：乐本金．高袒泉

采 编：王常武竺洪儒李耀生

地 图：张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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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索袒俊

封面设计：唐炯章

八、社直各战线各单位采编人员：

周作刚(农技站) 张国兴(变电站) 万顺禄(水利站)

高秀山(种子站) 何qi标(文教组) 谢军(供销社)

索龙尧(卫生院) 胡德胜(工商所) 全吕文(血防组)

刘书玉(企管组) 孙{}t华(广播站) 任胜文(邮电支局》

叶太全(文化站) 王学寓(交管站)、叶继新(财税所)

罗均柱(机符站) 崔海_}IIi(银行) 李德吕(机械站)

朱龙成(粮铃：所) 马“卡n(兽医站) 吴书付(食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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