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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刊 词

寿宁于明景泰六年(公元一四四五年)立县，迄今已五百三十余年。明嘉靖二十七年(公

元一五四八年)和万历二十三年(公元一五九五年)，曾先后分别由当时知县张鹤年和戴镗

主持修纂了两部县志。由于寿宁“迭罹兵燹，枣梨灰烬，代远人湮”，该两部县志遂失传。

明末．通俗文学家冯龙梦任寿宁知县时，于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撰述翻刻了《寿宁

待志》二卷，今存。入清以后，至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由知县赵廷玑领衔修纂

了《寿宁县志》，乃存。此后整三百年，寿宁再无修志之举。此间，大量史料湮没散失，诚

为难以弥补之损失．

为了承前启后，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为了更好地为寿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县人民政府予八六年四月即设立了“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这一

修志机梅，开始编纂新的《寿宁县志》的准备工作．现在，为了加强和深化这次前人没做好

的工作。，县方志委决定创办《寿宁方志》这个新刊物。我们的修志工作者的意愿是，通过小

谢物来传递信息，交流经验，集恩广益，博采真知，以团结全县热心于此项工作的同志，完

成好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这项光荣使命．

今天，《寿宁方志》这个新刊物与大家见面了，我愿借此机会向全县各界人士表达一个

殷切的希望，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支持我们的修志工作者办好这个小刊物，踊跃投稿．提供

资料，献计献策，争取早日修出一部高质量的《寿宁县志》．

何团经

一九八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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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文件

国办发(1 985333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

《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

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各地要对地方志编纂工作进行一次检查，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

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尚未建立地方志编纂班子的地方，要根据本地区情况，

逐步组建班子，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有关编制，经费、出版等问题．由地方各级政府据实

际情况．予以适当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

工作领导的报告

国务院：

我国有着悠久的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现存的八千余种地方志，记载周详，内容丰

富，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重视编纂新地方志的工作，早在五十年代末成

立地方志小组时，就指定曾三同志主持其事。当时不少地区已开始了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十年动乱期间，地方志工作被迫中断。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倡

导，我国地方志工作进入了一仑新的时期。一九八一年成立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随后又恢

复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各地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修志工作。现在，全国

已有二十四个省、自治区、直辖希，约三分之一的城市，二分之一以上的县，先后建立了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着手编纂新地方志。预计一九八五年将有五十部县志、五都市志和部分

省、市志的专志脱稿成书。我国开始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

开展修志工作，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随着城乡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

开展，各级领导和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和了解省情、市情和县情，通过

编修新地方志，汇集大量有关当地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历史和现实资

料，可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这对于发挥当地经济优势、恢复传统生产、开发新的资

源、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当前修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机构不健全，相当一部分地方没有专门工作班子，许

多地方工作经费和人员编制问题没有解决。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院召开了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扩大会议，提出改进地方志领导工作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对全国修志工作的指导。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应当从政策上、业务上指导

各地修志工作，定期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

报告，并负责拟订编修新地方志和整理旧地方志的规划，制定新编地方志的工作条例，组织交

流修志工作的经验等。为完成上述任务．建议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由

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小组成员拟由原来的十一人增加到十七人，并在北京成员

中委派几人作为常务成员，主持日常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解决小组工作中的一些困

难．

二、建议各级政府加强对本地区修志工作的领导。新地方志的编纂，涉及到政法、经

济，文化、科学、教育各部门的工作，必须在当地政府主持下才能顺利进行。各级政府应改

进和充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修志工作班子作为事业单位，应有必要的专职工作人员；其编

制，办公用房，设备、事业经费、人员待遇(工资、职称等)方面问题，由地方有关部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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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加以解决．目前尚末建立修志班子的地方，也希望能根据实际情况尽早地建立起来．以便
开展工作．

三、拟于一九八五年内召开全国第一次修志工作会议，检查地方志。六五”规划执行情

况，稍定“七五”修志规划及长远设想，并讨论修志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制订《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确定编纂社会主义时期方志的指导思想、方针

任务以及制定各类方志的编写体例方法等问题，使各地修志工作有所遵循。该暂行规定拟用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名义发出．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中央宣传部文件

中宣发文(1983)43号

批转中目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地方志工

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近来中央领导同志重视和提倡编修新志和整理旧志

的工作。各省，市、县委宣传部应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责成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

况、制订好规划，建立和健全精干的机构，配备好人员，抓紧开展这一工作．中国社会科学

院地方志指导小组要切实对各省，市、县地方志的编篡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现将中

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落实，做好地方志的编写出版工作．

中央宣传部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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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遵照今年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原中国地方志小组改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划归

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重建的中国碰方恚指导小组，已于今年四月正式成立。

真i930年胡孬本周志倡议新编地方志以来，为对不过三年左右，许多省、市、自治区积

极响应，新修地方志的工作发展得比较快。据7月份的统计，现有17个省和自治区、84个城

市和1070个县，先后建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并开始了修志工作。预计在“六五”计划期

闻，约有五十部城市志、上百部县志可以出版，五部省志和武汉市志的部分专志可以问世。

目前存在的主要闻题，是全国修志工作发展不平衡，许多省，市、县的修志工作已经初

见成效．尚有不少的地方迄今尚未建立机构，在机构改革中，有少数修志机构和人员出现动

荡不安的新情况。

今年四，五月问，筑．们召开了全国地方志规划会议，又分别召开省志、城市志和县志的

专题座谈会。各地代表一致认为，新编地方志不仅有勋予地方韵经济建设，而且是一项重要
5

的文化思想建设事业．为了加强地方志的编纂和出版工作，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L

(一)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凡未建立修志机构

的，希望尽快地建立起来：已经建立修志机构的，要结合地方志的机构改革，使之逐步健全

起来。

修志专业机构应短小精干．如何设置由地方党委决定．编修地方志的专业人员，必须具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编辑经验和写作能力，并应吸收当地离休、退休的老干部和老专家参加

指导。

(二)新编地方志必须坚持马列主_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受lj，坚

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文选》是毛泽东思

想的坚持和发展的结果，所有参加修志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学习，以提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

使新编地方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充分反映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整义建设的
一。曩=

辉煌成就。- 囊。，

(三)编修地方志一定要重视保密工作。中央和国务院有明文规定的像攀琴锄，必须严

5



格遵守。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机密，尤其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均不

得载入志书。鉴于国际情报斗争尖锐复杂一为‘了防止泄密，新方志暂限予内部发行，严格控

制印数。 ! 。 耧‘
、

，

。 (匹)?咎方志编辑定稿后，必须簪过枣鬻錾墨赘譬一省，市～，基峦经各毂续纂晕员会审定

后，凡涉麦毙酌务礴蠡勘藤誊鑫舞簿交关高交‘量1赢箍智j i蒂委莉濂．真意或相当县的市

志必须报上级党委瓣藏．凡涉及保密范围韵问题，须经地方各级保密委员会审核。

(五)地方志媳氍舨问题，由各地方自行负责解决．省、市、自治区宣传都统筹安排。

新编地方志是。壤薪必黼焚化楚设事业；需要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各地社会科学

院．(历)。．出j版局．《爨班龌社)0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其它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本
．7’

w ⋯ =。

_

地区的地方毒玉儋o、fj
。i， 一t：_!|_V．，、一以上爨鸢磐趟，请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 ．

唐角社会科学院党组
}、1

∥ }‘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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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蠢施’毫随翻矗二未嘲妇豳厢强礴窿豳壶二瞬二丢蠢霸鼹潮未0国未舞鑫蕊基蠹函蔷嘉舀未函弼矗未‘
．

1|

~÷。：u。r 。 ，． ÷ ：‘：o’1，11．，

。务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i 《薪鲡鲍芳慧釜张番籽规定》已于一九八孟』￡F四月十九
，-，。≥，，‘≯，、。、一-

日由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

们，请参照执行。

中国地方志指导，’I、组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目



新蝴志王作暂行规定
(中。雷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越时论通过≯ ，

。、

。⋯ t”。。
“

F。j．： ’}，?“．。
1。r j t ， 。。

·，第一章 总 ’财 、。

1、

嚣。誓■ ≥ ，
‘

。誓，|1。蛰 、

。_

、。．≯‘。 。i
， ◆

第÷条，1编囊具有时代特赢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狰交明建设掬需蘸≥编修薪方志应当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

、行．。新方悉艘驾蒹统趣记载地方岛瓣和社会历史与现状，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
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秘乎地方镬譬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的决策．新方志可借以积

‘累和保稃地方文馘．健迸科学艾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有助于

各行各业全体薏郝__；积善提裔专业知识翻文化水平。新方志可甩以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
义、共产茧义耱攀帮传统教育． +、

．．

第二条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必须

鼙持凳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在政赣卫和觉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

’共绎夹关予经济律镪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充分体现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遗留需要。

努为使社套主义新方志符合于把马克患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匿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

嚣社会萋义的总要求： ‘． ‘． ～ ．?

”j暑。第耋条新方志要详今略古，吉为今用，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办求体现当地

环境霸隙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反映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新方志应充分反映中国共煮党

革命斗争，社会变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情况．准确地记录并积极发扬当地各
爱乡’，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和英雄避绩。 ～

。瓣方基应当批判继承我国历代修惹的优良传统，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无
’}，’ ，。

僦≯郗应坚持改革，努力创新，使社会主义的新型地方志做列思想性、科学性和
。

-‘一

-纛，匿骞参我国是一个统一盼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新方志应充分反映多
鼹族随祷熙■应当体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要尊重少数民

族的嚣俗≥囊鞭和宗教铸仰。民族自治地方的新方志，可以同时用汉文和本民族文字出版．各

地尊媾豫蔷畦。砖等散屠全国的少数民族，都应给予相应的反映．
，，”。：j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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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新编地方志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

遵守，有关边疆及涉外问题，必须慎重处理，严格请示汇报制度。

第二章?志书体例

第七条新盎赘的桊型和名褡；
(1)省、自治区、直辖市所编纂的地方志，均属省级志书，简称为省志。

(2)省辖市、地辖市、自治州和经济特区编纂的地方志，均属市级志书、简称为市

志． 一

(3)县、自治县、自治旗编纂的地方志，均属县级志书．简称为县志。

(4)地区一级是否修志．不作统一规定，由各省、自治区自行决定。

(5)名山大川，凡具备必要条件者，可编纂独章的志书。 ，

(6)‘各级地方志名称，7均应冠以现行的行政区划名 ，如《X X省志》， 《×x市

惑》、《t××县志》、《X又自治区志》， 《自治州志弪、《X×自治县志》餐。各炭专志

则冠以专名，如《长江志》、《黄山志》等。 ，

i． 。

j第八条新方志的年代断限，．上限不作硬性的统．-规定，下限一般情况下可暂定浙至

1985年即第六个五：年计划绪柬之时：也可断奎该志书脱稿之日。 。

第九条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有记，志、。传、图、表、录筹。以专志为志书的主体．

图表可分别附在各类目之中。图表尽量采用强代化臻术编削。

·一。第十条51确定志书的框架和编目，是关键性的一环。志书编目的确定和取舍．应从现代

社会分工和科学的实际出发，既要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形式，更应有创新增益．最基本的必

不可少的编目．以符合科学性和时代特点为愿则。有些编目的增删。剃应体现地方特点。各

编目内客应适当分工，前后照应，办澄垂螽“或繁筒失当．编目的排列卜应体现结构合理，
层次分明。：层次名称可采用编(篇)、’章，节、’目。，‘也可采用其他形式，不必强求广律。

第十一条新方声的大事记，署详今滕育，霉当选择当地历裹是的重大事件记述，使读
者了解该地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关于建国以来熏大政治事焦的记述，器遵守宜粗不宜纲的

tH一
‘

。
1⋯

原磁。 。、
‘，

、

一

、

i

～第十二条立传人物以原籍(出生地y蠹妻，非本地出誊，但长期定居本媲赫有季器业
绩者，也可在本地立传，包括外籍．外籍华裔和华侨为本地作出重象贡献考：枣世人物不立

传，觅聋世人獬有可霹述的事迹，应在有苯篇章节目喜中予以母录芒厶移传毒己必匆臻事枣
是，资料务必真实可靠．’-般不作评论．某些地区，革命烈士除专门立传者外．还应编制莱

名录。 。 。

：第十兰条新志书文俸，一律用瓤莲的语体文，文风应严谨、扑实、简洁。凰历史纪
年，?i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黪呼．历史纪年应注明公元．地理

名称注明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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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新寿悫新裁据斡资辩，包括史实：入煞?地名j，每辅：数据：嗡受等j务必
核实，力求准确无误． I

，第十五条关于各级，撩类志书的字数，医池区差募较大，不宣榫统一要求．但总体规

拱不宣遴于庞大，应当以既充实又精练为原则。。一般情况下，，县志以拧锚在三十艿奎五十万
字为宜．市志控制在一、二百万字至四、五百万字左右为宣，省志字数最好控锚在。千方字

以内! ．“

十六条各级悫书均采用十六开本，横棒印刷．统黑舨式。精、平装由各地自定。

第享章 组织领导
。j

‘

第十七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指导金国修蠢玉作。．指导小组作为r个独立机梅，

由国务院忝括中凰社会科学院代管。指导小组斡主要任蠢是：从致燕上、业务上指导各地修

志工作，定期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

并负责拟订编修新地方志和整理旧地方志的规划，制订并颁布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组

织交流修志工作经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是指导小组的具体办事机构．负责联系

并处理FI常具体事务．．

第十八条新地方志的编纂，涉及政法、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各部门，必须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带和市i县地方政府主持下，建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设置糨应的修志

常设机构。常设机构应作为事业单位，有必要的专职工作人员。各级地方政府应负责切实鳃

决修志机构的编铷、办公用房、设备以及事业经费。各地编纂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的主要任

务是：负责制订地方修志规划，组织和指导编纂各级志书，抓重点顼目，进行分类指导，组

织整理当地1日志资料为编纂新方志服务．为下届续修志书积累资料，缡辑出版地方年鉴、概

况，及时向地方领导机关提供参考资料，以利决策，定期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反映修志工

作中的经验以及重大政策性、理论性的问题。

第十九条要重视提高方志工作队伍的素质．应在修志实践中，采取多层次、多渠道．

多种形式的短期培训，逐步培养一支具有一定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具有一定专业翘识和写

作能力的新修地方志的专业队伍。还应注意经过较长学习期限，培养具有较高水平的骨干力

量，以和子新方志学韵理论建设．各民族自治地方，应吸收本民族干部参加，注意培养少数

民族的专业修志人员．与此同时，各地都应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参加修志工作。凡是有志于此

韵专家、学者，各级教师，以及离，退休干部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者，都应广泛地吸收他们

参加修志工作．

第二十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1 9 8 5]3 3号文件规定，方志专业工作者的工资、

职称等待遇问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地方政府予以切实解决。

第二十一条新志编纂和旧志整理，均应统筹规划，组织力量，分工协作，分期实施．

各雀、自治区，直辖市编纂委员会应当根据积极稳妥，留有余地、保证质量的方针，制订近

期和长远规趔以及实施细则．。七五”规划应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指导小组负责检查规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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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执行情况，各地也应定期检查。并上报检查结果。凡列入金国地方视剃的项目，各地必须

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t’’

～ 第二十二条．各地各类志书定稿时，各级编纂委员会必须严格审查，严格验收手续．凡

、涉及党的方针政策和涉外、保密等重大问题，，必须送当地党委审查。县志涉及上述问题，‘应

送上一级党委宵查。1

第二十三条 由于全国范围修志工作发展不平衡，每一地区内也不平衡，因此新方志完

成期限不宜作统一规定。各地必须积极进行，决不髓拖延等待，各地可以订出自己的进度，

抓紧实施．

第二十四条新方志的出版工作，各地编纂委员会同党委宣传部统一安排。出版时必须

严格审批手续。新志书一律在国内公开发行，关于是否对外发行问题，待请示中宣部再定。

第二十五条各级各类新方志出版后，经过社会检验，组织专家，同行评议，确属质量

优秀的，应对编纂者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

第二十六条本暂行规定，在执行一段时间后，根据修志工作的实践，可以修订补充。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



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及设想

(草案)

1983一一1990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1983年4月22—29日在洛阳市召开了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制定

了1 983—1 990年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及设想7．、

目前全国已有湖南、山西，湖北、山东、河南、安徽、黑龙江、四川i云南、贵州、内

蒙、陕西，广西、河北及福建15个省(区)和53个城市，44个地区、1003个县(市)建茁了

修志机构．开展了工作． 一
．，

1983一1990年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及设想如下：
‘ ‘

一、 “六五"计划期间新修地方志成果项目7及必须保证完成的项
目： 一

。

“，

一

j! 。

(一)新修地方志的首批成果(1 985年前定稿)。 ∥

省志：7部省志首批成果39卷 ．

《湖南省志》l 5卷《湖北省志》6卷《山东省志》5卷《河北省志》6卷《胰西省志》

．5卷《四川省志》l卷《广西省志》l卷

市志：10部市志

《武汉市志》(定稿26个分册)《威海市志》《洛阳市志》《南阳市志》《无锡市志，》

“《四平市志》《辽阳市志》《内江市志》《佳木斯市志》《嘉峪关市志》

县志：65部县志 一

《浚县志》《汤阴县志》《济源县志》《新安县志》《荥阳县志》《兰考县志》《宁陵县

志》《舞阳县志》《西平县志》《扶沟县志》《淮滨县志》《井陉县志r》《南县志》《万年

县志》《富安县志》《玉山县志》《赤水县志》，《兴义县志》《弥勒县志》r《如东县志》

《怀德县志》《蚰岩县志》《民和县志》《乐都县志》《大冶县志》《通城县志》《浠水县

志》《沔阳县志》《广济县志》《随县志》《天门县志》《涡蹋县志》《庆云县志》+《宁津县

志》《陵县志》《盐阜县志》《东平县志》《肥城县志》《齐河县志r》《．夏津县志：》《寿光县

志》《临沂县志》《广饶县志》《茬平县志》《哈密县志》．《什邡县志》《瑗珲县志》《户

县志》+《渭南县志》《白水县志》《紫阳县志》《神木县志》《代县志》《武乡县志》

《沁水县志》《寿阳县志》《五台县志》《土默特志》《奉贤县志》《宁明县志》《大新县

志》《扶绥县志》《模县志》《宾阳县志》《盐池县志》 耸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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