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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资兴市志》编纂，历经12载寒暑，筚路蓝缕，数易其稿，现在终于付梓出版

了。这是资兴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丰硕成果，实在可喜可贺!

资兴资源丰富、物华天宝、人民勤劳、民风朴实，有着灿烂的历史文明。但

是，在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残酷压榨，加之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以致资兴总是那样的默默无闻。然而，资兴又是那样的不甘沉寂、

不甘落后。地不出名，人却十分出名。封建朝代，出了状元王吉显、曹一本，出了

进士58人、举人93人；近代、现代，出了被称为太平天国天德军师洪大全的焦

亮，出了著名女作家白薇，出了中共军事家曾中生，出了在中国农村首创“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中共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曾希圣，还出了曹里怀、谭政文、陈新

华等党政军著名领导人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资兴作为湘南起义地之一和井

冈山外围游击区，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有千余人上井冈山当红军，有600余名

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资兴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

献。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毅、何长工、张云逸、王震、萧

克、王首道、唐天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资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逐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资兴开始为世人

瞩目了。198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资兴撤县建市。翌年5月25日，市区建设

在唐洞举行奠基礼。一座崭新壮观的市城很快崛起在昔日荒瘠的土地上，并于

1989年冬基本实现了市政搬迁。1986年8月2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东江

水电站正式关闸蓄水。水库库容81．2亿立方米，水面24万亩，相当于半个洞庭

湖。一座集发电、调峰、防洪、养殖、航运、供水、旅游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高峡平

湖，呈现在资兴境内，因而李鹏总理当年视察这里时，连声称赞“东江是个好

地方!”

东江水电站的兴建，既给库区移民带来了艰巨的搬迁任务，也给资兴带来

了发展机遇。经过艰苦努力，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东江水库淹没

资兴11个乡镇、67个村、466个村民小组、7个国营企事业单位，淹没耕地5．7

万亩、山林13．7万亩。5．7万移民举家搬迁，重建了家园，而且逐渐将库区建成

了果园、荼园和养殖、加工、速生丰产林基地。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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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资兴进行了大改革、大调整，使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各项社会

事业蓬勃发展，相继被列为全国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绿色证书’’培训基地、水上

运动训练基地和全国高效林业示范县(市)、星火科技示范县(市)、省级“三来一

补”加工基地，并即将列为全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因而，资兴被人们誉为“水

乡、粮仓、林海、电城、煤都、基因库、游乐园”。现在，全市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

扬，为把资兴建设成为“农业强市、工业大市、旅游名市、财政富市、一流城市”而

努力奋斗。所有这一切，理应彪炳史册、昭示后人，以便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盛世修志，志镌盛世。资兴修志有着优良的传统，从明代至清末，曾8次编修

县志，最晚一部县志成帙于光绪元年(1875)。民国年问，虽有修志之议，然因政

局不稳，终未成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政通人和，百业兴旺，中共资兴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新修《资兴市志》。市志以

新观点、新体例、新资料，全面反映鸦片战争至1995年期间资兴的发展状况，着

重记载资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充分发挥“存史、资治、教化"

的作用。在上级业务部门的热情指导和市内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经过两届修

志人员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地广征博采、精雕细镂，方成斯志。市志的问世，为各

级领导和部门了解资兴市情，更好地进行科学决策、指导工作提供了详细可靠

的依据，也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实际的教材。

值此市志出版之际，市委、市人民政府谨向关心、支持市志编纂工作的上级

领导、专家、学者以及为之作出贡献的所有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向付出艰辛劳

动的修志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热切希望全市人民、各方贤达，为进一步

振兴、发展、繁荣资兴而献计献策、奋力拼搏，以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中共资兴市委

资兴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八年八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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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记述资兴的自然和社会状况，

力求体现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

二、时间上限一般起于1840年，但某些事物，可上溯至建置之始，甚至事物

之发端；下限一般止于1988年，为体现撤县建市和东江水电站兴建后，市城建

设、库区开发、交通邮电、广播电视、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快速发展，部分篇章内容

延伸至1995年。
●

三、记事范围，建市前以县行政区域为界；建市后按新的行政区域记述，但

未含郴州市苏仙区桥口镇白溪、下渡两村。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总述为全志之纲，提纲挈领地

介绍全书的总体概况；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载大、新、要事，为全志之经；各专篇

分门别类记述事物的发展演变，为全志之纬；图、表分别插于各专篇之中；人物

分人物传略、烈士英名录、部分在外人士表，人物传略扼要介绍资兴籍已故重要

人物事迹，以当代人物为主，按卒年为序排列；附录设文献、文论、撷英、艺文等

栏目，为全志的补充。

五、专篇分设30篇，篇以下设章、节、目、子目等层次，篇目一般设概述置于

篇首。横分门类，纵述事物，详今略古，详特略同，彰明因果关系，反映盛衰起伏，

揭示客观规律，体现经验教训。

六、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图书馆(室)收藏的史籍、图书、资料以及

各部门与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已经校对考证，编纂时一般不另注出处。所有数据

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如有所缺，则用主管部门的；如系综合调查的，则

在文中注明。

七、党派、机构、职务均以当时的称谓为准，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对人物直书

姓名，不用褒贬之词，必要时冠以当时的职务。

八、清代以前的年号，先用汉文数字书写，再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一页之中连续出现的相近年代，一般不注明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表示。

九、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名称，换算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确无法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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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注说明。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十：本志使用国家规定的简化汉字，如因简化汉字而影响词义时，采用繁体

字。数字运用，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书写。文体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及第三人称记述，一般不作

评述，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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