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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县人大常委会

关于编纂新的《天门县志》的决议

(1983年10月19日天门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 ▲

天门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了县人民政府报送的县志编纂

委员会《关于新编<天门县志>编纂工作的方案》o会议原则同意这个方案。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的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为了全面认识天门的历史和现状，

为开创天门的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提供借鉴和依据，新编《天门县志》实有必要。

这是一项千秋大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编《天门县志》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实事求是。要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重点记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事业，

要突出地方特点，注意经济史料，反映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

会议强调，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积极配合，热情支持，县直各部、办，

委、局和社、镇、场的修志机构要健全，抽出得力干部如期完成分志和社镇地方

志的撰写任务。县志办公室要继续努力工作，广征博采资料，认真考证，合理筛

选，精心编修，使新编《天门县志》早日完成，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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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胡 恒 山

在深化改革的大好形势下，适遇撤县建市，继往开来的转折时刻，新编《天门

县志》出版问世，实属一件大喜事，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l

天门县位于湖北省中部，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悠久，是湖北省著名的棉乡和

侨乡。

热爱家乡，放眼世界，建设家乡，艰苦奋斗，是天门人民的传统美德。千百

年来，天门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勇敢创造着天门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全县人民踊跃参军支前，有4800多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

同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沃土，驱散了乌云，挖掉了穷根，使人民

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

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向贫穷和落后宣战，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特别是在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使全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从来未有的巨大成就。

今逢盛世，中共天门县委，县人民政府适时组织专门人员新编《天门县志》，

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天门县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史

实和人物，重点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天门人民在革命斗争，社会变革和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光辉业绩。志书难免还有疏漏之处，但总的说来，观点正确，内

容丰富，特点突出，资料翔实，是天门县的一部珍贵的百科型资料书，它将起到

_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我相信，这部志书出版后，一定能够激励天门人民，

在新的万里长征中，继续奋勇前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做出新的更大贡献l

注·胡恒山曾任中共天门县委书记，现任朔北省政协委员会剐主席．

198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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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龙望友 胡嘉猷

编纂《天门县志》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重托，全县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的

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编纂工作自1981年开始，历经七载有余，三易其稿，今日

终于大功告成，出版问世，这是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

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可喜可贺l

天门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解放后，尤其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编纂县志，祈望有益当代，

惠及后世。为此，编纂本志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客观地反映本县自清道光元年(1821年)至1985

年的历史事实。坚持详今略古，重点记述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旧

制度，建立新政权，建设新天门的战斗历程和英雄业绩，以资存史、资治、育人。

经济建设是我们整个工作的中心，．全志以40％的篇幅记述本县经济建设和经济体

制改革的成果。单设《水利志》，《侨务志》和《棉花种植》章，以反映天门“水乡纾．．

“侨乡骨，“棉乡"的特色。对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别记入大事

记或随事入志。

全志共33卷，由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人物传，附录等组成，全书采用

章节体，语体文，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力求图文并茂，一目了然。

《天门县志》的断修时间跨度大，记述的内容多，涉及面广，缺点在所难免，恳

请读者指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骨，我们相信这部志书将为

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天门、建设天门发挥应有的作用o

1988年4月

注·龙望友原任中共天门县委记书．现任中共天门市委书记，胡嘉猷原任天门县县长，现任关门市市长·



凡 例

一、新编(<天门县志》，以马克思歹lI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运用新观点，新

方法．新材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断限一般为清道光元年(1821年)至公元1985年．但对有些事物，为了记述始末，

斯限时间有所延长，《大事记》上溯至战国，下延至1988年1月11日。《附录》中的部分内容下

延至1988年11月。

三，本志体裁，采用。序、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文体为语体文，记

述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如需记述事物的发展过程，结果，均系于

始发年份。

四、本志篇目结构，采用小篇多卷章节体。按事物的社会属性分类，事以类从，类为一

志，一般不受行政隶属关系所约柬。坚持横分竖写，参以纵横结合。篇目层次名称为卷、章、

节，有的节下设目，子目，细目。全志设33卷(含卷首、附录)，计128章，415节。

五、卷首设《概述》，以纵述本县历史和现状，提絮全志。各专志设置前言，但内容不强

求一律，或纵括大要，以补横分后纵述的不足，或阐明义例，以彰明因果联系．章，节设前

言否视需要而定。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立专卷，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为突出地

方特色，设侨务专卷，棉花专章。为避免重叠，乡镇企业不立专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分类，在农业卷内立乡镇企业章，记述其全貌，具体史

实散见有关专志。

六，机构设置不立专卷，县直部、办，’委，局等机构分别记入政党、社团，政体、政府，

政协，政法、军事等卷，其他机构则随事记述。领导人更迭表，记县、团级正副职。

七、坚持。生不立传，。入传人物系各方面的代表，以本籍(出生地)人为主，正面人物为

主。对阻碍历史前进的个别人物则写入附记。人物传以卒年先后为序，同一卒年的，以生年

为序。在《附录》中列有人物传索引，革命烈士表索引。

八，行政区划、党政机构，职官名称及地名，计量单位，货币面额等均依当时称呼。古

她名视需要注今地名。朝代名称，沿用历史正称，‘。如清朝，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或后，简称4新中国成(建)立前或后”．解放后，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9

月24日解放天门县城以后。

本志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用王朝或民国纪年，注明公元纪年(在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

时夹注)。记述中共党史，人民革命斗争史、人物传时直书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凡称几十年代，其前面无。某某世纪”字样的．均指20世纪．

①四项基本原则是。璺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攻，璺持中国共产党的锈导．垒持马克思爿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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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种数字书写规范，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载于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为准。

本志所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的为准，如统计局缺，则使用有关

部门的数字。所用数据均依当时行政区划不变。

十、本志录自国家、省(市)、地区、县(市)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县委党史办公

室的资料以及报刊，专著、正史，旧志，家谱等资料，均不注明出处。在《附录》中记有《参

阅资料要目》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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