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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利县志

序 一

卓康宁

我记得在编写1990年版《慈利县志》时，曾邀我为县志写篇序言。我当时

讲，最好请老一辈的同志或市、县委领导同志写。后来，他们请到了在北京的

慈利籍老领导张沈川同志，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老战士、九十高龄的长者、值得

我们县骄傲的一位老前辈。他写的那篇深情的序文，至今读来，令人肃然起
敬。

近年续修县志，又约我作序，我想了想，这次不应该推辞。那么，写什么好

呢?再去讲我们县何时建县，修了多少次志，怎么物产丰富，怎么人杰地灵等

重复的话，大概就没有特色了。这次续修县志主要是记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

化，其人其事历历在目，大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亲自耳闻目睹之事，可

以说这本县志记载的是全县干部群众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盛时修志是大好事。新中国成立后两度修志，喜上加喜。我觉得这本续

修的县志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对全县历史沿革、秀美山川、经济社

会、文化科技的发展，靡不留心访求，周察详载；二是体例完备，条分缕析，文字

简洁，图文并茂；三是编辑思想严肃务实，秉笔直书，客观公允，没有虚假表述，

没有故意拔高。由此充分说明全体编辑人员的高尚品德和可贵的敬业精神，

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儿行千里母担心"。我作为一名远离家乡50多年的游子，奔波于三湘四

水之间，但--N也没有忘记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请家乡人民放心：我和许多

在外地工作的慈利籍同志一样，无论是青年时期、壮年时期，直至现在古稀之

年，我们都是朝朝暮暮思念家乡，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我们不会忘本，不会

忘根，不会忘恩负义，更不会对家乡人民说假话，打官腔。因为我们的家乡是

一块红色的土地，革命老根据地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先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流血牺牲。想起他们，我们就应该忘我地努力工作，好好为人民服务，绝不

能做不利于人民的事；还因为我们的家乡是一个绿色的家园，武陵源世界自然

遗产，好山好水好风光，中外知名，我们县又列入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谁个

不称赞，谁个不向往。当然，我们也深知家乡是山区，工作比较艰难，部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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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比较贫困。我衷心希望家乡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继续发扬艰苦奋

一斗的精神，搞好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早日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生活平安。
我们在外地工作时间较长、年岁较大的几个乡友，总喜欢交流家乡的变

化，特别是对交通、电力、水利建设、扶贫救灾工作、旅游资源开发、农业结构调

整、干部勤政廉政、群众团结互助以及文化教育、高考出了“状元”等方面的喜

讯尤为关注。大家都为县、乡同志们辛勤出色工作感到欣慰和鼓舞，并对他们

表示敬意。尽管有些同志(包括“文革”前的同志)已经调离慈利，人们仍然在

念叨他们，怀念他们。当然，我们也听到过一些对某些同志的埋怨和批评，说

他们工作飘浮，贪污腐败，尽说大话、空话，就是不干实事，整天盘算自己的名

利，不关心群众的疾苦。这样的人尽管早走了，但是骂名还留在那里。其实这

也不怪，历史是无情的，群众是公正的。

上面这几段话，不像是一篇县志的序言，倒像是一个年老的老乡说的一些

老话。如果放在县志前页不合适，可以考虑在编后语中提到一下就行。“心到

神知”，我的心和家乡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o

2006年12月

(作者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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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刘 桦

中华修志几千年，

资治教化代代传；

今喜县志功告成，

继往开来谱新篇。

这并非即兴之作，只是我审阅续修《慈利县志》后的几句感言而已。

我国修志，源于鲁之《春秋》、楚之《椿杌》，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我省

修志，始于晋代的《荆州记》和《湘中记》，也有1600多年历史。

我县修志，始于宋代编修《慈利图经》，距今约有800余年，在澧水流域诸

县(区)中是最早的。我县明代修有宣德、景泰、成化、万历4部《慈利县志》，现

仅存万历志1部；清代有康熙、嘉庆、同治、光绪(图志)县志和《九溪卫志》刊

行；民国有县志和《九溪卫志》各l部。这些县志和卫志，为我们认识、了解、研

究慈利的过去，进而开创未来，提供了充分可靠的依据，已产生不可替代的作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主义

事业蒸蒸日上，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盛世。县委、县政府按中央统一

部署，领导编纂了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即新修《慈利县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巨变空前，我国

社会主义新时期出现了更为完美的又一盛世。盛世修志，是有益当代，惠及子

孙的大事，十分重要。县委、县政府按国务院统一部署决定续修《慈利县志》，

于2002年5月成立编纂机构，于次月初正式起编。经过3年的辛勤笔耕，于

2006年1 1月已完成续修的总纂任务。

续修《慈利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Xljd,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慈利县

1978～2002年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与现状。

续修《慈利县志》的内容非常丰富。凡慈利县悠久的历史、丰厚的人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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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日新月异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社会事业、日臻完善的

基础设施、焕然一新的城乡面貌、不断改善的人民生活，等等，都记述得甚为翔

实。阅后，我觉得记述特别突出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正本

清源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慈利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致力于改革、谋求于

发展的各种实事；改革不断深化，各行各业迅猛发展，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慈利的区位、资源等优势；以五雷山、漤江风景区为支点的张家界东线旅游的

新亮点；慈利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方特点和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

特点，以及各种专业特点；纵述事物所彰明的因果关系，所揭示的发展规律，等

等。可以说，这部续修《慈利县志》的记述，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完全可以光耀

于史志之林，应予充分肯定。

前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国历代开明君主、

仁人志士治理国事，以志为鉴，不乏佳例。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主席查阅各

地府志、县志，把握地情，作出决策，争取胜利，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今天，我们

要认真学习这部续修《慈利县志》，从今昔无所不包的县情资料中，全面深入地

了解慈利的过去和现在，特别是改革开放25年来的新发展、新经验、新规律，

努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一步实施“旅游带动，工业强县”的发展战略，落实

好科学发展观，谱写出慈利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编纂洋洋百万言的续修《慈利县志》，全体编纂人员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

五度寒暑，五易其稿，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付出了艰辛的智力劳动。同时，在

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专家的关心和指导；

得到了全县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各单位的积极配合。在此，我谨代表县委、县政

府，向全体编纂人员和关心支持过这项工作的各位领导、专家及同志们，表示

诚挚的谢意!

我相信，续修《慈利县志》刊行后，全县将出现一个学志、用志的新局面。

这部续修《慈利县志》的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将不断得到发挥，将不断促进

全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慈利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是为序。

2007年2月1日

(作者系中共慈利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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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杜亚玲 朱用文

续修《慈利县志》，经过全县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全体编纂人员五度寒

暑、五易其稿的辛勤耕耘，现在终于刊行问世了。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要成果，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对此，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慈利物华天宝，资源丰富，素有“银澧金慈”之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慈利这个美丽的地方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土地、矿产、水、生物、旅游等

得天独厚的资源得到了慈利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一个资源大

县正在向经济大县转化。

1978年以后，由于拨乱反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环境，一、二、三产

业不断地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到

2002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20．6亿元，为1978年9108万元的22．62倍；全县

国民经济综合效益不断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49元提高到

2002年的3053元，在1999年提前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

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县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仅预算内收入到2002年达

23389万元，比1978年增加21828万元，增长13倍。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随

之得到不断提高。到2002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1 1．13元，比

1989年增加5528．61元，增长4．7倍，年均增长率为7．5％，高出1978—1989年

的5．2％的平均增长率；全县农民人均纯收人1998元，是1978年的25．61倍。

以上说明，慈利向经济大县转化的速度及变化是空前的，前景是美好的。同

时，全县的社会事业不断发展，特别是教育、科技、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一日千

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总之，改革开放后，慈利是社会稳定，百业兴旺，形势

喜人，令人振奋。

本届的续修《慈利县志》，对以上的方方面面都实事求是地作了全面具体

的记载。其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且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堪为

一县之百科全书、一县之信史。

修志是一种学术工作，修志的过程就是做学问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辛的脑

力劳动。全体编纂人员为了编纂出一部颇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的续修《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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