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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机构和人员

． 沅江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任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田秋生(1982·1—1985·3)

李渐辉(1985·4—1986·12)

李树卿(1987·1—1990·1)

黄鸣皋(1990·2一成 书)
’

，，’

副主任委员 李桂生 苏琴初 余家谱 彭瑞秋+姜喜林

曹建璋 聂庆资 白德金 彭天喜 邓企华。、

廖一山 袁春华
。 ‘ ”4

委 员 龙先礼 叶恢先 吴贵祥一毛震洋 孙鸿宇

王怀胜 卢应群 李映庭 杜森尧 尹光明

． 杨月华 刘立中 祝太原 邓阳春厣硇
李润波(专职) 吴绍坤(专职)

《沅江县志》顾问 左开一 陈其光，．

《沅江县志》总纂 白德金廖一山 袁春华
7

常务蓦U总纂 李润波

副 总纂 毛震洋l奎垒堡l
县志编纂办公室主任(以任职先后为序)

李桂生(兼) 姜喜林(兼) 聂庆资，(兼)

周一青(兼) 毛震洋(兼) 李润波 ，

．

。 《沅江县志》编纂工作人员
主 编 李润波

纂稿撰稿 李润波匪互囝杨应德 邓阳春 吴绍坤

谭绍军。李海宗 汪集昌 艾小明 高成舟



§㈡。，w。龙．母淆 周 买 贡枰连

地图绘制 李海宗’ ．

摄 影 杨一九 任其舜 袁招军 杨训阶

’图表设计 皮冬玉

插 画 彭家浩
7

资料管理 涂可成
．

参加过县志编修的人员还有 ，

’

‘

’

汤澄亚一兰令白 傅作舟 陈执中 罗祥华

·，
熊友缘 熊 鉴 鲁 邹 李祥明 周尚文

．， ’，，。 舅望垫叠I张 忠 王 健 杨雪飞等

， 责任校对 ‘李海宗，。汪集昌’

⋯特邀审校 。胡长青 陈宜之
、¨：

一 《沅江县志》审稿成员

县(市)审稿小组

组 长 龚德华

副组长 李桂生

成 员 叶恢先

肖汉民

地区地方志审稿成员

胡长青 皮歧山 毛震洋

祝太原

。

’ 熊耀才 喻勋亿 钟华宝 余学文 熊汉钧

省地方志审稿成员 ．

，’。≥ 李芝发 李羽立 黄伟民 杨盛让

中国文史出版社指定责任编辑 ’。

”

龙莽高 蚩劲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沅江县志序

孙振华

：7
‘

新修《沅江县志》历经八载琢磨，数易其稿，终于成书。志喜志贺。我曾在

沅江县工作过五年，与沅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同事们多次研究过县志编修的事

宜。编史修志，旨在资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编修新县志，是承先启

后，服务“四化”，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古人云：“盛

世修志，乱世筑城。”是时，沅江政通人和，物庶年丰，t天时、地利、人和皆备，

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把编纂县志作为一项重要建设，调人员，拨专款，层层发

动，通过共同努力，终铸新篇。 ，

。

《沅江县志》的编纂者坚持和运用辨证唯物主义与巧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广

征博采，包罗兼括，记叙了沅江县一百七十多年的自然、社会和人文活动。全志

编目清晰，观点正确，文字严谨朴实，克服了旧志书重人文、轻经济，重个人、

轻群众的弊端。新志书给社会经济以明显的地位，给人民创造历史以充分肯定；7

详今略古，真切具体地展示了沅江的历史面貌，体现了浓郁的湖乡特色，反映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县情特点，是本县权威信息库。它不仅为后代积累了珍贵的

资料，还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自己工作地域内的基本情况，为施政决策，振兴本

地经济，提供科学依据。 ，

县志是本县历史的一面镜子，鉴古察今，惠及后人。县志记叙沅江从封建社

会到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经过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所起的

巨大变化，能使后人从中总结经验，吸取失误教训，分清是非曲直，彰往察来，

扬长避短，给人以借鉴。‘
’

县志还是爱家乡、爱祖国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沅江地处洞庭湖



沅江县志序

滨，怀玉钟灵，物华天宝，湖光水色，资源丰富；历吏悠久，人民勤劳，有鱼米‘，

之乡的美誉。县志彰其盛事，志其奇迹，记一县之历史，激千秋之爱憎，激励后

人“去恶而扬善，舍郓而就正"，使沅江各界人士同心同德以各尽所能，为建设家’

乡贡献力量。。‘ ．

一部好的县志，可称经世之作，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但愿《沅江县志》能

产生出巨大的社会作用。

值此，向为县志付出心血的领导同志和学者、编写人员致以敬意。权以为序。

4I

。

2

注。孙振华同志1983年至1987年，在沅江县先后任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现任益阳地区行署专员。
、

)



沅江县志序

序 二

赵炳坤

千锤百炼，卒业成书，新编《沅江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沅汪县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古往今来，编史修志，历为有识

之士所重视。可惜的是，我们沅江置县历史虽长，但所存志书却很少。已知的沅、

江县志有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知县朱永辉主修的康熙本和嘉庆十三年(1808)

知县唐古特主修的嘉庆本，之后170余年一直没有编修出新的县志。民国时期县政

府虽然先后两次调集人员，耗费巨资，编修县志，但均未能成书。历史进A．80年．

代，沅江正逢盛世，全县人民革故，鼎新，励精图治，经济迅速发展。为总结过去，

指导未来，中共沅江县委、沅江县人民政府决定编修县志，1982年组建县志编纂

委员会及办公室，并立即开始了编纂工作。县志涉及面广，编修工程巨大，尤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频繁的战争动乱和洪水灾害，许多重要文献资料流失损’

坏，更增加了修志的艰巨性。在全县人民和旅居外地沅江籍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下，。‘

在省

经过

探本

文化

实，眉目清晰，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是沅江县一个时期社会

发展的缩影，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堪为信史。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全县人民贯彻党的建设有中国

3
。



沅江县志序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建撕江。要振兴沅江，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认清县情，研究县情新县志为我们提
供了一部了解县情的“百科全书”。通过它，我们可以从掌握历．史事物的发展规律中，增加。

对现状的认识，从研究前人的治理方法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从而兴利除弊，扬

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从这个角度说，县志可作为各级

干部的辅治资政之书。
’

我们的前人在沅江这块土地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今天，沅江人民继往

开来，开拓进取，，正以无限的喜悦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

立沅江市。所以说j这本书是沅,2r-县最后的一本县志。沅江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

汗水谱写了沅江县壮丽的历史篇章，可以肯定，沅江人民一定能以宏伟气魄和创

新精神，描绘出沅江市更加灿烂的明天。 +，

‘

4



前 言

黄鸣皋

编修《沅江县志》，由沅江(县)市委，(县)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和部署，(县)市人大常

委会．政协沅江(县)市委为此分别作了决议和议案。县地方志编委会和县志编纂办公室具

体承担了这项任务。编修人员负历史之使命，受人民之重托，历经八载艰苦努力，精磨细琢，

四次修改，经市级审稿小组反复审查，益阳地区，省志编委会数次审议，认可，验收，才得

以出版问世。编修中，得到市内各部门，单位的通力合作，得到地，省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

和一些专家学者的精心指点，也得益于市内社会贤达和沅江籍在外地的有识之士的悉心支持

和无私奉献。新县志体现了众手成志的特点，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借此，向编修《沅汪县志》

作出了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z

。· 新县志所辑内容，一般自清嘉庆至撤县改市之间，跨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计170余

年。要把这悠悠岁月．漫漫历程中的沅江大事一一记载下来，达到汇百年于一处，集万事于

一书之目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沅江县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

要客观真实地录入史册，这是何等艰辛．何等繁杂的任务!沅江传统文化基础薄弱，文史资

料积累不多，加上民国时期的战乱以及连年屡发的洪灾，档案文献多被毁坏，使编修更加困

难。好在县志办的同志锲而不舍，发动群众，广征博采，兼收并蓄，搜集了千余万字的资料，

并把这些繁杂的史料经过系统整理．筛选和科学的编排、编纂，终于完成了这部90多万字的

。新县志。

在编纂志书中，编者坚持言必有据的原则，将社会变化的兴衰规律寓于记事之中。可以

说，新县志是一部地方信史，是一部较完备的地方史料工具书。志书运用较翔实的资料，反

映了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勤劳勇敢的沅江人民改天换地，’不断前进的历程。回

首往事，沅江由一个贫穷的三等小县成为二等县，然后发展成为鱼米之乡富裕县，。直到改县

建市，这些变化，难道不足以给人启迪，。令人思索吗?

这次修志，正是县志终结，市史新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时代给

我们每一个沅江人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编者企望读者对县志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以

便今后编修市志时借鉴。

注。1988年底，沅江撤县改市。本志所记机构．职官称谓以此为界。其前为县，后为市，如1988年前称县委，

县长，其后为市委，市长，不另说明。
’



编辑说明

一，本志编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系统记叙沅江县自然和社会

的状况。以今为主，古今兼收，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突出社会主

义时代特色和县境地方特点。

二、本志断限，上为清嘉庆二十二年

(1817)，下至1985年。为探索历史源流，允

许个别事物追溯到有考的阶段，以记叙其发

展脉络；为适应县改市的特殊情况，“大事记”

对1985年信至1988年前的大事，略有记叙。

三、篇目结构，采取篇，章、节、目4

个层次。按先自然后社会、先政治后经济的

顺序排列。以“大事记”为经，提其脉络而

包举各篇章之纬。篇章设置，按事物性质类

别而定。为突出地方特点，对县内主要产品，

如水产，柑桔，苎麻、芦苇等，皆独立设篇

(或章，或节)，以显示其地位；粮油商业，

血吸虫病防治等，也单独立章；另设“经济

综述篇”，以记叙经济各篇章之共同要素，

反映经济的综合特征。

，四、志内数字，除引文．序词，专用名

词外，举凡计数，一律用阿拉伯字。时间表

述：清以前用帝号纪年，后附括号注明公元

纪年。中华民国至1949年10月1日，先写民

国纪年，后括号注公元纪年。“光复”，指1945

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解放后”，指1949年8

月以后。“新中国建立后”，指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元纪年和民国年

号用阿拉伯字，朝代用汉字录著。

2

五，本志采录各项数据，均取自历史档

案中官方文书资料和县统计局现有统计资料o．

统计局所缺数字，则取各主管部门或可靠调

查资料。计数概以当时地域范围为准。·

六，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叙体，引

录摘抄文言资料时，除个别特定词语外，其

他均译成现代语言。

七、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和历代职官，

均用当时习惯称谓；计量单位，按当时历史

习惯记叙，计量对比数则换算为公制。海拔

高度按吴淞口为零点计测。

八．各个时期依地名命名的行政机构，

均随地名变动而变更。如1980年，台公塘更

名为马公铺，其台公塘公社随之改为马公铺

公社。行政区划所属机构名称，亦随行政名

称变化而变更。如1984年各公社，大队，生

产队改为乡．村、组。原区划内所属机构亦

相应变更，“××公社中学”改为“×X乡

中学”；社办工厂改为乡办工厂；社队企业

改为乡镇企业等。此类变更文中不再一一

注明。

九、本志所用资料，均经考稽筛选，编

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个别不能鉴别的异说，

则附说明。

十，行政区划，择其关键性的变动加以

记叙。1985年，万子湖，团山和马公铺3乡

分别改为捕捞总公司和农场，隶属琼湖镇，

次年复改成乡。因其存在时间不长，故在建

置中仍以乡建置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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