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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一

中共南华县委书记 闺 柏

南华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 能

南华县第二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南华县志》(1986。2002)，迎着2l世纪的朝阳，乘党的

十六大东风，迈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南华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又

一大成果，也是全县23万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修志是利

国利民、裨益后世、惠及子孙后代的民族优良传统，南华县编修地方志的历史悠久，清康熙

四十三年(1704年)，时任镇南知州的浙江余姚进士陈元编修了康熙《镇南州志》，开创了南
华修志之先河。此后便有咸丰《镇南州志》、光绪《镇南州志》、民国《镇南县志》相继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

以恢复，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迎来了全国性兴修社会主义新

方志的热潮。乘着盛世修志的强劲东风，南华县于1982年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开始新时期第一部《南华县志》的编修，1996年正式出版发行。1997年3月，县政协委员提

出要求组织征集10年(1986—1995)地方志资料的提案后，县人民政府于8月召开全县各级

各部门、乡镇领导及办公室人员参加的“南华县地方志工作”会议，随后的两年间，共收到

地方志资料140多万字。一些专业志、部门志相继问世，至2004年累计出版部门志20部

503．4万字；共出《南华年鉴》8部431．9万字，开拓了地方志工作的新领域，使之成为反映

南华县情最具权威性、时效性的载体，为续修《南华县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是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最后一年，人类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续修《南华县志》

工作提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十三届县人民政府于2月25日召开第25次常务会

议，作了专题研究，决定启动续志工作。是年5月，县委发文成立续志编委会，要求各乡镇、

县级各部门，中央、省、州驻南华各单位也相应成立续志编写领导小组，配备资料员，形成党

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的工作体系。通过各级各部门协调

配合、全体续志工作者共同努力，发扬“存真求实、淡泊名利、拼搏进取、无私奉献”的修志

精神，以修志为荣，甘于清贫，埋头苦干。历经建立机构、动员培训、征集资料、精编细核、

反复修改等阶段，终于众手成书。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着全体修志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

值此，我们对所有为修志工作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续修《南华县志》认真汲取上届志书的经验教训，吸收4部旧志之精华，摒弃旧志中穿

凿附会的“星野”，夸大其实的“十六景”、封建思想的牺牲品“烈女”以及荒诞不经的“仙

释”等糟粕，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
并用和篇、章、节、目结构，横分门类，纵述史实，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政治性于

一体，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南华县1986～2002年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的发展

状况和重大事件，客观地反映了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进行三个文明建设的成
果和经验教训。

1986-2002年是跨越两个世纪的17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改革逐步深化、开放逐步扩大的17年。此间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

。?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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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华县志

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重大变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第二

步，各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

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续志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浓墨

重彩地着力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纵贯17年，横陈百业，浓缩时代气息，荟萃南华

精华，全面系统地记述南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再现“三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同

时续志还散发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使之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读后如闻其声、见其形、临其境、感其势，是一部资政辅治、传承文明之典籍，也是了解

县情乡情的地情工具书。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续修

《南华县志》记述历史、揭示规律、昭示后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全县各级党组织、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人士不妨认真读一读，开展读志用志，开发利用方志

资源，以史为鉴，加强执政能力和参政能力建设，继续谱写好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创造2l世

纪更加辉煌的历史。

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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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3

序二

中共南华县委书记 纳云德
南华县人民政府县长周兴国

盛世修志，以资政教化，乃中华之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南华这片热土，政通人和，社会

适逢盛世，中共南华县委、县人民政府毅然定策，拨付专款，调集专才，续修县志，溯古及今，

追述改革之兴废，记录开放之得失，扬马列之理论，铸社会主义之丰碑，鉴往知来，坚定信念，

17年间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风俗等方面的演变，可称得上是一部记载我县

改革开放史的“百科全书”。续修的《南华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南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历程和伟大业绩，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

雄心。新县志的编纂成功是全县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盛事，可喜!可贺!

该志门类齐全，贯通今往，是我县具有权威性的县情资料库。对全县各级各部门的行政管理人

员来说，是一部很好的“资治之鉴”；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是一份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县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客居国外、港澳台地

区及其他省市的南华籍专家学者和其他家乡儿女来说，是一座沟通信息、加强联系的桥梁，有

助于加深对故乡的悠悠思念之情，为振兴南华贡献力量；对于曾在南华这块土地上工作过的革

地客商来说，是一份增进认识南华、了解南华、推介南华、投资南华的宝贵资料，对推进南华

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建设南华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热情关怀和帮助，曾在南华工作过的老同志积极为之提供史料，前任领导曾为之精心筹划，谨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要“以志为鉴”，充分运用这部新方志，总结经验，承前启

2广



4 南华县志

进，同心同德，开拓进取，自觉置身于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既脚踏实地地工作，又敢于吸收一

切有利于强县富民的先进经验，实现南华发展的宏伟蓝图。在奔小康的征程中，把南华建设得

更加繁荣昌盛，让未来为南华谱写出更加光辉的新篇章，祝愿南华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事业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迎接更加光辉
灿烂的明天。

2006年4月



凡例 5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南华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政治|生相统一。 ·

二、本志上起1986年1月，下迄2002年12月，为了与前志衔接和体现纵不断线的记述要
求，部分史实适当上溯和下延。

三、本志资料，在时限和本县辖区内客观存在和发生的一切涉及自然、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各方面的事物及事件均作收录，重点反映动态内容。

四、本志在体例结构上既承袭传统，又结合信息网络时代的新要求，采用小编条目体，分

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采用语

体文记述，文风力求准确、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寓观点于记述之中，适当评述以正确引导
读者。

五、本志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各专志、人物、附录、索引，以各专志为主。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上起于1986年，止于2005年12月，其中，

1986—1989年为补上届志书遗缺。 “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通例，上溯至1903年。人物排

列以卒年为序，以传记、事略、名表、名录和以事叙人方式记述。

六、本志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数字为准；未纳入统计的，以各部门上报数字为准。机构名

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地名以缡华县地名志》为准，未纳入地名志，也未经
正式命名的以当地政府上报为准。

七、本志纵述中，如需要通过数字对比来反映发展状况，对比数字的选择一般采用上、下

限年份，中间按5年分期，即：一般选用1986年、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2年的数字
进行对比。

八、本志资料取之于各单位提供的资料，部门志(专业志)、调查资料、县档案馆及各单位

档案，新闻媒体刊登(播发)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各乡(镇)人口民族统计表统计数据，使用县统计局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局未统计的项目，使用各部门提供、统计局认可的数据。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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