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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隆回置县以来的首部县志问世了。这部反映隆回全貌的地方志的

诞生，是全县百万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隆回地处湘西南，气候宜人，资源丰富。这里有秀丽的山川I，悠久的

历史，古老的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赧水河畔，汉代都梁县衙；望云山

侧，三国高平县城遗址犹存。古往今来，多少学者名流、仁人志士，从这

里起步，走向全国。清末思想家、史学家魏源，方志界闻人、舆地学家邹

汉勋，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谭人凤，经济学家李剑农，均卓有建树，蜚声

中外。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宝庆地方执委书记彭钟泽，中共湖南区委工运

特派员袁月斋，宝庆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欧阳秋曝，皆为工农运动壮

烈就义，名震三湘。新中国成立后，世居于此的汉、回、瑶等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战斗历程中，更创造了无

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产生了众多名垂青史的模范人物。在政治、经

济领域如此，在文化艺术园地，人们的聪明才智也得到了充分施展。滩

头年画，重放异彩，诗台诗社，遍及县境。隆回因之荣获画乡、诗乡雅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开创了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这些反映隆回历史和现状的丰富内

容，不仅必须载入史册，永存为鉴；而且有必要整理成篇，用以作为进行

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乡土教材，
作为制订振兴隆回经济的规划、措施，加速物质文明建设的县情依据，

更好地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中华民族有两千多年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历代旧志遗产极为

丰富。隆回1947年置县设治，旧有志书不可能评载隆回情况。清编《宝

庆府志》、《邵阳县志》虽有不少涉及隆回的史料，但支离破碎，不能系统

反映隆回面貌。现建县40年，新中国建立也有38年，旧貌新颜，均应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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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趁亲手描绘新图的创业者和早期投身革命的

老同志大都健在的有利时机，编纂一部总揽全县、贯通古今、囊括百科、

经世致用的隆回县志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身上。

1985年2月，中共隆回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四

家，联合作出纂修《隆回县志》的决定，随即建立领导机构，组建工作班

子，并动员全县人民共襄盛举。在编纂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广征博采。

求实存真，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有经有纬，纵横结

合。但由于远无旧志可稽，近无新志可据，史料欠全，更囿于我们的水

平，谬误遗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编纂本志过程中，在县内各部门、各机关单位通力协作的同时，省、

市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省内外兄弟县、市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帮助，外地

工作的隆回籍同志也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县志办的全体同志更

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我们深信，隆回人民必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同心同

德，开拓前进，谱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中共隆回县委书记 李仲棠

隆回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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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断限 上限不限，尽可能地上溯事物的发端。按照。详今略古”

的原则，重点记述建县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与现状。下限一般

断至1987年。

三、结构 卷首为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卷中按事业设编。每编

一般分章、节、目三个层次，共25编。105章、359节。卷尾为附录，即文

献辑存、考证辨疑、修志始末。

四、体裁 采用记、述、志、传、录、图、表相结合的体裁，以志为主，

灵活运用。 ‘．

五、本志《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凡立传者皆为本籍近、现代

的逝世人物。按卒年先后排列。未立传的革命烈士收入《英名录》。

六、全志所记地理名称、政府机构、官职等，均以当时历史习惯称

呼，必要时加注释。组织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此后名称较长

的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为“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志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一般在行文中加括号注明。
‘

： ·七、历史纪年和数字书写。历代王朝纪年，采用汉字书写朝代年号，

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记数：计量、公元

纪年和民国纪年采用阿拉伯数码书写。不等数、次第，如七八天、第一．

名、第二篇，习惯用语、成语、专用名称，如星期一、／＼级工、一年四季、一

分为二、“六六六一、“九二O"等用汉字书写。

八、本志采用的数据，一般以县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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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币，换算为1955

年发行的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货币如实记载j不予换算。1980

年以后的工农业总产值，以1980年的不变价计算。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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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一、＼ ／

隆回是一个大县。 ．

她地处湘中稍偏西南。位于东经110。38’"～111。15’。北纬27。007～27。40’。东邻新邵县，西

连洞口县，南接邵阳、武冈县，北毗溆浦、新化县。东西宽61．4公里，南北长74．6公里，总面积

2855．86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35％。辖10个区，1个区级镇，58个乡(其中1个回族

乡、2个瑶族乡)，9个乡级镇，981个行政村。1987年末，共有26．1185万户，97．2163万人。其

中汉族人口占98．18％，回族人口占1．3％，瑶族人口占0．5％，余为苗、侗、壮、满、白、彝、土

家、朝鲜、维吾尔、布依族，非农业人口占4．65％。

隆回是一个山区县。
’

县境地处衡邵盆地向雪峰山地过渡地带，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呈阶梯式抬升。西北为山原

区，层峦迭嶂，逶迤绵亘，构成海拔1300"--1400米的丘状山原台地。‘北部为山地区，四周群峰林

立，中间丘岗起伏，形成“三山一脉夹盆地”的自然景观。南部为丘岗区，地势较平缓。至高点西

北部白马山顶山堂，海拔1780米。最低点东南角云峰乡大田张村赧水河畔，海拔230米。境内

有长于5公里，流域面积大于5平方公里的河流81条，年径流总量22．46亿立方米。赧水自西

向东横穿县境南部，辰水、西洋江由北向南纵贯县境中部和西部。县境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北部小沙江11℃，南部桃洪镇

16．9℃。平均降水量1427．5毫米，接近全省平均降水量。但南北不均衡，且多集中于4～6月。

平均日照1511小时，无霜期281天，适宜动植物生长。

隆回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县。

全县现有耕地77．78万亩(水田58．74万亩，旱土19．13万亩)。除出产稻谷、麦子、红薯、

玉米、大豆、花生、苡米、油菜籽、油桐、柑桔、茶叶、烟叶、西瓜、梨、柿、枣、甘蔗等外，还有驰名中

外的宝庆辣椒、红皮大蒜、生姜“三辣”产品和龙牙百合。有林业用地219．96万亩，活立木蓄积

量239．38万立方米，活立竹蓄积1723万根，森林覆盖率41．77％。植被达200多科，1000余

种，属国家保护的树种16种。松、杉、柏、楠竹及阔叶林分布广泛，805种野生植物可做药用；野

‘生动物资源133种。家禽家畜品种繁多，尤以生猪为最。已查明的地下矿藏40余种，其中煤、

金储量较大，分布较广。稀有金属矿铌、钽、铌铁、冰洲石、独居石、绿柱石、锆石等也有储藏。有

温泉6处，均属碱性硅质水。 ，

隆回是一个历史悠久但置县时间不长的新县。

境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秦代以前为荆、楚之地。秦时隶长沙郡治下的昭

陵县，西汉为都梁侯国地。东汉属都梁县，隶零陵郡。三国时分属都梁、高平县，隋唐先后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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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高平县、改属邵阳、武冈县。北宋至民国，分属邵阳、武冈、新化县。民国36年(1947)8月始置

隆回县。县治六都寨，隶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1949年10月15日县人民政府施政后，县治

桃洪镇，隶湖南省邵阳地区行政公署。1986年1月，撤销邵阳行署实行地、市合并后，改隶邵阳

市。

． (二)

隆回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是贫困县。 。

隆回历来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在封建制度的长期桎梏下，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到1949

年，县境北部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能称得上现代工业的仅有一家以

汽车引擎为动力的仁华电米厂。全县工农业总值7421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3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很大成

就。

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铲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农业

经济，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了生产条件。38年中，全县新修水库244座，河

坝1685座，山塘16285口，电灌站505处，水轮泵站87处，有效灌溉面积55．48万余亩，旱涝

保收面积近39万亩，农机总动力9．8万余千瓦，基本实现了排灌、加工、运输、植保、脱粒机械
一

化或半机械化。1987年，全县粮食总产3550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2．2倍；油料710．5万公

斤，比1949年增长3．2倍；烤烟151．4万公斤，茶叶119．2万公斤，水果1129．8万公斤，生猪

年内出栏39．85万头，年底存栏49．59万头，水产品352．65万公斤；乡镇企业总收入4919．86

万元，农业总产值23727万元，比1949年增长3倍多。

工业从无到有，国营、集体、部门、乡镇一起上，到1987年，全县有工业企业1113家(其中

国营27家，县属二轻企业18家h已形成造纸、采矿、食品、机械、化工、建材、皮革服装、能源等

20多个门类。主要产品50余个，其中状元红酒、红梅辣酱、玉壶牌YHlo一1型和GZl2--1AB

型自动计量灌装机获全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铜牌奖；DF一1型炊事炉获全国民用型煤炉评比金

杯奖；81—2型高效节煤炉获全国节煤炉具评比二等奖；茶花牌药物香粉纸获轻工部优秀产品

称号l耐久性档案纸定为国家级“信得过”产品。198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2717万元，比1949

年增长94．6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5％上升到34．8％。

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一改过去的闭塞状况，迄至1987年，全县共建成公路63条，总长

759公里，农村简易公路连通了村村寨寨。专业运输部门年客运量587．3万人次，货运量5．2

万吨公里，分别比1950年增长978倍、520倍。

商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繁荣。1987年，全县共有商业网点

7866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112万元，比1949年增长34．5倍。农副产品收购额9449万元。

外贸出爵崽值．930．63万元。

经过38年的艰苦奋斗，隆回的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也走过一些弯路，经历了一段坎坷

曲折的过程，发展速度和效益都不尽人意。农业尚未摆脱大自然的束缚，生产还很不稳定f工业

骨干企业少，缺少创利大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收入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财政紧张，1983

年后连年赤字。1987年，农民人平纯收仅325元。属省定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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