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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高陇镇志

一九九O年十一月



编写地方志丛书说明

编写部门志是形势的新要求，是社会主义方志的新发展，

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管理分工的新产物。我县的部门志和乡镇

志在各级党政领导下，从1987年开始，经过近四年奋战，数

次易稿，现已陆续编印成书o， ．

’

部门志，乡镇志的编写以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可

续性为目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理论为指导，它具有领属小、门类全的特点，有较为翔实的

资料，可详县志之略、补县志之遗；有令人可用，后人可

鉴，为各部门提供研究史料和决策参考的作用。

茶陵县地方志丛书由各部门和各乡镇编写，经县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审定，以成书先后为序排列。因受编审水平的局

限，错误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读者予以指正。

茶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年6月2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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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胧镇党政领导合影

高陇镇各村党支书 村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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庳 吉
，J。 日

．乡(镇)修志，虽起始于南宋，渐兴于明、清时期，但

亘古及今，镇内无乡土志书。 ‘茶陵州志'中仅有高陇点滴

史实；本镇各姓修的族谱只记载了一些历史情况。为了不忘

先辈开创业绩的辛劳，珍惜今天幸福，让历史经验教训为今

天或明天借鉴。镇党委根据上级部署，在县志办的指导下，

建立镇志编纂领导小组，设镇志办公室，组织采访人员，广

泛收集资料，精心编写。在编修过程中，几易其稿。经镇党

委和政府审查修改，最后写成既反映镇的历史和现状，又具

有新观点、新特色的高陇镇志书。

t高陇镇志，是我镇“存史、资治、教化”之书·旨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它记载全镇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教卫生及风土人

情等演变过程和现代史志资料，反映高陇人民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生活状况，及思想，文化、开发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

成就，为后人提供取之不竭的研究资料，使人们“前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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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后有所鉴”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发展生产，开发资源，

总结历史，服务四化，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推向前进，

造福当代，惠及后人。 ．

整个编修工作自1987年4月着手收集资料，至1989年6

月编写成初稿，历时两年零五个月。其后，又经过再次审查

核实，终于在1991年元月铅印成书，成为高陇人民的一件大

喜事。志成，我受编纂组之托，写了这篇短文，以作序言。

镇长：谭生明

1991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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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在镇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县志办的指导下编写的。

二、本志的门类分。 “图、表、志、传”四纲，总体设

计置有序言、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附录等部分，横排

门类分篇，章、节，目等四个层次。设地理，经济，政治、

军事、文教、卫生，社会、人物等七篇。‘
’

’

三、本志资料来源： (一)实地调查} (二)查抄档

案、文件； (三)摘录报刊、书籍、旧志、家谱； (四)访

求遗闻、轶事于故老； (五)发函向外地，外单位索取j

(六)组织人员征集于基层； (七)搜集歌、谣、谚语于民

间。

四、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语言力求通俗易懂，对历史

文献，原文直录，不加评论。

五、本志时间的断限，是起自中华民国前，迄于公元

1989年底。

六、本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时为序，除对历

史上的官宦，镇贤选录若干外，其他据实叙事，不予评论，

革命烈士的动人事迹，是桑梓的光荣，予以选录，让后人崇

仰。

七、本志中图，表分别设在各专章中，做到既不“以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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