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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家吉

《京山县志》问世，适逢九十年代第一春，深表庆贺。

京山县北倚大洪山，南临江汉平原，山水秀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

命传统。早在4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劳作，创造

了举世闻名的_屈家岭文化刀。西汉末年，新市人王匡、王凤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

二次农民大起义——绿林起义，名贯古今。辛亥革命时期，永隆人刘英、刘铁率

众响应武昌首义，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一支劲旅，名垂青史。抗日战争时期，京山

又成为鄂中抗日根据地，李先念，陈少敏运筹八字门，驰骋鄂豫边区，功勋卓

著。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京山战祸频仍，农

业衰败，工商凋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继承光

荣的革命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群策群力，医治创伤，发展经济，振

兴文化，使京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

县政府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前进，大力发展农业，使京山成为全国50个商品粮基

地县之一，湖北省优质棉出口基地之一，全国瘦肉型猪生产基地县之一，积极兴

办工业，机械、冶金、轻纺，建材，食品和饲料加工五大体系迅速形成，部分产品

打入国际市场，商业市场活跃，公路四通八达，城乡日趋繁荣，人民逐步富裕。、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京山县志》展示了京山的历史和现状的真实面貌，记

载了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反映了京山特色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着

重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这是京山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我相信，京山人民一定会借鉴县志，认识

京山，热爱京山，建设京山，振兴京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京山建设

得更加繁荣美好。

1990年1月

注。王家吉曾任中共京山县委书记，武汉市剐市长，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序

爨带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0周年之际，新编《京山县志》付梓了。这是奉献给建

国40周年的一份厚礼，也是敬呈给京山全县人民的一件珍贵礼物。京山县志编纂

委员会负责人周克强和县志办公室主任黄述振同志邀我为之作序，不胜感奋。捧

读文稿，欣然命笔，以示祝贺。

修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化，辉煌的成就．藉史志世代延续，展示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书写了一

部部劳动创造的篇章，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历史借鉴。

县志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记述京山历史的志书绵延不绝。早在南宋

时期就有《富水郡志》，到明代又有《安陆州志》(含京山四卷)，《京山县志》、《京山

县续修志》等。清康熙十二年和光绪八年，曾先后修有《京山县续志》和《续修京山

县志》。之后，即从清光绪八年(1882)到新中国成立40年的百年间，京山史志修

纂中断。然而历史的链条不能斩断，记录京山百年沧桑巨变史实的任务，就光荣

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京山县百年来的光荣历史为我们修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鸦片战争以后．中

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动荡和振奋人心的变化，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聋i
主的新中国，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过去

的百年里，生长在京山这块土地上的无数英雄儿女，为了争取全民族的自由、解

放、幸福，文明，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的业绩：‰
和辉煌璀璨的现代文化。革命先烈的英魂和精神构成了京山百年历史的主旋律，

同时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京山人和后来者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奋斗。

京山县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就为我们修志增添了多彩的内容。建国后40

年来，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京山县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

县农业生产实现了稳产高产，地方工业从小到大，城乡市场繁荣兴旺，科学、教

育、文化、卫生事业飞速发展，城镇建设日新月异，旅游开发名扬鄂中，人民生

活逐步改善，精神风貌大为改观⋯⋯往昔人们印象中的贫穷、落后、封闭的京山

注。张依忠现任中共京山县委书记．



已不复存在，一个充满生机活力、朝气蓬勃的京山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

前。这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巨大威力的体现，是全县50多万人民用心血和汗水辛

勤浇灌的硕果。改革出盛世，盛世好修志。改革的成就将在京山县志上留下不朽

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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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得失万。几年来，我与县委的同志们一道工作，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做好

一个县的工作，不仅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要透彻了解县情。这部县

志的出版，对于帮助我们和后人进一步认识县情，探求规律、科学决策、避免失

误，必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顺应时代的要求，京山县于1983年正式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设置机构，配

备人员，经过近200名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86年撰写出初稿。尔后，又

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反复修改、评议、审定。

新编《京山县志》的时限为1882,"-,1985年，内容纵述历史，横涉百科：首列综

述和大事记，主体包括地理、农业、林业，水利、畜牧、水产，土特产、工业、

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金融、财税、工商管理、人民生活、1

政党社团，政权、劳动人事、民政外事、公安司法、军事、教育、文化、科技、

卫生、体育、风俗，方言，人物共31篇、百余万字。新修县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广采博纳，去伪存真，“不虚美、不隐恶”，客观地、实

事求是地展现了京山百年来的历史脉络，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体现了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修纂原则，为各级各部门研究京山历史、分析县情、指导工作提供了

科学依据，对广大人民群众将会起到教育启迪作用。

修志是一项清苦的工作，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和全体修志工作者，几经寒暑，

数易其稿，字里行间凝聚着大量心血。借此机会，我谨向为京山的史志事业作出

了贡献的修志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1989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

是地记述京山县百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清光绪八年(1882年)，下限为1985年。视记述需要，少数地方适当上溯

或下延。

三、根据“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予4大事记”和有关各篇。

四、本志“人物篇”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对社会有重要贡献者为主，亦收录少数对

社会进步有较大阻碍作用的人物。人物传、录以卒年为序。

五、本志体裁有述、记、志、传、录、图、表，以志为主体，凡3l篇，按地理，经济，
政治、文化顺序排列。

六，本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解放前”、“解放后’以

京山全境解放时间1948年6月为界。政区，地名、机关名称均采用当时称谓，必要时加注今

名。

七、民国以前采用历史朝代纪年。民国时期，民国和公元纪年兼用。概述和正文。(一)-

这一层次中第一次出现历史朝代和民国年代时，加注公元纪年。人物篇使用的年号和1949年

起使用的年号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书写l遵循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沿用当时习惯用法。

九、本志资料，部分取自各级档案馆藏，部分由县党，政各部门提供。革命烈士名录以

县民政局资料为主。革命斗争史料以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资料为主。数字以县统计局资料

为准，统计局资料中所缺的数字，采用主管单位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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