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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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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门一角 摄影叶文清

沈家门渔港 摄影丁文宏



海天佛国——普陀山 摄影1‘文礁

省级东港经济开发区一角 摄影叶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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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物 摄影丁文象

桃花岛“定海城” 摄影章崮鹰



一海洋灯光围网捕鱼摄影丁文宏

／海水养殖摄影蒋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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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运动 摄影尊㈦哓

鱼市早晨 摄影J‘史宏 滨港夜排档 摄影章㈣鹰

东港莲花山庄摄影蒋曙·F



丈岩月夜摄影尊嘲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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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在中国位置图

普陀区在长江三角洲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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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普陀县志》已于1991年11月出版，其下限为1986年。1987年，县改置为

区。置区之后，自1987年至1995年的九年间，普陀经济登上快车道，经济实力上

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和城乡环境旧貌换新颜；人民生活显著改

善，已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时代和自己谱写了辉煌的

篇章。

在经济迅捷发展的年代，面对千头万绪的经济工作和社会问题，普陀区的党

政领导仍然重视编修志书这项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调集精兵强将，续修志书，

如实地记录当地地情和民情的变化以及所进行的种种重大事业，同时较深入地

反映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一言以蔽之，就是记录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全面深刻地记取经验、教训，指导今后工作；对于开展思想教

育以及保存真实史料等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

《普陀区志》是《普陀县志》的继续。社会主义时期第一届新方志之后如何续

修，这是当前全国方志界共同关注并正在探讨的问题。《普陀区志》可以说是本省

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的首部续志，也是为续志开展的百家争鸣中的一家，百花齐

放中的一花，是具有开创之功的。

新方志的续志工作，关系到整个方志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没有续志，方志事

业就不可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可是续志何时进行，如何进行，当前方志界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普陀的领导和志办同志出于对方志事业的执着，从实

际出发，征询各方意见，以成书的实际行动交了一份可贵的答卷。

《普陀区志》遵循修志“贵因更贵创”的思路，在前志的基础上，跳出现有流行

的模式，拓展思路，从地方实际和时代特点出发，立纲设目，谋篇布局，既是志书，

又不同于一般的志书。全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引人瞩目。

第一，以详见长，以细取胜。普陀区面积为6730平方公里(包括海域)，人口

32万余，记述的时间跨度仅为九年，却用了140余万字，可见其突出当代，既详



且细。

第二，从时代特点出发，将志书的重点放在改革、发展和建设上。志书中立专

章记“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开发区建设"、“风景区建设"、“城乡建设"等。建设和

发展是我们时代的重大课题，志书详尽地记述了近年来进行的各项建设和建设

的各个侧面，历记建设的过程和实效，贴近时代，反映实际，把握住了时代跳动的

脉搏。

第三，面向海洋，放眼未来。普陀踞东海之滨，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海域面积

为全区总面积的94．26％。茫茫大海蕴藏着丰厚的资源和巨大的功能。全书设

“海洋资源"j“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水产品加工"、“海盐’’等专章予以详

记。同时，设“环境保护"章，引导人们在开发海洋的同时关注海域环境的保护，这

对当前人们了解海洋，下个世纪大力开发海洋，提供了翔实的资料1，将起到不可

估量的作用0 i’．

当然，如何续志，根据不同的地情和特点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目前关于这方

面的议论不少，成书却不多。《普陀区志》的问世，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对于整个

方志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普陀的党政领导和修志同行在十余年间，为这方热土和人民修纂出两部志

书，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喜事。“人生难修两回志”的传统说法已成过去。“一生能

修两回志”的现实除了值得庆幸之外，也说明方志工作者甘于艰苦、辛苦、清苦，

并以苦为乐，终生追求，乐此不疲，这是一种多么值得发扬的可贵敬业精神。

修志十余年间，我为志书写过一些序言，可是为续志作序尚属首次。由于对

续志工作研究不够，很可能言而失准，话没有讲到点子上，可是内心却充满喜悦。

相信“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

方志事业，一定会一代一代地继承、发展下去。

魏桥 ：、

1997年12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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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普陀区志》的编辑出版，是我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值得祝贺。

自1987年普陀撤县设区以来至1995年，是普陀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

的时期。九年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改革开放迈出新的步伐，城乡面

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日益提高。为使人们全面了解这一时期全区经济、社会的

深刻变化，生动展现普陀广大干部群众的奋斗业绩，在《普陀县志》基础上，又编

纂了第一部续志——《普陀区志》。区志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贯穿全志，突出党

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体现当今普陀的区情特色和时代风貌，全面

系统地展现九年来全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面貌。

区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集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于一体，不失为普陀日后资

治之鉴，亦为人们认识普陀、了解普陀提供丰富史料。

编纂区志，是一项综合性文化工程。《普陀区志》的编纂既要体现续志的特

性，又要注意形式的创新。全体编志人员殚精竭虑，辛勤笔耕，历时一载有余，凝

聚众人智慧，编成这部百余万字巨著。在此，谨向为编纂本志付出艰辛劳动及关

心、支持、帮助编志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读志明史，温故知新。编志的目的在于应用。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把学习和利

用《普陀区志》结合起来，读好区志、用好区志，自觉以史为鉴，立足普陀，放眼海

洋，充分发挥普陀的地域和自然资源优势，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在以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励精图治，共同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政

治安定、文明富裕的新普陀而努力。

谨书简言，权作为序。

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书记 虞洁夫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区长周克非

1997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为《普陀县志》的第一部续志。普陀于1987年县改置区，故定名《普陀区

志》。

二、本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改革开放为主题，经济发展为重点，突出党的领导

决策作用，突出先进人物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突出时代和地方特色，全面系统记述

全区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编成一部富有普陀风情特色的“区情书”和

地方科学文献。

三、本志按科学分类和社会实际分工运作编排，分章、目、子目三个层次。采用以

志为主，述、记、志、传、录等综合体裁撰写，辅以照片、图表。全志以总述开端、大事记

殿后，中设46专章，末尾附索引，以方便查找阅读。

四、记述时限：一般按《普陀县志》下限延续九年内记述，即1987--一1995年。上限

与《普陀县志》下限相衔接，下限与国家“八五”计划末相一致。有的特殊事物，为保持

其完整性，记述时间延至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7年。

五、记述范围：在续志时限内新出现的事物系统完整记述；《普陀县志》下限后延

续的事物按延续九年记述；对《普陀县志》时期内记述不详或未作记述的重要事物予

以补记；对区域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地质地貌、海域、土壤植被、自然资源、岛

礁、姓氏称谓、风俗习惯、方言、民间传说等方面内容，在短期内变化不大，《普陀县志》

已有全面记述，本志予以省略。乡镇区域调整记人行政机关章中。

六、本志资料均由各乡镇和区属及驻普部、省、市属各编写单位提供；各类统计数

据以区统计局资料为准，区统计局没有的由各编写单位提供；并从区档案馆、本单位

档案室查用部分资料。一凡本志资料、数据均经反复核实，准确可靠才予以录用。

七、缩略语：本志中凡涉及1987～1995年均简称“九年"。中国共产党舟山市普陀

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舟山市普陀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区委”、“区纪委”。浙江省

人民政府、舟山市人民政府、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简称“省政府”、“市政府"、“区政

府”。舟山市于1950年5月17日解放，此前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

八、计量单位、纪年、数字运用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九、本志所述各类行政区域名称，均以当时建制名称记述。其他地名用现行法定

标准名称。 。国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