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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编《房县志》出版问世，是社会主义时期房县新编方志的首批

． 成果，值得庆贺。， ，

房县绵亘千里，历史文化悠久，名人轶事甚多。自秦置房陵县至’

_。 宋代，共有十四位王侯在房县生活过。‘史载尧子丹朱避舜于房陵，死l‘ t．

后葬于此。西周太师尹吉甫诞生于此，辅佐周宣王，一死后葬于故土。?j

．。 晚清邑人丁入杰，少年从戎，辛亥革命后，参加中华革命党，随孙中‘

；7． 山南下广东护法，后任粤军总参议职。 ’，

．： 。：。

。．曩 房县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与?；々‘精神。自秦至清，这里曾暴I

I，’． 发过百余次农民起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贺龙和革命先烈柳直苟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部在这里浴血奋战，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彗
4j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写下了新的篇章。

’

’。， ；；

，^ 新中国建立后，房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继!

毫． 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重重困难，古老的房{

jjj 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房县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狠抓治理整顿，各项事业

j’#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是地方科学；

文献，是县情的忠实记录，是帮助我们了解认识地情的工具书。它记

。述一个地区千百年来自然、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于-·

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无 ：，



裨益。当今，一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精神和采取科学方法编修的新县志，无疑将为本县施政决策、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系统的科学依据，在发挥社会效益上起着重大作

用。

作为在中共房县县委工作过多年的人，出于对房县改革和建设顺

利发展的热切期望，出于对《房县志》编纂者们工作成果的祝贺之

情，且遵嘱，作此序。 ’、

注：王启刚曾任中共房县县委书记，现任中共郧阳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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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县志》编纂工作，自l 9 8 1年着手至今，历时九载，七易。，。

其稿，终致问世。作为房县的党政负责人，甚感欣慰。 j

房县东达江汉，南抵长江，西通川陕，北依武当，资源丰富，历’ 一

史悠久·在历史的变迁中，千里房县以其显要的战略地位和良好的自

然条件而倍受注视；历尽沧桑，留下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壮丽画卷。节

近百余年来，却一直无志记载，实为憾事。盛世修志，自古亦然。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县志办公。

室全体同志克服困难，广集史料，精心编纂，历尽甘苦，使历史空白

得以填补，为全县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值得庆贺。

新编《房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记述了

房县自公元1 8 6 6午(清同治五年)至1 9 8 5年．计l 2 0年自

然、社会等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较好地体现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t。

色。该书承上启下，统览古今，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集综合性、知

识性、可读性于一体，是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不可多得的“百科全：

书”。
、

，
．

i 新编《房县志》，承蒙省、地有关领导和专家悉心指导，县直各+，。

单位大力支持和县志办公室全体同志辛勤劳动，即将出版发行，这是．．

·房县文化事业发展史上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值此，我们仅代表中共房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向为关心、支持《房’，·

一县志》编纂，出版的湖北省、郧阳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向各级领导、：

o’、’，y．t ‘；．岁．j’。 ¨o，{o～ ，
‘

：
’

k，
1。

． i}’



专家和编纂人员以及出版发行单位，致以最诚挚的谢意l

注：何儒方现任中共房县县委书记

罗正保现任房县人民政府县长

啊



凡 例

一，新编《房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精神，详今略古，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限清同治五年(1 8 6 6年)，下限公元

l 9 8 5年。《大事记》和《自然灾害》为补旧志之缺，适当上溯。

三，全志为纲目体。先综述，再大事记，后分类立目，一般分四

个层次。全志3 0卷，9 0万字，重点记述近代和现代史实。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资料

大部按事以类从的方式处理，不受机构隶属关系局限。政党、社团、

地方政权机构、司法、军事、财政、金融、教育卷以综述历史，横陈

现状为主。

五、入传人物，为本县有影响已故人士，不分职位，政治面貌，

以卒年为序；领导人更迭，只记县团级正副职，其他则因事系人。

六，本志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朝代记年，每节首

次出现，则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

公元记年，文字表述统称“新中国建立后"或“建国后"。

七、本志所用各项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为依据。若统计资料

缺，则取部门提供数字·其书写规范，以l 9 8 6年l 2月3 1日

<人民日报》公布《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

八、本志资料，来自国家、省、地，县馆藏及史书和各部门专业

志，谬误之处已作考证，不一一注明出处。

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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