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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溪县志

《纳溪县志》编纂机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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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采集

打 字

摄 ．影

编纂委员会

李锡炎曾志刚刘方甫钟比文黎文辉

魏光荣

．吴国强曾克难程洪富孙东行

王应重龙介秋任元善朱东明刘应龙

许长寿许绍堂张光祖李旺惠李润德

’周胜培杨承厚杨乾敏金清赵洪彬

程定仁雍学良熊忠杰廖君清潘之恕

办公室

廖君清

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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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东行

龙介秋

张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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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良明

何跃祖

马克诚

王永贵

赵继红

李润德

杨仿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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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舆王远仁汪义民

杨经纬杨国海王跃远周燕

母玉铭朱东明朱少平胡家驹

周厚泽李毓仁侯剑苹陈仲康

费广志李茂平．袁坤亮陈文权

向昌其李国富韩宗罄石绍霖

刘延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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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中共纳溪县委

_}．纳溪县人民政府

◆纳溪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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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溪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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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纳溪县志》脱稿付梓，是我县文化建设上的一项丰硕成果。是值得庆

贺的一件大事。

编写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具的优良文化传统。两千多年来。世代相承。经

久不衰。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一项重要的文化

建设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不仅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纳溪自清初创修县志以来．曾三次修志．两次重印。读志可鉴古知今，能受

到启迪。但本县在编修嘉庆《纳溪县志》后．已有170余年未修志。在这一百多年

漫长岁月中．沧海桑田．几多变迁#人事兴替，良多感慨，特别是建国后近四十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曲折、经验教训，亟需系统探索，认真研究，以便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i

’|

新编《纳溪县志》科学、翔实地记述了纳溪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重点

记录了解放后本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和遭受的挫折。是一部朴实、严

谨、有时代特色的资料汇集和科学文献。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县情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它将为各级领导和干部认识纳溪、建设纳溪

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科学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我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

国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局面。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部署，1983年

7月，中共纳溪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同年底，设立机构．

拨付专款．荟集人才，开展修志工作。全体编纂人员广征博采，辛勤笔耕；有关部

门大力支持．通力合作，历时七载，四易其稿，始总纂成书。这部具有微型档案之

便的新县志．凝聚着众人的智慧，定会受到社会各界的珍视。在此，我们向付出

艰苦努力、忘我工作的全体编纂人员和积极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并诚恳地欢迎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

纳溪县人民政府县长钟比文

公元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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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新县志。上限原则上从

1911年起．下限至1985年底。但考虑到自清嘉庆以来百余年间无续志，部分上

限以前的资料．亦酌情收入。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坚持。存真求实一方针，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

料编纂．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表随文附。

全志由概述、大事记、23个专志、人物、附录组成。专志按事类立志，横分门类，纵

述历史，按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依次排列。全志凡75万字。

．四、本志按“详今略古一、。详近略远"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的事状。为避免重复，历次政治运动记入大事记和有关专志。

：五、本志用语体文记述。观点寓于事实记叙之中，文字力求通顺、朴实、简

明。概述有叙有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

六、入志人物，以本籍为主．正面为主，生不立传。对已故有影响的人物，采

用传记形式载录．按生年为序。对有贡献的在世人物，因事系人．记入有关分志。

七、人名除引文外．一般直书姓名，不加褒贬之词；历史朝代、政权、党派直

书其当时名称；地名和民族用当时习惯称呼，括注今地名；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解放后一。纳溪县城解放于1949年12月3日，

几与建国同时，不会造成误解。 。

一八、机关、团体、单位和会议名称．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

时用简称o．。‘

九、涉及数字(含时间、长度、重量、面积、容积和其它量值)，凡公历世纪j中

华民国纪年．计数与计量的正负数、分数、小数、百分比、倍数等，均用阿拉伯数

字，其余用汉字。 -

十、本志取材大部录自省、地、县档案馆资料和县级机关部门志及乡镇志

稿．少数取自知情人口碑。解放后经济数据取自县统计局资料，产值按1980年不

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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