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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届

(1984年JJ月21日至1986年J月18日)

主任委员 熊兴科。

副主任委员 盛明华 冉瑞华 张恩平 张洪平 陆辉南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文孝 刘祯湘 孙有成 吴汉清 郑象诩

周世义 陈泽新 姜克敬 黄启华 梁勤之

潘海清

第二届

(1986年J’月19日至1986年JJ月9日)

主任委员 熊兴科

副主任委员 韦隆光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毛礼来 冉瑞华 李发安 赵鼎洲 孟光盛·

，． 陈泽新 黄启华



第 三 届

(1986年JJ『月10日至1987年8月26日)

主任委员 熊兴科

副主任委员 韦隆光 吴本仪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毛礼来 ’文家忠 文学成 冉瑞华 李发安

赵鼎洲 杨在明 杨秀高 周兴华 周祚邦

孟光盛 陈泽新 陆辉南 张恩平 黄启华

第 四 届

(1987年8月27日至本志出版)

主任委员 l熊兴科I

第一副主任委员 陆林贵

第二副主任委员 杨天和

常务副主任委员 韦隆光

副主任委员 I吴本仪I 单升奎 徐锡敏 陆辉南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毛礼来

陈泽新

赵鼎洲

潘成胜

文家忠

陈德祥

姜春景

冉瑞华

陈瑞森

黄启华

李发安

周兴华

谌贻桂

杨秀高

周祚邦

熊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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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陆辉南

副主任 周祚邦

工作人员 陈延松 张登群

主 编

副 主编

初纂撰稿人

毛礼来：

韦隆光：

甘 辛：

《麻江县志》编纂人员

陆辉南

周祚邦 杨真

(按姓氏笔划排列)

财税金融篇、经济综合管理篇第一、

概述、工建交邮电篇第二、四章

大事记、经济综合管理篇第二、五、

分内容

三章部分内容

六、七、八章部

陈延松： 文化科技篇、社会篇、经济综合管理篇第一章部分内

容
’

陆辉南： 建置篇、人口篇、民族篇、经济综合管理篇第二、六．

章部分内容

杨 真： 党群篇、军事篇、人物，经济综合管理篇第一、八章

部分内容及农业篇第一章

杨清荣： 工建交邮电篇第一、三、五、六章、经济综合管理篇

第七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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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祚邦：

周家珩：

罗锡寿：

莫洪忠：

梁勤之：

曾启达：

自然地理篇、政权政协篇、经济综合管理篇第五章部

分内容、农业篇第三、七、八、九章及第六章部分内容

农业篇第二、四、五章及第六章部分内容

教育篇、经济综合管理篇第二章部分内容

卫生体育篇

政法篇

贸易篇、经济综合管理篇第四章

总纂撰稿人(按姓氏笔划排列)

毛礼来： 财税金融篇、国民经济管理篇第二至第九章及第一章

第一至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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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庆发(署名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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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昌 杨胜邦 李元星



序

麻江县第·代社会主义方志——《麻江县志》，经过几年艰辛纂辑而出版问

世。这是全县各族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亨6

麻江古属且兰、宾化县地，元置麻峡县，明、清设麻哈州，民国初期废州·

置麻哈县，后改为麻江县，：今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处西南沟通湘、桂 ．

要地，开发较早。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麻江各族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

地上辛勤耕耘，创造了硌需的物质财富和一定的精神财富，也培育了一拙爱国

的仁人志士。在清末的抗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在民国时期的护国战争、+北伐

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刺匪斗争和航美援朝等战争中，都留下
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共麻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认真
地贯彻执行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努力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在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人民生活有了
较大改善，，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

《麻江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亨求是地记叙麻江县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资料翔

实，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堪称为麻江县的“百科全书”o

《麻江县志》问世，对于促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子孙后．

代．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她既科学地反映了经验教训，

也展现了客观规律和资源优势，．为振兴麻江提供有益的借鉴，便于党政机关领。

导正确决策和指导工作。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将志书置于案头，。信手拈来便可
了解麻江历史和现状，深化对县情的认识，，激发爱国爱乡热忱，更加自觉地为

建设现代化的麻江而努力奋斗‘同时，志书为当代和后世保存丰富的资料，可

供理论工作者和科技人员作研究之用。我相信志书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

用，将会愈加发扬光大。我以喜悦的心情为志书写序，也藉此为家乡有这样一

部可供资治、，存史。教化的好志书而表示祝贺of o。，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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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麻江县志))，在中共麻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县

政协的支持配合下，全县各单位通力协作，全体编辑人员经过五个舂秋的辛勤

’笔耕，留下这笔珍贵的文化财富，全县各族人民都将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出版的第一部《麻江县志》，在当畔的政治、经济

情况下，从倡议煽纂至志书出版，经历27年时问。民国《麻江县志》的鳊辑、

总纂出自麻江县的名流之手。是一部有史料价值和教育价值的著述。但由于当

时历史的局限性。全志仅3D余万字，印数和发行面都有限。

新编《麻江县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县委、县政府

始终加强领导，在困难的情况下，对修志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无不尽力解决。

采编工作按两步成志的方案，第一步编写部门志，全县组织了有励人参加的修志
队伍，通力合作，分别编写成”部专题长编。第二步编纂县志，经组织班子、审定

篇目和试写，分纂、总纂熔铸新作，几经审改，致力锤炼成一部以新的观点、新的

材料、新的方法鳊的体例完善、章法切宜、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的新方志。

新志书实亨求是地记载了麻江县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生产力的发展和

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册在手，麻江县的资源优势和民族风情等就可

了如指掌。在记录成就和反映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追记了工作中的失误及教

训。《麻江县志》的出版，也是对旧史志“补其缺，详其略，参其错，续其无”。

对于党政工作者，是一部察古知今、知晓县情、管好本行的“《资治通鉴》"。对

于广大人民群众。不失为一部对后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和热爱家乡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客居异乡的麻江籍人士，则是一座

沟通乡情和加强联系的桥梁。还将县情和有关信息向省内外传播，有利于对外

联系和协作，促进县内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麻江县志》问世，是经历了三届县委、政府共同努力结出的硕果。撰写这

篇序文的时候，正值麻江解放彳，周年，我们缅怀解放麻江和保卫麻江政权而英

勇牲牺的革命烈士，歌颂彳J『年来在各条战线上辛勤奉献的建设者，期望麻江各

族人民继承先烈和先辈的夙愿，在新的历史时期谱写出更加绚丽的篇章。”

中共麻江县委书记 李成举

麻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天和

1990年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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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新编《麻江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经

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o

二、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诸体裁，由概述、大事

记、专志、人物、附录和编后组成。人物收录古今对社会影响较大的

各界人士，以本籍为主，生不立传，生年为序o
’

三、本志上限时间起于已查明有史料记载的历史年代，下限止于

公元1990年o 1949年J『，月14日麻江县解放，之前称解放前，之后

称解放后；解放前的年、月、日，按当时纪年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

纪年；解放后的年、月、El，按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o’

四、本志所记历代行政建置、机构和职官名称，均按当时称谓直

书。地名均写现行标准地名，对引文中首次出现的古地名均括注今地

名o

五、本志数据除引用旧志和历史资料外，均由县统计局提供。统

计局缺的，采用业务主管部门核实的数据。工农业总产值均按1980

年不变价。计量单位按国家规定的现行标准书写，必要引用原计量制

的，在括注内折算为现行标准计量制o 1949年末至1954年使用的人

民币除注明者外，一律按法定折为新币，即旧币，万元折新币，元。

六、本志资料来自国家各级档案、。史志、报刊、家谱和社会调

查，并经考证后采用，文中均不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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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麻江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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