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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陈彰嘉

修编乡镇志，在湖南少见，在常德

前所未有。修编《澧南垸志》，在市在

县都算第一，对于我亦属首次。

澧南垸是澧水与道水汇合处的一个

独立圩垸，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澧县的

一个行政乡。1998年7月23日下午，

澧南垸因澧水特大洪水漫溃，全垸

(乡)二万七千多名群众生命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祖业家产荡然无存。

当年8月，澧南乡被国务院和湖南

省人民政府列为“平垸行洪、退田还

湖，移民建镇”的重点乡镇。经过四年

艰苦努力，全乡8239户、29729人已全部

搬迁，分别住到了乔家河、张家滩两个新

建的集镇上(其中乔家河镇安置移民

6114户、19477人；张家滩安置移民2125

户、10252人)，从此翻开了澧南垸(乡)

发展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修编《澧南

垸志》就是为了将澧南悠久的文明历史

记录下来，把先辈们不朽的业绩展现出

来，把实践经验归纳出来，把客观规律

揭示出来，把发展思路梳理出来，开创

新的辉煌。在澧南垸的土地上，至今存

留着3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先人制造的

石器。1410多年前松州城的遗址和470

多年前明朝皇室华阳王栽下的古柏，整

个澧州的历史有多长，澧南垸的历史就

有多久。

在澧南乡的大地上，唐代著名诗人

澧州人李群玉在这里写下《引水行》等

名作。时至今日，在澧县文化界颇有名

声的有刘士永、王本金、余昭富、张湘

炎、蒋祖发、李其桂等；太平庄人在

1860年树立了“世代箴规”碑和禁碑，

诸如打牌赌博、卖淫嫖娼、窝藏盗贼、

吸食鸦片皆在戒禁处罚之列。澧南文化

昌盛。民风纯朴，渊源久远，一以贯

之。在澧南，鸡公躺文化已成为考古

界、史学界对距今5万年至20万年文

化时代命名的代称，刘家河的棉花早在

20世纪30年代就名播三湘，十里坪的



稻米一直享誉九澧。20世纪50年代初

期，全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在乔家河诞

生；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共六个，

澧南乡有其三。澧南乡是澧县为数不多

的棉花过万亩、油菜过二万亩的大乡之

一。澧南乡是澧县乡镇企业效益好、粮棉

单产双跨《纲要》排名前列的乡镇之一。

总之，澧南垸的先人、前辈们没有愧对这

方热土，他们为社会创造了文明，积累了

财富。造就了澧南垸灿烂的昨天。这是澧

南乡移民建镇的坚实基地，这是澧南乡

攀登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的稳固

起跳板。这是澧南人前进的根，这是澧南

人发展的源。承认她，将会一脉相承记住

她，必定温故而知新。

1998年开始的移民建镇，使澧南乡

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桥流

水、炊烟绕村的自然村落一下子变成了

两个初具规模的集镇，分散在全垸平湖

区的农舍全部迁建到了洪水淹不到的山

地上。虽然这些地方都是祖先栖息过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遗

址，但是这种巧合决不是原始的重

复，而是科学的回归、聪明的选择、伟

大的创举。澧南人民必将以此为新的开

端，勤劳好学，敢为人先，建功立

业，再铸辉煌。2003年澧水再度出现

Ⅱ

超历史的雨量、超历史的洪峰．为了确

保淞澧大圈的安全，确保石门县城等上

游城镇的安全，7月10日1时30分，

省防汛指挥部适时作出在澧南垸雁门港

破堤行洪、削峰分洪的决定。由于有近

几年移民建镇的基础建设，澧南主动破

垸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财产低损失，充

分显示了国家平垸行洪、移民建镇决策

的英明。

我是澧县人，1966年4月，由澧县

县委办公室一名普通干部被组织上任命

为刘市区副区长。当时刘市区公所设在

澧南乔家河，我因此在这里工作生活了

近四年，直至1969年9月调离。这四

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国民经济

遭受严重破坏。我和许多同事一样遭受

严厉冲击时，是澧南人民保护我、鼓励

我、帮助我度过难关。在那十分艰难的

四年里，我与澧南人民同舟共济，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至今刻骨铭心，永不释

怀。当澧南乡编纂《澧南垸志》的时

候，我因澧南人的辉煌成就自豪，为澧

南乡的进步和发展感到荣光。

现在，志书既成，正值全国人民全

面步入建设小康社会伊始，我深信，澧

南人民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汗水和智慧续写更加灿烂的篇章。

2003年9月18日于长沙

(作者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陈君文

志书作为地情载体，具有“存史、

资治、教化”的功能。为了记录澧南的

发展变迁，特别是真实再现其移民建镇

的风雨历程，彰显党和政府对垸区人民

的深切关怀，激励后人开拓进取，澧县

人民政府及澧南乡党委、政府组织专门

班子，历时四年编纂了《澧南垸志》。

现在，该志即将付梓出版，这是可喜可

贺的。
‘

兴‘国必先治水。古今中外，所有

政治、经济、文化之兴衰．莫不与水

利之兴衰息息相关。澧南人民兴利除

害，修垸建业，成就斐然，’98大水

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澧南成功实施平

垸行洪、移民建镇，垸区人民彻底告

别了水患之苦。实现了安居乐业。现

在，澧南已经成为了“全省移民建镇

第一镇”，三步并作两步跨，率先实

现城镇化。欣逢盛世，乡村巨变，当

我们捧读垸志，过去的奋斗岁月仍然

Ⅲ

历历在目；掩卷沉思，历史的厚重感

和责任感油然而生。在当前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我们应当以此

为鉴，了解历史，把握当代，与时俱

进，为建设富裕、文明、安康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而不懈努力。

文化是我们的血脉和根源。澧南垸

自古就是文化之乡，有距今约30万～

10万年的云盘岭旧石器遗址、鸡公端旧

石器遗址。近年来，澧南挖掘文化底

蕴，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创作了一批文

化精品，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了

农民文化素质。现在，又聚众人之力，

编纂这部50万字的地方史志，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用新的资料、新的方

法，全面、系统的辑录澧南垸的建置沿

革、地理风貌、经济建设、文化教育、

风俗人情等方面的演变，上溯千年，纵

横百里，堪称垸情地情的百科全书，足

以慰藉先者，启迪后人。《澧南垸志》

的修编，是基层文化建设的一件盛事，



具有很好的引导、示范作用。我们相

信，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市农村

的基层文化建设也一定会迎来新的局

面。

Ⅳ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

镜，可以知兴替。愿一部垸志，能兼收

二者之功。

故乐以为序。

(作者系常德市人民政府市长)



序 三

易鹏飞

手捧《澧南垸志》，心事如潮，思

绪如飞。十多年来，澧水治理、堤防建

设、电排改造、移民建镇⋯⋯我和澧南

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一九九八”大水后。我和我

的同事赶赴澧南，望着疮痍的土地，破

毁的农舍和灾民那充满期盼的眼神，我

和我的同事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充分利

用国家“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的政

策，从根本上解决澧南人民饱受的洪患

之苦。

带着对澧南人民的深情，带着根治

澧南洪患的责任，我和我的同事在堤垸

田间勘察，与县、乡党委、政府研究，

同基层干部、群众交谈，编规划，选项

目，筹投资。大家废寝忘食、通宵达

旦，提出了依托山丘高地建设两个新

镇，安置近三万群众，拉通一桥一路实

现两镇连通的规划方案，报经省委、省

政府同意后付诸实施。

经过近五年的努力，乔家河、张家

V

滩两座新镇已经建成，连接乔家河、张

家滩两镇的乔张公路和张家滩大桥已经

通车。澧南群众全部喜迁新居。望着新

镇繁华笔直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民居，

宽敞亮丽的学校、医院及安居乐业的群

众，我深刻感到，平垸行洪、移民建镇

谱写了以人为本的新篇章，澧南的历史

将翻开新的一页。

平垸行洪、移民建镇，土地资源将相

对集中，集约程度将逐步提高，庄园农业

必将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不

远的将来，一批颇具现代模式和澧南特

色的农业企业将出现在澧南大地。

平垸行洪、移民建镇，将打破以农

为主的旧观念，劳动力更多地进入市

场，接受市场的选择和锻炼，市场经济

将为澧南培养一批多技能的适应社会化

大生产的智能型劳动者。澧南人民的生

存与发展方式必将趋于多元化。

平垸行洪、移民建镇，市场机制将

会全方位地渗透到澧南的每一个角落。



订单农业必然不断扩大，名特优产品必

将El益丰富，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必将提

高，应对入世，与国际市场接轨已不是

一句空话。

平垸行洪、移民建镇，在实现了人

口聚集的同时也实现了资源产业、投资

和消费的聚集，地处县城南大门的区位

优势，丰富的建材资源，加上交通优势

和各类市场的潜力，澧南经济将由弱

小、分散向规模发展转移，作为县城名

Ⅵ

副其实的卫星镇已成必然。

平垸行洪、移民建镇，澧南抢占了

先机，初步实现了城镇化。城镇经济、

劳务经济等三大经济支柱已经确定，市

场导向、政府调控、加强服务的新型管

理体制已经形成，澧南人民将在全面迈

入小康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撰史编志，回顾以往，激励当今．创

建未来。在《澧南垸志》付梓之际，我为澧

南人民祈福：澧南的明天会更美好1

2004年5月

(作者系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省平建办主任)·



序 四

蔡建和

澧县在我心中永远占据重要位置。

一旦有什么事情，我总是会想起澧县，想

起那些和我一道奋斗了八年的同志们。

今年7月9日，当我得悉澧水流域

普降暴雨，澧水三江17水文站将通过

1．9万甜／s以上的洪峰流量时，我的第

一反应，就是澧县危急，澧南垸又完

了。我迅即拨通澧县县长燕中炎的电

话。燕县长告诉我，澧水大堤全线超

1998年洪水水位。澧南正在实施破堤分

洪。燕县长的回话印证了我的判断，我

的心就像一下沉落到了井底，冰凉冰凉

的。我凄然地叹息：上天呀，你怎么老

和澧县过不去!

那一夜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一

忽儿我好像回到了澧县，看到那无边无

际黄色的浊浪，卷着一堆堆浪渣，凶猛

地向澧水大堤扑来，看到一排排白浪顷

刻间把澧南大垸几万亩良田沃野吞噬。

一忽儿我又好像回到1998年。1998年

7月23日下午2点多钟，那场突如其来

Ⅶ

的、铺天盖地的洪水，把澧南大垸撕开

了若干口子，-44H4F房屋颓然倒下，来

不及转移的人们背着大包小包，赶着牛

羊猪狗四处奔逃，树上、屋上、水上、

堤上到处传来逃命呼救的哭喊。临近澧

南的一些乡镇，挤满逃难的澧南灾民，

澧南大垸的堤上搭满了各种大小不同、

颜色不一的灾民棚⋯⋯今天，澧南的父

老乡亲怎么样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问我

也知道，但一颗牵挂的心驱使我反复打

电话问我过去澧县的朋友、同事，他们

都用同一个声音告诉我：澧南人安然无

恙，破垸没有影响澧南人的正常生活。

灾后不久，我陪同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石玉珍来到了澧县，其目的

是想让领导看看灾情。帮澧县申请一点

救灾钱物。出发前，我就暗示了我当县

长时的政府办主任、现任县委常委的县

委办公室主任颜学锦，要他选好点，让

石部长看看澧南的灾情。来到澧县，来

到澧南垸后，澧县县城一片繁荣，澧南



乔家河、张家滩集镇房屋鳞次栉比，人

们怡然自得，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

样。看到这种情景，我既有一种全在意

料之中的欣慰之情，又感到有一丝丝憾

意，怎么会见不到一点灾象呢?在场的

乡党委书记告诉石部长和我们一行，今

年澧水水情比1998年的水情还严重，

由于澧南垸实行移民建镇，垸内老百姓

搬到了临近的张家滩、乔家河丘陵地

区，破垸蓄洪虽然损失了老百姓的一些

作物，但对群众的生命、家财没有什么

影响。1998年溃垸时，老百姓怨气很

大，今年都是称赞共产党好、社会主义

好。

作为过来人，我知道乡党委书记黄

波的话句句都是真的。1998年那场特大

洪水，既给澧县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又给澧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洪灾过后，党中央痛定思痛，作出了根治

水患的英明决策。朱镕基总理提出了“封

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

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

湖”32字指导原则。澧县县委、县政府在

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特别是省计

委、省水利厅的支持下，抢抓机遇，把所

有的蓄洪垸、巴垸、小垸都挤进了国家平

垸行洪、移民建镇的计划笼子。通过几年

的艰苦奋斗，处于长江支流淞滋水和澧

Ⅷ

水包围之中的澧县，抗洪能力有了很大

提高，所有蓄洪垸、小垸的群众都实行搬

迁转移，当不可抗御的特大洪水来临时，

可以科学实施洪水调度，启用蓄洪垸蓄

洪，从而确保近80万人口的淞澧大圈的

安全。

澧南垸作为全国平垸行洪移民建镇

的示范堤垸，得到了中央和省里极大的

政策支持。英勇的澧南人民灾后奋起，

艰苦奋斗，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在

乔家河、张家滩分别建起了一座过2万

人、一座过8000人的农民新城，调整

了垸内的生产结构，过上了亦城亦乡、

沾享城乡优势的安定生活。澧南乡党

委、政府为感谢党的政策给澧南老百姓

带来的恩泽，记下这段澧南人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改天换地的历史，新修垸志，

记载党恩，激励后人，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澧南的移民建镇，一方面说

明共产党的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另一方面说明，人类在与自然作斗

争的时候，一定要按规律办事，顺规律

者造福百姓，逆规律者群众遭殃。我作

为当时的建设者，和澧南人民一道，挥

洒了辛勤的汗水，经历了很多难忘的日

日夜夜。因此，当党委书记黄波邀我为

垸志写点东西时，就欣然写下了这段文

理不算通畅的文字。

2003年11月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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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万发 燕中炎

1998年7月23日，惊涛骇浪全线

漫卷澧南垸20公里临洪大堤，垸内财

产付诸东流，数十位乡亲葬身狂涛。灾

难压顶，从中央到县乡各级政府，给予

澧南人民由衷的关爱，堵口复堤的同

时，作出“移民建镇”的决策。经过两

年昼夜奋战，乔家河、张家滩分别建成

了移民新镇。紫乔公路横贯两镇通达县

城，高楼鳞次栉比，电灯电话有线电视

安装到户，自来水、路灯等市政设施渐

臻完善，初步呈现安居乐业、升平繁荣

的景象。而昔日人烟稠密的十里坪，已

然地旷人稀，空垸待蓄。

直至2002年秋，文苑耆宿首倡编

修《澧南垸志》，借以锁定历史，资鉴

后人。澧南垸西连武陵余脉，南北东三

面为澧水、道水环绕。西北云气来武

陵，不绝江声下洞庭。这片襟山带水的

良田沃野，曾经演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

化。石器时代古遗址，隋唐时期古城

址，昭示此地历史文化何其辉煌。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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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东南半壁江山沦陷，国民政

府迁都重庆，金瓯残破，澧南刘家河成

了大西南物资补给地和中转站。当是时

也，彼地商贾云集，百舸争流，名重遐

迩。月有阴晴圆缺，海有潮涨潮落。迄

至20世纪80年代，山水变迁，态势迥

异，为确保淞澧大圈免受灭顶洪灾，纾

缓澧水流域防汛压力，湖南省人民政府

报国务院批准，辟澧南垸为蓄洪垸o

2003年7月10日凌晨1时30分，澧南

垸水位暴涨至47．1m，超历史最高。澧

水全线告急，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危在

须臾，千钧系于一发，经长江防委批

准，澧南垸首次实施主动蓄洪。爆破前

夕，省、市领导亲临督察，将滞留人员

悉数安全转移．党和政府爱民、护民的

民本思想昭如日月。在舍小我为大我的

两难抉择时刻，澧南人民表现出相忍为

国的博大襟怀，发生了许多慷慨悲壮的

故事。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三个代

表”光辉思想，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



儿女。浩然正气，日月同辉。全县干部

群众，都应当学习澧南人民的高尚情操

与襟怀，热忱关心他们的困难与疾苦。

宇宙如转轮，世间历沧桑。自然界万

事万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自古洎今，多

少沧海变桑田，多少山岳变河川。有基于

此，人们就要掌握和运用辩证法，顺应并

驾驭自然规律，根据发展变化的事态，采

取妥当的处置措施，趋利避害。两害相权

取其轻，澧南垸蓄洪，正是根据这一原则

敲定的。首度主动蓄洪表明，这一决策顺

天应人，是科学的、正确的。与1998年被

动蓄洪比较，财产损失仅及1998年的五

分之一，人员伤亡为零，更有甚者，连片

80万亩的淞澧大圈及澧水沿线各经济重

镇得以化险为夷。蓄洪之后，乡民安居移

民新镇，处险无惊，生活怡然，便是至当

不易的证明。走笔至此，笔者仍然深感澧

南垸蓄洪这篇文章并未做完，许多深层

次问题还有待思考与谋划，诸如：垸内三

万多亩土地和数千亩水面，有洪之年如

X

何运用，息洪之年如何运用，蓄洪之后又

如何运用；蓄洪垸近期建设应当如何安

排，长远开发又当如何筹划；垸内群众如

何化害为利，致富奔小康，等等。这些带

根本性的问题，都有待于根据特事特办

的原则，进行缜密思考和实施分类指

导。万发、中炎任期内，上述课题也许难

以一一求解；然则，任尔斗转星移，遑论

天涯浪迹，我们的心将永远和澧南人民、

全县人民紧紧贴在一起，休戚与共。再

者，我们还衷心期望，尔后各届领导班

子，都能关注澧南人民，上下求索，继续

做好蓄洪垸开发与建设这篇大文章，使

蓄洪区人民能与全县人民同步，过上长

富久安的康乐生活。

《澧南垸志》开常德市乡镇修志之

先河，无论成败均将引人瞩目。修志人

员冷凳孤灯，笔耕经年，终成鸿篇，堪

慰民意。受修志小组之托，不惴浅陋，

捭阖议事权"-3志序。失"-3之处，冀幸各

界教正。

2003年7月

(徐万发：现任常德市副市长，原任

中共澧县县委书记；燕中炎：现任

中共澧县县委书记，原任澧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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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达

在总结本县八年移民建镇工作的

时候，欣闻《澧南垸志》修编成功，

可喜可贺。作为曾经参与过乔家河、

张家滩建设的我，不禁为澧南人民乡

村建设、文化建设齐头并进、双双丰

收而喝彩。

《澧南垸志》是迄今为止湖南省第三

部、常德市第一部乡镇志。此前，本省仅

有桂阳县太和镇、沅陵县乌宿区修编了

乡镇志，第三部乡镇志出现在当今的澧

南乡，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和必然性。澧

南垸是澧州文明诞生的摇篮。20万年至

5万年前，澧州的先民们在大堰村云盘

岭、双荷村、乔家河村、栗木村鸡公踏、乌

鸦山、张家滩、胡家屋场完成了走出洞

穴、走出树林、走向丘岗、走进平原的漫

长历史进程，创造了澧州丰厚的史前文

明。进入文字史时代之后，这里又产生了

多个澧州第一，澧县第一。隋末唐初，这

里是澧州第一政治、文化中心——松州，

李元则坐镇松州城当过刺史。晚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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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州第一大诗人李群玉生活在曾是澧南

乡辖区的仙眠洲。明朝晚期，华阳王在十

里坪建造澧州武当行宫——上观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澧县第一批农业

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在澧南，第

一个人民公社、第一个棉花良种繁育基

地、第一支农村文化管乐队也出现在澧

南。20世纪末，湖南移民建镇第一镇在

澧南垸拔地而起，澧南垸三万多居民率

先完成了由乡村到集镇的城镇化转变。

如此丰富的文化底蕴，如此改天换地的

变化，值得大书特书，定然彪炳史册。

自古以来，澧南垸地灵人杰。有不乐仕

进的晚唐诗人李群玉，有留学日本、考

证欧美、树木树人的教育名家向郁阶，

有旅欧十载、格调高雅、享誉中外的画坛

巨匠孙世灏。现代亦人才济济，撰史修志

也不乏其人。刘士永、向才源都曾担任过

县委党史办要职；张相炎、蒋祖发都曾是

《澧县志》的主编。近两届澧南乡党委、政

府高瞻远瞩，因势利导，亮出修志旗



帜，于是乎，众星捧月，一呼百应。历

时三年，编纂告竣，此举顺乎民意，体

现民心，存史资治，难能可贵。

有人说：把志书写出来，印出来，

仅仅是做了一半工作，还有一半工作是

帮助读者读志用志。《澧南垸志》同样面

临着开发利用的任务。总其大端，该志可

显示三个方面的价值：一、论证价值。《澧

南垸志》把区域、建制、土壤、气候等基本

地情、水情资料详尽收录，俾便后人在办

理垸务、抗灾、招商时寻找规律、趋利规

弊。二、开发价值。《澧南究志》对森林、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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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口等物质及人文资源的翔实考证，

无疑可为产业开发、经济发展提供依

据，有利于加快产业化、城镇化、工业

化步伐。三、借鉴价值。志书客观真实

地记录了各个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人和

事，有的可作为榜样借鉴，有的可作警

示借鉴，二者都对当地党委、政府的工

作有好处。如果我们能从以上三个方面

切入，并且讲求实效，那么，志书服务当

代、益于后世的目的就一定能达到。我

们操办此事的这辈人，既可无愧于先

人，也可无愧于后世。是为序。

2005年12月

(作者系澧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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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世淦

我自幼生长在澧南垸十里坪。那里

清清的湖水，是我儿时戏水的乐园；那

里肥沃的土地，是我少年劳作的场所；

那里清幽的小学堂，是我发蒙求学的起

点。澧南这方水土，养育我成人。澧水

河，是我的母亲河；澧南大地，是我的

慈父；勤劳纯朴的澧南人民，是我的良

师益友。是他们，给了我体魄，给了我

知识，给了我智慧；是他们，教我如何

做人，如何行事，如何报国。正是因为

慈父淳母的抚育和良师益友的辅导，我

这个寒家子弟才得以走上革命道路，为

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桑梓对我恩深义重，

我对桑梓无限眷恋。几十年来，无论我

浪迹何方，桑梓的倩影总是伴我同行。

一曲《我们的田野》，令我没齿不忘，

隽永的歌词，唱出了我的心声。一首

《我的祖国》，令我如醉如痴，每个音符，

无时无刻不唤起我对故乡的热爱、崇

敬。1998年，特大洪水吞噬十里坪。望

着滚滚浊流，叨念着忧患中的乡亲，我

焦心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尽管

在家乡父老乡亲困难的时候我不曾袖手

旁观，尽管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我也

为家乡尽到过关心的责任；然而，我总

感觉自己的责任还尽得不够，报答桑梓

永无穷期。

洪灾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

下，经过三万父老乡亲三年拼搏，澧南

大地终于建起了移民新镇，父老乡亲从

此解除了遭受灭顶之灾的忧患。我感到

无限宽心，无比欣慰。然而，又出现了

一些新的须亟待解决的问题：住地遥

远，上工不便；责任田零星分散，耕作

不便；等等。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境

就难以平静。我热忱期望，全乡人民坚

持不懈，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缜密

思考，不懈探索，走出一条加速蓄洪区

建设的新路子，把我们的家乡建设成水

旱无忧、稳产高产、百业兴旺、富饶美

丽的人间乐园。我也责无旁贷，将与父



老乡亲一道，为着这一宏伟目标，携手

奋斗，竭尽绵薄。

澧南垸历史悠久，巨变深刻。定格

历史，垂鉴后人，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的文化工程。 《澧南垸志》

的问世，是澧南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盛

事，值得庆贺。我衷心期望乡亲们能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

2003年12月

【作者系澧县人民政府调研员(正处

级)，原中共澧县县委常委、澧县人民

政府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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