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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株洲市东区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o 1992年至1994

年，我曾主政于斯，虽离别有年，却始终为我情牵之地。喜

闻《株洲市东区志》即将出版发行，我心甚感欣慰。

株洲市东区曾作为镶嵌在株洲市东部的一颗熠熠闪

耀的明珠，拥有十分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铁路京广、湘

黔、浙赣三大干线交汇于西南，公路320国道纵贯南北。

以工业实力雄厚著称，其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三分之一强。然而，随着株洲市城市化进程的快速

发展，昔日东区之建制已为一个幅员更为广阔的新的荷

塘区所取代。是志以东区为史传诸后世，得使东区昔日之

辉煌载入史籍而不湮灭于浩浩史海，此我之愿也。

志者，资治、存史、教化也。今日之荷塘人民。当能从

是志中尽得其裨益，继往开来，定能开创出一个更加辉煌

灿烂的荷塘新史篇。

是为序，

赵湘珍

2002年3月

作者系中共株洲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序 一
，-I—一

《株洲市东区志》于1989年始修，后因种种原因辍

修，未能成书o 1996年，区委、区政府重新启动修志工作，

但翌年8月，株洲市撤销东区建制，改设荷塘区，修志工
作再度搁浅01998年10月，荷塘区委、区政府基于存东区

于史册，鉴荷塘于未来的认识，再度启动修志工作。又三

年，纂成是志。

是志以1997年株洲市东区政区为志记范围，以其建

置末为志记时间下限断限，是一部完整的东区建制史。纵

观全志，坚持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记史写事，实事求是，史料翔实而丰富。同时，在谋

篇布局、选材记事上也多有独到之处。作为本志编纂的主

持人之一，我深为本志之出版而感到欣慰。同时，我更希

望本志能成为我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使之成为

一部开卷有益、温故知新的真正鉴史，则不枉我辈潜心志

史之初衷也。

是、内薄n

肖光培

2002年3月

作者系原株洲市东区区长、株洲市荷塘区区长



序 三

《株洲市东区志》终于稿成付梓了，这是全区人民政

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尤其是株洲市已重

新调整行政区划，东区作为一个行政建制区，已于1997

年7月31日撤销，而继之以地域更为广阔，人民更为众

多的新的荷塘区，此书之出版，尤将成为一本珍贵的史

籍。

株洲市东区作为一个行政建制区，仅有27年历史。

然而，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发展诸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一直是一片穷乡
僻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40多载时间，这里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

然经济社会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的工业重区。同时，教

育、文化、卫生及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大力普及和发展，城

市基础建设突飞猛进，社会功能日益齐全。本志全方位忠

实、客观记载了东区自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诸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建区后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充分

展现了东区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卓越的成就，其珍贵之史

料，治政之方略。亦多可为后人之鉴。

着眼新荷塘，我们编辑出版《株洲市东区志》，就是要

学习历史，借鉴历史；就是要知我荷塘，爱我荷塘，更好地

建设荷塘。我们要以史为鉴，在前人开创的基业上，创造

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要借区志的出版发行，进一步推动



全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续写荷塘辉煌。

是志之出版，历经了几任领导人的努力，更凝聚了编

纂者们的辛劳和汗水。定平、曙光承前任主持修志事，得
以志戒，在此，真诚地向各位曾主持、支持、关心本志编辑

出版的各位领导和广大编纂人员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足为再n

余定平黄曙光

2002年3月

作者系株洲市荷塘区区委书记、区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实事求是地记述东区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时间范围，上溯发端，下限止于公元

1997年7月。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个别事物有下延o

1997年8月，株洲市撤销东区，建立荷塘区，本志对荷塘

区1997年8月至2001年12月经济及社会发展情况作了

综记辑存。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1997年7月株洲市东区

政区为记述范围，详记区属单位，略记辖区单位。专录部

分以荷塘区政区为记述范围。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人物附录、专录

组成，共26篇、103章、156节，记述内容依“事以类从”原

则，以地为界，按类归并，不受机构隶属关系局限，按行业

归口记述。
”

．

五、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照片)、表。文以语体文为

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峥+辅以记事本末体，其余均采用
-}

记述体o
‘

六、本志历史纪年一般夹注公元纪年。

七、本志入传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记录1997

以前去世的对本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一定贡献的人士。

党政机关领导人名录，列到副科级以上实职。



八、本志统计数据以区统计局或主管部门核实的数

据为准。本志资料来自各单位和有关档案、志书。

《株洲市东区志》编纂委员会

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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