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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黔江县志》于今问世，填补了近百年黔江史志的空白，是黔江文化建

设中的一件大事、喜事l

新县志记载了清光绪二十年(1894)后近百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40年黔江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是一部。资政"、。存史”、“教化’’

的典章。这部新县志与旧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歌颂的是人民政权和人民的建

树I它重视科学技术和经济变革；它既不是旧志的续编，也不是断代史的补充，

而是突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黔江发生的重大事件以

及黔江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I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高度统一。作为“一方之全史”的《黔江县志》，

对于各级各部门和行政管理人员，是一部开卷有益的。资治通鉴’’和“百科全

书"，对于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县情教材l对于

外界，是一座沟通信息，加强联系的桥梁l对于客居异乡的同胞，是一封激发思

亲爱乡之情的家书，其意义十分重大深远．

新编《黔江县志》采取。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现状’’的新体

例，较之旧志体例当是一种开创性的尝试，其成功与否．有待公论。《黔江县志》

集群众之智慧，聚时代之精要，用专门力量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法，自始至

终得到各级各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一批路志工作者甘心

奉献，潜意笔耕，呕心沥血的结果。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有关部门和个人致

以诚挚的谢意。

县长、县志编委会主任杨廷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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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县志》编纂出版，是黔江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是全体编纂人

员八年艰辛劳动的硕果，我作为新修黔江县志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倍感高

兴，遵命作序，以表祝贺。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黔江县志》是自东汉建丹兴县

以来，继清光绪县志之后最完整最科学最有实用价值的县志。它全面、真实、系

统地反映了黔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了解过去，纵览今天，规划未

来，造福子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对认识黔江、宣传黔江、发展黔江起

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黔江是我的家乡，秀丽富饶的土地和勤劳勇敢的人民养育了我。在80年

代，我先后担任县长、中共黔江县委书记，与全县人民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黔江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在改革开放中社会经济发展成绩卓

著。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在黔江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全县各族人民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团结奋斗．扎实工作，建设繁荣富强的

新黔江的目标一定能实现。黔江大有希望。

四川省黔江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叶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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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全称‘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简称‘黔江县志'。

二、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方针政策为准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

’秩。但排除有闻必录的自然主义倾向，注意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以求实存真为本，为两

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科学研究保存地方史

料．

三、本意上起清光绪二十年(1894)即旧县志编纂截止时间，下讫1985年，记述重点是

解放后35年．旧县志无大事记．建置沿革也过于简略，故本志大事记和政区建置详尽．上

限有所突破．

首列总述、大事记及县情基本数据统计．同时，从现代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的实际情

况出发，采用大编编排法，设地理、政治：经济(上)、经济(下)、文化、社会、人物等7编，编

以下设章、节、目．

各项事业记述以事归类，不受管理部门限制．

总述，略带策论性，综述本县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的历史和现状，提纲挈领，彰往昭

来．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收录1986--1990年大事记述，是为现实工

作提供近期资料，因超过时限，故列为大事记的备考．

自然地理，为便于查用，不完全按地理构成要素分章设节，以区别地方志与地理学．

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敌单独设章．列于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

政机关之后．
’

设《政法》章，记述公安、检察j审判、司法行政内容。

政事纪要，设专章列入政治编末，集中记述党、政、军等重大政事活动和本县的其它重



黔扛县恚

大事件，力求避免政治编只见机构沿革不见主要活动．

科技，涉及领域宽，设专章入文化编，以概括科技工作。至于具体科技成果，则散见有

关章节．

区乡概况，单独立章，列入地理编，以反映区乡概况．

社会编侧重记述民族、人口、人民生活、家庭、姓氏、宗教、会社、方言、谚语、歇后语等

内容。

人物，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系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者，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l

以正面人物为主，个别反面人物立传是为提供反面教材．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或维护党

和群众利益英勇献身的人物除立传者外，编入英名录。

获省以上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的列名录入附录．

四、本志记述方法，原则上采用横排竖写，并对史实适当地进行概括著述。采用语体

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使用简化汉字，以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为准。各编章不求平

衡，根据客观实际，多则多写，少则少写。图表、备考随文附载。

五、清代及以前的年号沿用汉字，夹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在一章内

首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其余不再夹注公元纪年。

地名，以1983年<黔江县地名录>为准。

历代政权和职官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对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职衔和褒贬词．

专用名词术语过长者，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六、数据记述使用县统计局核定数据。1952年酉阳北部3区、14乡划归黔江管辖后，

这部分区、乡的统计数据巳与酉阳县衔接，故1949年的数据即作本县基数。

解放后历年的各项经济数据，除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已按1980年不变价

折就外，其余均为当年价。1955年2月底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一律折成新人民币记述。

统计数据5位数以上者，均以万或亿为单位计。

数字的书写，以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为准。行文中的数字符号、物理量符号、计量单位和符号以及其它符号、代号，除记述历

史情况沿用历史上的习惯用法外，一般采用国际通用符号。

七、本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全志体现民族特色。民族章主要记述少数民族的由来与

分布，民族风俗，民族工作。至于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则散见其它有关章节，以避免重

复。

八、本志材料来自：省、县档案资料，部门志，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刊，以及有关人

士的回忆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九、附录，记述不便归入其它编章的重要史料，以及本届修志重要文存，内容虽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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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志为主，且多原件移植．备考，包括尚未定论，有待继续考究事项的资料记述．

[附]
计量单位符号及其它符号使用说明

符号 名称 符号 名称

mm 毫米 t 吨

吼 厘米 m／s 米／秒

m 米 m。／a 立方米／秒

km
‘

千米(公里) kw 千瓦

啪l 平方厘米 kw．h 千瓦小时(度)

ml 平方米 kv 千伏

km" 平方公里 t／kin 吨／公里

哪● 立方厘米 摄氏度 ℃

m● 立方米
●，一

度、分、秒

ml 毫升 ％ 百分比

ks 公斤 ‰ 千分比

g 克

kcai 千卡(大卡) Hp 马力

cal 卡(小卡) h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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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计量管理⋯⋯⋯⋯⋯⋯⋯⋯⋯⋯⋯⋯⋯⋯⋯⋯⋯⋯⋯⋯⋯⋯⋯⋯

土地管理⋯⋯⋯⋯⋯⋯⋯⋯⋯⋯⋯⋯⋯⋯⋯⋯⋯⋯⋯⋯⋯⋯⋯⋯⋯⋯

文化编

第三十六章教育⋯⋯⋯⋯⋯⋯⋯⋯⋯⋯⋯⋯⋯⋯⋯⋯⋯⋯⋯⋯⋯⋯⋯⋯⋯⋯⋯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行政管理⋯⋯⋯⋯⋯⋯⋯⋯⋯⋯⋯⋯⋯⋯⋯⋯⋯⋯⋯⋯⋯⋯⋯⋯⋯⋯

学校教育⋯⋯⋯⋯⋯⋯⋯⋯⋯⋯⋯⋯⋯⋯⋯⋯⋯⋯⋯⋯⋯⋯¨~⋯⋯⋯

成人教育⋯⋯⋯·j⋯⋯⋯⋯⋯⋯⋯⋯⋯⋯⋯⋯⋯⋯⋯⋯⋯⋯⋯⋯⋯⋯·

教育教学⋯⋯⋯⋯⋯⋯⋯⋯⋯⋯⋯⋯⋯⋯⋯⋯⋯⋯⋯⋯⋯⋯⋯⋯⋯⋯

教师队伍⋯⋯⋯⋯⋯⋯⋯⋯⋯⋯⋯⋯⋯⋯⋯⋯⋯⋯⋯⋯⋯⋯⋯⋯⋯⋯

经费与设施⋯⋯⋯⋯⋯⋯⋯⋯⋯⋯⋯⋯⋯⋯⋯⋯⋯⋯⋯⋯⋯⋯⋯⋯⋯

第三+七章科学技术⋯⋯⋯⋯⋯⋯⋯⋯⋯⋯⋯⋯⋯⋯⋯⋯⋯⋯⋯⋯⋯⋯⋯⋯⋯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科技队伍⋯⋯⋯⋯⋯⋯⋯⋯⋯⋯⋯⋯⋯⋯⋯⋯⋯⋯⋯⋯⋯⋯⋯⋯⋯⋯

科技组织⋯⋯⋯⋯⋯⋯⋯⋯⋯⋯⋯⋯⋯⋯⋯⋯⋯⋯⋯⋯⋯⋯⋯⋯⋯⋯

科普活动⋯⋯⋯⋯⋯⋯⋯⋯⋯⋯⋯⋯⋯⋯⋯⋯⋯⋯⋯⋯⋯⋯⋯⋯⋯⋯

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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