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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继往开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壮

举。新编《溧阳县志》的付梓出版，是溧阳市的大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硕果。可喜可贺!

新编《溧阳县志》的编纂是在中共溧阳市委、溧阳市政府领导下，依靠各级

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在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几度寒暑，数易其

稿，终成斯志。这里凝聚着众多同志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新编《溧阳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存真求实、详今略

古的原则，记载了溧阳的地理环境、物种资源、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教事业、

风土人情。它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溧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继承和发扬老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励精图治，扬长避短，探

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及其经验，基本上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

实、体例完备、文字通晓、体现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的要求，是一部汇集县情资

料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新编《溧阳县志》的出版，对于认识市情，总结经验，探求

规律，制订政策；对于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规划建设，综合开发；对于继承传

统，缅怀先辈，知往鉴来，培育新人等，都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编《溧阳县志》的编纂出版，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协作。借志书出版之际，

特向为此书编纂、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专家学者、上级领导、修志人员及社会

各界热心人士致以真挚的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疏漏错讹在所

难免，敬请指教。

溧阳市市长王家富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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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饲 ·1·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存真求实，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上限，建置篇上溯春秋时期，其他各篇尽量追溯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所至

1985年。为保持完整性，个别事物适当延伸记述。大事记延伸至1990年底。

三、本志坚持以事归类，类为一志。横排纵述，不受行政隶属关系限铡，贯彻立足当代、

详今略古的原则。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并用体例。志首设概述总揽全局、钩玄提

要。大事记纵观历史，启合始末。全志分设26篇，分述事物发展。按篇、章、节、目四个层

次合理布局，力求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序例统一、归属得当。以文字记述为主，表随文出，

图补文拙。志末设附录辑录文存。

、五、本志贯彻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均为故人。以对社会发展有贡献、有影响的正

面人物为主，亦载入个别阻碍历史发展的奸宄人物，为后人戒；名录收录烈士英名。凡在世

人物确有事迹可志，在有关篇章以事系人予以记载。 ·

六、县党政机关领导人更迭，限记中共县委正副书记、县政府正副县长、县人大正副主

任、县政协正副主席、县人武部正副部长、政委。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限记省

级以上者。

七、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行文要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通俗易懂。简化字一律以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按《常用标点符号用法

简表》进行标点。

‘八、本志纪年和数字用法，按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解放

前采用朝代纪年(或民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的办法，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解放后一律

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4月25日溧阳解放为界。计量，以1984年

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引用历史计量单位时，加注现行计量单

位。各项数据．一般以县统计局汇编的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采用有关部门的数据。数据

一般只保留两位小数，

九、本志对解放后历次政治活动，按宜粗不宣细魄原则记述，，不设专章，散见于大事记

和有关篇章，

十．本意运用简移。在括号内注明金穆，如∥三愿瓢反浪费。反禽污，反官僚主义)；或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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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现时用全称，下用简称，如首次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以下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省、市(地)、县档案馆、图书资料摘抄和县属各部门、各乡镇场及

党史办编写的志稿和史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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