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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湄潭县志》历经五载寒暑完成总纂初稿，经我省修志专家学者

， 论证推敲，广泛征求兄弟县市修志同行和本县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的

． 意见，在此基础上，县志编辑部的同志们又用近一年的时间修改匡
。

、正，调整充实，终于使一刮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富有时

代气息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出版问世了·它跨越三个历史时期，填补了

湄潭县志间断百年的空白．为当代和后人提供了●部珍贵史料·值此，

宏篇巨著付梓之机，我向所有为它作出过贡献的同志深致敬谢之情·’

古人云： 膏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

鉴，可知得失。簟志书是一方之全史，它对于_存史，资政，教化。， 。

使人们了解县情．借鉴历史有着重要作用· 《湄潭县志》以翔实的史

料，全面记述了自置县以来全县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的概貌，重点详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十

年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反映了湄潭这块，

土地上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同时，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供后

人借鉴，志书也记述了我县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所发生的严重失

误．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直道失误，正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博大的

胸怀和为国家．为人民高度负责，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我深

4信，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的基本路线，认真地总结和吸取

．厉史经验教训，在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切从实

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一定能够取得比过去更大的成就，而避免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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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学习我们祖国的历史，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对于弘扬

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光荣革命传统是十分重要的，这
‘

是我们的立足点，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

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好的先进的东

西，把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学过来为我所用．这样我们就必定能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使湄潭县在二 ／、

十一世纪真正腾飞，成为黔北高原一颗明珠· ．
．

膏辟开解放康庄道，写下人间显耀篇一， 曩江山依旧谈往事，牡

中共湄潭县委书记 华金河．
’

199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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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志书是一项浩繁，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它涉及面广，时间

跨度大，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新编《湄潭县志》，从

搜集资料到总纂成稿出书，历经5个寒暑，终于顺利与读者见面，，为

国情教育．县情教育提供出一份好的教材，是湄潭县人民值得庆贺的

一件大事· ，． ．

，湄潭人民勤劳勇敢，有着与反动统治阶级顽强斗争的光荣传统．

明，清年代曾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尤以清咸丰年间的号军起义最

盛，风起云涌，历时多年。1935年红军长征过境，在县境播下革命火

种。抗日战争爆发后，1 939年浙江大学和随后中央直属科技单位迁来

湄潭，促进了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1949年解放以后，全县人民团

‘结奋斗，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励精图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许多令人

鼓舞的成就：工农业总产值翻番，财政收入成倍增长，城乡建设蓬勃

发展，集镇展新貌，农房由草房变砖房，物资丰富，市场繁荣。所有

这些古往今来人民群众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业绩，理应载入史

册，长存于世·‘

纵观湄潭历史，几百年风风雨雨，数十载曲折发展，出现过几次

I 挫折，经历若干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物质文

f ：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为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鉴古知

一 今，县委．县人民政府在l983年成立修志机构新修《湄潭县志》·

方志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宝库的一大珍藏．湄潭修志，始

于明代，但明代《湄潭县志》失传，清康熙和光绪《湄潭县志》犹

3午。



存，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民国27年(1 938年)曾组织修志

构，’后~成立文献委员会倡修县志，因种种原因，民国志无果·由于

料中断，增加了人们了解县情的困难。新修《湄潭县志》填补了各

时期断续的史料，注重搜集记载了民国时期的各种史料，使新志书全

面系统地记载了全县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湄潭，认识湄潭提

供了依据，起到资政、教化和存史的作用·

旧县志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于职官，名胜，人物和艺文，对本县的

社会经济方面则少有记述·新修《湄潭县志》继承旧志的精华，并以

大量的篇目反映出工业、农业，贸易的发展，着重突出解放以来的建
’

设成就，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给湄潭经济带来的迅猛发展，具有
’

时代和地方的特点·

新编《湄潭县志》实事求是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反

映出事情原貌，做到求实和存真，以求记古今是非得失之?迹，有补于、

．世·新志书为县，区．乡领导指导工作，实施正确决策，提供了大量。

的地情资料，起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作用。读了这部志书，使我

们深有体会：决策正确，经济建设就顺利发展，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决策失误，经济建设就会出现挫折，’国家和人民利益就一定受到严重
驷tb
坝舌．

在修志过程中，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省．地史志主管部 。

门的具体指导和督促，加上全县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县志编修人员的

默默笔耕．辛勤劳作，得以完成这部130万字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它是 I

_众手修志一的产物b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凝结着修志者的心血和
。

，

j

汗水，．是各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特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解放后第一部《湄潭县志》的问世，将对激励全县人民热爱家

乡，热爱祖国，团结一致，深化改革，振兴湄潭，增添精神和物质力 ．】

量，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
．



愿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举牮设的征途中，团结奋斗，再展宏图，开
创新局面，创造出更加光辉的业绩，载入新的史册。

湄潭县人民政府 县长周大新伊延兴

1992年6月



序 三

湄潭县志始修于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续修于1889年(清光

绪二十五年)，民国时期断续。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毛泽东、周想

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倡导编修地方志，但由于历史原因，一直难以

进行，致使我县有近百年时间志书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

正，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地方志工作开始列入了党和

国家的议事日程。

湄潭县编修新方志的组织工作始于1983年．志书的资料收集和编

纂工作实际上开始于1987年。经过全-县108个部I'-]300多名修志工作者5

年的艰辛劳动，一部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终于全面完成．这是湄

潭县广大修志工作者为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的

重大贡献，他们的功绩将载入史册．

新修的《湄潭县志》不同于历史上的志书，他的主要特点是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详细记述了全县自然

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脉络，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当代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社会变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它实际上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县情j椤，是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决

策的依据，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的生动

教材·本志在编修方法上也有刖于史志·由于时间跨度长，资料收集

难度大，在编纂方法上采取了两步成志的办法。第一步提倡部门修专

．志，以详细记述资料为主；第二步在积集各方资料基础上进行总纂·从

总体上看基本上达到了结构科学合理，内容深刻丰富，文字严谨朴实

的要求，也符合详今略古的原则。因此，它是湄潭县第一部集一方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全的史书·

湄潭县修志工作是在中共湄潭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县人

l 大，县政协协助下进行的。在修志过程中，得到了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得到了贵州省地方志办和遵义地区方志办的及时指导，得到了社

会各界老同志。老朋友和学者，专家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县志编辑部的

主编．副主编和编辑同志，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任劳任怨，辛勤

，工作，保证了志二捂的顺利完成。在此，谨向上述各方领导和同仁表示

衷心感谢!由于水平低，又是第一次参加修志，；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

i 望一切有识之士斧正。 ．

湄潭县是黔北高原一颗明珠。她山川秀丽，环境优美，自然条件

得天独厚。抗17战争时期，我国著名学府浙江大学曾在此办学多年·

浙大人才辈出，。蜚声中外，为湄潭增添了光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

湄潭，为我们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都在历史上为溜潭的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起过促进作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

，会以后，湄潭的社会经济，文化更发生了巨大变化，使灿烂的明珠更

／加光辉夺目，这是湄潭人民的骄傲。我不是湄潭籍人，但我革命生涯

／四十六年就有三十年是在湄潭度过的。因此，我热爱湄潭、眷恋湄

／潭，我衷心希望我们湄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 阔步前进，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

／
／

。

f 湄潭县政协主席洪星

? ／|
．．

1992年6月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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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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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详今略古，求

实存真；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二、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截至1988年底，少数内容有延伸·
’

三：记事以历史建置隶属的地域范围为准·湄潭．凤冈．余庆三县

合并时，凤冈，余庆的部分数据未记入有关对比表中·

四．人物：不为在世人立传，立传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

五．本志中的_解放前一， 膏解放后一系以1 949年1 1月19日湄潭

解放为线· ．

六，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地名(加注解)外，均用现标准地
。’

名·县内地名统一以1983年编印的《湄潭地名录》为准·

七、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为准．财政收支数据分别按一合计f

数一． 膏总计数一记述在有关篇目中． |-

八，浙江大学在湄潭办学达7年，收入第十七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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