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己

袱●

▲rI◆

甭

◆1I帕敞芥趣瞪



。 ’《汨罗市志》编修机构及人员
(编纂委员会主任、办公室主在、’尘磊按任＆完名瓣列，其余羹姓氏笔妊}歹≥{。

’

，‘。 ‘： ∥《： j： ’·’“i j
。

汨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7

，

：
，、， l t 一

。

． 1 。 ，

主任委员；唐镇球李湘岳刘文峰
“

⋯

副主任委员‘王德恩+左国祥一龙协邦刘尧臣杨太平⋯
· ．吴钢良。欧干钦2徐‘俊萧建华1

眦

委 员；j?丁煊生。万汉生”马引娣。王友书王志明

王昆山王伯谦“。王建岳仇再芳。邓国平?甘征文叶军四

皮甲杰；龙镭朱普泗任国平任国瑞任建云伏仁亮

刘万年刘楚贤刘尊爵’许光辉k许细霞 杨雄杨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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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雄李志荣李定高 李纪辉；李积德；李新民、j李细高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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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季芳黄泽南黄冠军黄根应黄碧云；．曹武华；‘韩公社

彭吉斌7彭迪钧7彭菊初傅敬彬傅斌池+曾维纲j’廖家瑞’

熊里仁黎毅黎安保霍东华‘r戴文明，戴志明。4戴槐洋

顾 问 尹中奇。‘左开_．任，森。任名林李平澜

吴玉泗l陈骤文I I周塞钧I范迪文 禹 舜 胥亚i康濯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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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乙 ， ，

’办公室主任任国瑞．，黎安保：李新民，
·副主任，毛孟山任建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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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送培 ，刘文峰
，

’

‘

J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正当全市人民遵循
、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阔步奔向小康的重要历史时刻，首届《泪罗市志》4,-I-梓。这部全

面记述汨罗历史和现状的宏篇巨著，将作为千秋信史，流传后代，是

近年来汨罗人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丰硕成果。

泪罗属古邑新城，历史悠久，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的屈原

晚年生活和写作的地方，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搿时的诞生

地。汨罗人民深受“求索”、“骆驼’’精神的影响，具有勤奋朴实、正直

勇敢、求索向上的优良品质。在漫长的岁月里，汨罗人民为反对剥削

压迫、抵御外侮、推翻封建统治、征服自然而前仆后继，曾创造出无

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汨罗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曲折，为变革生

产关系，改变自然条件，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谱写出辉煌灿烂的

篇章。‘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给泪罗人民提供

了难得的机会，62万英雄儿女沿着共产党指引的航向，运用自身地

理、资源等优越条件，弄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浩瀚海洋，奋力拼

搏，再造辉煌，两个文明建设的多项指标，已跻身全省和全国的先进

行列。汨罗将成为一颗社会主义的璀璨明珠，闪耀在洞庭湖边、京广
线上。

． 在这一片地灵人杰的土地上，尚无一部完整的地情资料书可供

当政者和子孙后代借鉴，不能不说是其不足之处。首届《汨罗市志》

的出版，填补了历史上的这一空白。 ．

《汨罗市志》参考古今成功之作，推陈出新，立足当代，详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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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资料翔实，文词简洁，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于二体，融地理、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于一书，贯通今古，包举百科。全书以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为准确地反映了；El罗历史上

的兴衰起伏，揭示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诸方面的发展规律

和经验教训，是当政者察情施政的宝库，是向全体市民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市情教育的好教材，也是泪

罗籍在外地工作的同志了解乡情的好资料。因客观因素的制约，《汨

罗市志》亦难免有其不足之处，但毕竟为子孙后代编修了首部较为

完整的信史，它必将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促进汨罗的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

， ．

4

编纂人员九历寒暑，辛勤笔耕。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广征博采，

精心甄别，推敲考证，务实求真，为志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

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勤，众目所睹。当此志书出版发行之际．，谨代表

中共汨罗市委、市人民政府，深表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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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送培系中共}日罗市委书记 刘文峰系汨罗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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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一、本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
’

j ， 。

是地记述汩罗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 ^，

“

以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

一
，

。

’’ t
{ 、

二、本志系汨罗市首届志书。从汨罗为古邑新城，曾长期并入湘。
。

、

’

，
。 ／、 ，
● ，

阴县的实际出发，全志重点记述汨罗县析置以后的内容，适当追溯

历代有关汨罗的历史。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1993年底。记·
●

^‘

述中力求突出泪罗的地方特色，凡属原湘阴县而与汨罗境内关系不
‘

、
’j L

‘
’

。

大的事从略。 ．

。

，

’

、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等体裁。篇目结构采用中

篇并列式，一般设篇、章、节、目4个层次，按照地理、政治、经济、文 ．

化、社会的顺序排列，富有地方特色的事项，从所属门类中析出，单；

列篇章。其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 ，

四、本志以1966年3月泪罗县析置后的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 ，

析置前称“境内，，。各个时期依地名或行政建置命名的机构，随地名
、

’

‘、

或行政建置的变更而变更，文内不再注明。 。

五、本志所用纪年，历代封建王朝纪年用汉字书写，中华民国纪

年用阿拉伯字书写，均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使
，

用公元纪年。连续出现几个相近年号时，纪年前的朝代和括注纪年 ．

从简。 ．．。

六、本志所用数据，一般以市(县)统计局复核后的为准，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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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掌握的，采用历史档案或主管单位的数据。数字书写遵循1987年

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制订的《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按各个时期的规定表述，对比数换

．算为公制。海拔高程按吴淞口海面为零点计测。

七、本志所用的专用名称，首次出现使用全称，以后根据需要使

用全称或简称。如“中国共产党汨罗市委员会"简称“中共汨罗市

委”或“市委’’；“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等。 ．

八、本志依修志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凡原籍汨罗；并对社会有

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传，以卒年先后为序。在各项工作中有贡献、

有影响的人，“因事系人’’记述于相关篇章。

九、本志所用资料已经考证鉴别，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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