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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舒喜警
丽 i酋：

编写地方志是我国阴优艮传统，至今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始于秦、汉，形成于宋。、竞≯

盛行于明、清。历代朝政都很重视。建国后，老一一辈无产阶级荤；帑家都菲常重视弛方志的收

集、整理和编修工作，十分注意运用历史经验来指导巾国革命和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串全会■

以来，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俘统，为提倡编史修志作了很多重要的’指

示。自古以来，盛世修志，为千秋犬业，是一顶借鉴历史、。‘振兴1民族，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

事业。地方志内容纵贯古今，横及百科，具肴较为蘑要的∥资治"功用价值。人们可以从中

寻找其治理国家、治理地方的借鉴。所以古人云；矗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洛郡圄者以志为I
鉴”。《贤文》一开头就讲：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挣的话，．唐朝李世民就非常注意研，

究历史的经验教毛J11,使李唐得以繁荣昌盛：今天我们编史修志，‘记载本地酶历史和现实，‘不

仅有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而且还能够开发本地资源，i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月睫务。从为现

实来讲，志书是“信息富矿”、是“战略资源蹦’、是掰智力工}具’’。编修地方志，。把本地发

生的一些霪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下来，用÷以教育灾民和唐代_1暖为培养灭民热爱家‘：一t

乡、热爱祖国的一部最好的乡土教材。它将为培养眷理想≯脊道德、√有更亿、“+脊纪律盼_代。

新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j 矗”_。≯1’：。o ；， 。-～。

本区党委和政府，就是遵循编史修志的这，一伟大历史意义和目的，积极支持编纂地方

志。上级一提倡，我们即建立了七入组成的编史修志领导小组，成立了七人的编史修志专

班，在党组织和上级编史修志领导机构的指导下，经过八个月广泛征集、整理资料的工作，

两年多时间的编写，三易其稿，才完成这部地方志的编纂任务。 、

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订的《新编地：号志工作条例》的规定，新编的路口第一部志

书，定名为《黄冈县路口地方志》。

《黄冈县路口地方志》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记述重要事件和历史人

物，真实地反映本地区自然、社会、入文等潜方面的觅史和现状。

本志深刻地夏映了路口近百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记录了路口人民前仆后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史迹；着重反映了路口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尤其是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实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成就。

在编纂《黄冈县路口地方志》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届三中

全会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予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间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突出党的领导，突出社



套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地位和作用。在批判地继承方志学传统的基

础上，使第一次新编的袋黄冈县路口地方志》成为一部具有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的新志书。

根据方志学的传统要求和与前清时代编修的《黄冈县志》衔接，此新志书编纂的上限年

童为1892年，也虿因事而异的上溯古代，下限年度为198'2年，以贯通今古。

新编的《黄冈县路1：3地方志-》，主要皋用记、志、俺、录等体裁，图、表、照片分别穿

擂于行文之中。

记：太事记，冠于全志书之首，颓时叙事，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宋体相结合的写法，实
}

为全志之纲。

志：则为全志之主体，一般是以事为经的记事本末体，亦称撰著体。即分门飘类，{=己述

某瑷事业的沿革与本柬。

传：人物志巾的人物传稀人物筒余，一般采用简史上媳传记体。

录；i列入志书申钧有关地方文献，人物辑录，一般采甩编辑体。

本卷为路口：{的百科垒书、全志共分十四章、七十五节。在章、节之首，设有行政霹域
图、水系图和大事记，地匾以表示空问位置和水秘设施的标志，大事记标明时间和所发生的

大事体，是全志约惑纲。金志章、节，为志书的主体部分，采用先地而后人、先经济而后政

务鲍横向排砩法，经过科学分类、会理归r并、突出地方特点和优势，图表、照片形象直观，．
一盛了然，依晦容甓要穿插其问。，以求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全志总字数为四十万字。．

在记畴的写怯上，风历史年代，均接各朝代年号和汉字数字书写，并括注公元纪年，如

清党始兰卡四颦‘1908)；电华民国元年(1912年)申华人民共租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

年。鼠媳一建国后均用公元纪每瓤阿撼使数字。 ⋯，．

在计数的写法上，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百分数亦如此，如“50％"、“5‰"等。

啦共黄冈县路口区委员会

黄冈县路口区公所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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