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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新编《綦江县志》，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已

完成。这是我县的一件大喜事，值得为之庆贺l

志稿编成，嘱予为序。我世居綦江，又一直在县内从事地方工

作。故土之情，桑梓之美，深深映入我的脑海。心潮翻滚，难以平静。

感慨之余，欣然从命。虽不成文，聊表寸心，以补父老教诲之恩。

綦江建县于唐，历史悠久。且地处川黔要冲，交通发达，资源丰

富。人民勤劳朴实，素富革命精神。回顾往昔，岁月峥嵘。反动统治

之时，横征暴敛，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迭起反

抗，可歌可泣。无数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革命旗

帜，抛头颅，洒热血，争取自由和解放，涌现出邹进贤、王良、霍锟镛

等一批卫国拯民而英勇牺牲的忠良。烈士们用鲜血谱写了壮烈诗

篇，为桑梓增添了绚丽光彩。

1949年11月，迎来了綦江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指引下，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綦江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优越的社

会主义制度，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生产热情和革命的创造精神。在

“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

成就。人们安居乐业，百事俱兴，进入了经济繁荣的盛世时代。

“不识庐山真面目j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身在綦江，未必真正

了解綦江的历史和现状。新编《綦江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主义方志学理论，科学地、严谨地、实

事求是地详细记述．了綦江民国时期的史实和解放30多年来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具有鲜明的地

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綦江的历史，必将起着“以

史为鉴，可知兴替’’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四化"建设方兴的今天，它

更有助于我们了’解綦江的过去和现在，兴利除弊，扬长避短，为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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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科学进步，经济繁荣的新綦江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意义

极为深远。

新编《綦江县志》问世，是各部门大力支持和编纂者辛勤劳动的

结晶。虽不是尽善尽美，但文近百万，亦堪称綦江的一部历史巨著。

它无负綦江人民的重托，无愧于当今辉煌的时代!我谨以读者身份

表示祝贺!

李 义

1990年7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成为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历史资料

文献。 ．

(二)本志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当代记述。时

间断限，除大事记、建置沿革及人物篇之外，其余篇章，上限为辛亥

革命的1911年，下限为国家“六五’’计划结束的1985年。个别内容，

略有上溯。

(三)本志采用横排纵写、以横统纵的编排方法，分小类设志。各

分志视内容繁简设置若干章、节，节以下按需要设目记述。

(四)本志有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图、表分别附于

卷首和有关分志之中，做到图文并茂。

(五)本志除古籍引文之外，一律为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通

顺、朴实、简明，使之文约事丰，言简意赅。

(六)1949年11月27日，綦江解放。在此之前称“解放前’’，之

后称“解放后’’。解放前，沿用历史朝代年号纪年，在每节首次出现时

夹注公元纪年，以下类推不再夹注。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辛亥

革命前的月、日，按农历记述。
’

(七)本志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用历史名称，下

限断限时，用现行标准地名。职官名称用历史习惯称呼。对人物，均

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

(八)本志立传人物是以1985年底以前去世的对社会发展有较

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物。以本籍为主，亦载

入少数对綦江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为

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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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所列各种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字记述。1955年3月

以前的旧人民币，一律折为新人民币入志。

(十)本志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清《綦江县志》和有关报

刊、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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