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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县志》在中共仁怀县委的领导和县人民政府主修

下，经多方通力合作和八个寒暑的辛勤笔耕，现已编纂成功。

《仁怀县志》编纂严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建置、地

理、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人物、社会等方面的记

述。体例完备，具有科学性、现代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是仁怀县

的一部“百科全书’’。

《仁怀县志》的问世，对于领导机关认识仁怀，研究仁怀，

探索规律，正确决策，改进作风，意义重大；对于党的建设、行

政管理、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对于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

和县情教育的生动教材。

新修《仁怀县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详今略古，着眼现代，体现了“人民方志人民写，

人民方志写人民’’的精神，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

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是今人和后人的资料宝库。

在编纂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政治性和学术性强，我们

切实加强了党的领导，广泛动员和组织各个方面的力量及有

关人员参与修志，认真把好政治关和资料关。在修志人员没有

经验，尚未经过专门学校深造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在实践中加深认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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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中提高质量；坚持在修志中学会修志，克服重重困难，闯

过道道难关，确保修志任务的按时完成。应该说，新县志的编

纂成功，是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硕果。

我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展现出

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象，形势令人鼓舞。但是，在前进的道

路上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解决。我深信，

《仁怀县志》的出版，对于进一步认识县情，研究历史，熟悉现

状，了解地方优势，认准劣势，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制订符合

实际的兴仁富民规划，做好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

务，开拓未来，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共仁怀县委书记 刘文献

一九九O年六月

一 J



序

序 二

新修《仁怀县志》的刊行问世，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仁怀县地处黔北边陲，赤水河畔，山大沟深，生产条件差。

生息在这里的先民及其继承者，凭着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创

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莽莽“云帱山"，滔滔“赤水河"，幽幽“J怀

阳洞"，巍巍“鹿鸣塔”，清清“葡葡井"，岌岌“吴公岩"装点着秀

丽的山川。独特的土壤和气嘿：墼当塾垒生丛鲍菱垒亟：睦玉
川I反洋教，杨金农民起义建立新开县，柏杨坪农民抗暴斗争，’

红军长征过仁怀激战鲁班场、巧渡赤水河，人民解放军解放仁

怀，平息土匪叛乱等英雄业绩永为世人所仰慕。特别是建国近

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山河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粮食、

油料、烤烟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今日仁怀，到处是一派春意盎

然、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历史的功过是非，还是现实

的经验教训，都将客观真实地载入史册，以益当前，荫及后世，

使之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仁怀自建县以

来，明万历年间，曾修过《仁怀县志》；清嘉庆时，熊继飞、朱凤

芝纂有《仁怀县志稿》。然而，这两部志稿均早已散失无存，只

在县档案馆和《贵阳府志》中分别留下一个“目录"。．清道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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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1 84 1年)，禺坡纂辑《仁怀草志》，传世至今，憾未终

稿。民国时期，曾组织过修志，但未见成效。所以，仁怀县志的

编修工作，实际上中断了1 40多年。

解放后，党和政府一直重视修志工作，早在1 956年中央

制定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就明确地提出了

重新编修各地方志的任务。由于诸多原因，未能使这项工作得

以顺利开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百业俱兴。

“盛世修志"的春风发自京华，迅速吹绿了神州大地。中共仁

怀县委、仁怀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11月成立机构，组建班
。

子，抽调人员，着手编修县志，决心把仁怀的这一历史空白填

补起来。之后，在数易春秋的岁月中，县委、县政府始终把修志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解决人员、经费、责任等问题，为事业

成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88年5月，为贯彻省、地关于“保

证质量，加快进度’’的指示，决定对修志工作实行承包责任制。

由各有关单位向县政府签订责任状，限期完成资料收集和整

理工作，共襄盛举，众手修志，各单位共组织1 00多人投入这

一工作，有效地加快了修志进程，使120万字的《仁怀县志》，

历时八载，终竣其功。

这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撰

·写出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相统一，能体现时代精神和地方

特点的新型县志。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和党的十三大所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

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以体现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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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篇布局上，彻底改变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偏向，把经济作

为主体，侧重展现新中国百业繁荣的现实，客观地记述解放以

来各项事业的发展面貌。力求新修的《仁怀县志》，既可概见历

史和现状的全貌，亦可探究各项工作的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

训，认清优势与劣势，充分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新修《仁怀县志》必将对当代和后世兴仁富民、造福桑梓有所

借鉴。

由于全志卷帙浩繁，全属新修，且出自众手，难免有编排

不周，取舍未当等不足之处。但就总体而言，它基本反映出了

仁怀的县情。我坚信，新志出版，对激励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祖

国，奋发图强，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新仁怀增添精神和物

质力量。 、

新志编成，全靠省、地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全体编修人

员的辛勤劳动，老同志的亲切关怀，专家学者的热心指教，兄

弟县(市)修志同行的大力支持，县、区、乡各级党政机关、群众

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紧密配合，在此，谨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谢

意!

仁怀县人民政府县长 段绍伟

、一九九O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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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

学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系仁怀目前第一部完整的县志，上限不限，下限1988年底，特殊事

项，断于脱稿之时。

三、篇目设置，按事业和性质归类，容量小的合篇。全志共26篇，112章，

355节，以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的顺序。各篇构成，除考虑专业性质外，

还注意到现代经济门类和管理体制的关系，对有的同性质门类，采用并列体，独

立成篇。 4，、 ，

四、篇目布局，对有地方特色的门类；和专业，作升格和详记细述处理。酒类

由章升篇，茅台酒作较详记述。商业系统的粮食、供销独立成篇。计统、物价、土

管、区划、计量、工商行政管理，列入综合经济管理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按

性质分散到有关篇章。军事篇中红军长征过仁怀，作重点记述。各篇酌情设无题
t^h，’一一。—、———————一～～一“—————一一、
小序。 、

～

， ●，_∥
五、本志体裁有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文体用语体文。纪年，

民国以前(含民国)，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解放后)，一律

用公元纪年。

六、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除以事系人外，概不收录活人传，客籍人在本

县有贡献的和本籍人在外地有重大影响的均立传。立传人物不看职务高低，主要

看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人物主要立正面人物，对极少数阻碍社会发

展人物也立传。

七、资料来源，主要根据史书、档案、统计、采访、考查等索取。自然资源数

据，以资源考查为准；经济数字，以统计局资料为依据。资料来源一般不注明出

处。有关重要资料，珍贵文献，各篇无法记载，则收录于附录篇。

八、今习水、赤水县境，历史上曾属仁怀县行政区划之内，本志除有重大牵

连的史实外，其余一律不记。

九、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仁怀县城，旧的政权瓦解，随

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本志所记解放前、后，即特指此一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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