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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方志

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三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李铁映

，(2003年1月8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提了

很多具体建议：没有发言的同志可以以短函的形式，

将意见交给指导小组办公室，请他们在今年的工作安

排中考虑、采纳。关于去年工作的总结和今年工作的

安排，我原则上同意，当然还可以再继续完善。下面，

讲几点意见：

一一、用十六大精神指导修志工作 ．

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是地方志工作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十六大精神对全党全国各

项工作，包括地方志工作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

“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

面，各方面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振奋精神，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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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取多种多样、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方法，拓宽方志工作

的思路，在方志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和形式、方’

法和手段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开创方志工作的新局

面。 ．

要牢牢把握方志工作的前进方向，坚持用方志成

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

务的根本宗旨，使志书真正发挥资政育人、培育和弘

扬民族精神的作用。
‘+

二、经世致用，质量第一

‘志书要经世致用，要注重质量。质量问题是关乎

新世纪方志事业前途和命运的核心问题。

编修志书必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经世致用的基

本方针。只有真实的历史和资料才能做到经世致用，

没有质量的书会贻误后人，根本谈不上经世致用。我

感觉现在有的地方修志急于追求速度。这种状况值得

重视。片面追求修志速度，也可以说是学风不正的表

现。

志书之所以能感召天下，还是取决于质量，不取

决于我们的辛苦。我们付出了辛苦和汗水，留给后人

的应该是高质量的志书。质量问题反映的是我们的学

风、志向、精神风貌和我们队伍的素质。所以，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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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

三、加强队伍建设和方志学科建设

决定志书质量高低的关键在于人才。因此，要将

志书队伍建设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抓紧抓

好。

队伍建设离不开修志过程。应该把撰修和研究相

结合，把修志和用志相结合，在修志和用志的历史过

程中培养造就一支修志队伍。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修志

工作，完成了4700余部志书，今后还要续修。如果志

书修成了，队伍没有锻炼出来，没有培养出一支专家

队伍、一批铁心修志的骨干，就不能算是修志事业的

成功，还可能是一个重大失误。所以培养人才是修志

的一个必然结果，修志成果和修志人才是方志事业的

两大根基。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志书或者

说修志的数量问题、进度问题，更重要的是志书的质

量问题，是队伍素质问题。当前修志队伍素质参差不

齐，有的地方队伍非常不适应地方志事业的现状和发

展要求。修志事业的生命在于队伍，在于绵绵不断的

修志过程中。要认真开展修志队伍的培训，努力造就

一大批优秀修志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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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当然，培养人才和修志，和理论研究，和规范化、

制度化的指导都有很大关系。要请专家学者对修志队

伍进行培训，指导小组成员中社科院和高校的专家教

授都可以承担培训任务。要具体解剖若干志书，研究

良志、名志，很好地加以讲解，作为范例。志书的整

个规则、规范制度和质量，是在编修的历史过程中形

成的，也只有对这些志书进行深刻的剖析、归纳，才

会有更高质量的新的志书出现。如果没有理论研究，

没有规范的、．或者范例式的规则，地方志就形不成一

门学问，也不可能培养新一代的修志人。

可以考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史学方向设置方

志专业，建立起学术体系。现在一些大学已经开设了

方志专业课程，将来如果能培养一些研究生，把地方

志作为一种新类型的学科来建设，没有理论，没有自

己的学术体系，是不行的。要鼓励地方和高校写一些

方志理论著作，以加强方志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四、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我赞成工作总结中关于加强国际交流的做法。国

际交流首先要搜集、征集分散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大

学的有关方志的中文材料。志书作为中国悠久历史文

化的一部分，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被劫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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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盗的很多，分散在世界各地。办公室可以通过国际

协作，通过志书交换和回赠等方式，把分散在世界各

地的志书和有关志书的材料以复制、光盘等形式收集

回来，供全国学者研究，同时也可以填补国内方志收

藏的空白。

我们史学界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把中华民族散

失在外面的史志资料征集回来，当然不一定是原件。

这可以作为今后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任务。同时

要积极开展与港、澳、台的交流与协作，促进地方志

事业的发展。应当明确，与台湾的志书交流是文化性

质的，不涉及政治问题。

五、加快方志事业的数字化建设

关于加快数字化建设，这一点大家都谈到了。方

志系统要建立一个数字化的志书图书馆，通过互联网

供社会各界乃至国际上使用。这需要专门经费才能完

成，同时还要与建设国家·北京方志馆结合起来。

以上所讲的，是我对今年工作的一些想法。我建

议把全年的工作安排变成可操作、可检查、有具体成

果的事情。特别是对全国修志工作有指导意义的事情。

开会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活动，应该抓几件能见诸成

效的事情，列出今年能做的几件具体工作。有些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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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做不成，要做好几年，就要年年列，年年做，年

年抓；有些应该今年完成的就要在今年内完成。

六、关于2003年工作的建议

除了大家谈的以外，建议做这样几件事情：

第一，编写志书质量指南。现在要搞出一个规范

的东西很难，但我们已经出了4700余部志书，已经有

了经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编一个指南供各地参考，

也可以把它作为教材用来培训。．

第二，编写续修志书指南。续修志书怎样开始，

如何搜集资料，如何培训队伍，如何制定规范，如何

总结经验，如何利用现代化的手段，这些问题都需要

研究。续修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简单重复，要有新的

起点，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新的质量要求、新的方法、

新的志书体例的基础上。指南可以年年修改，经过讨

论逐渐完善‘。

第三，《地方志工作条例》在国务院未批准之前，

可以由指导小组作为试行方案发到各地。作为试行方

案，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工作指导性的文件。

第四，编写数字化方志工作的指南。探讨如何建

立数字化工程，如何建设数字化图书馆，如何联网。

上了网就要规范，标题、数字、语言等必须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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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否则就没有办法使用。我们要建立的国家方

志馆，同时也就是数字化图书馆，从一开始就要用符

合数字化工程的标准来建设，使传统的实物图书馆与

虚拟的数字化图书馆并存。对于地方上已经有方志馆

但没有做到这一步的，应该给予指导，以实现全国的

统一。这项工作绝非一年半载就能完成，但必须有指

南来指导，避免花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经费。．

第五，建立培训制度，编写队伍培训指南。培训

一定要规范化、制度化地长期进行，这也绝非一朝一

夕的事情，不是办了两期培训班就算完成了。培训制

度是任何一支队伍都必不可少的制度，队伍的素质取

决于培训。指导小组的培训可以作为一个方面，但不

可能涵盖全国的培训，指导小组的培训和各地的培训

要上下纵横，交叉培训、多重培训，各级培训各级，

逐步提高队伍素质。

全国各地方志机构的情况差别很大，指导小组也

不是一个纯行政单位，不涉及较大的权力、利益的调

整。但是要坚持一点，凡是有利于方志工作、有利于

提高方志质量、有利于调动方志队伍积极性的事情，

指导小组都可以大胆地去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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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杜道霸志》

第五章 道教团体

第一节椒江道教协会

椒江市道教协会成立大会于1987年5月14目在

葭浊斗姥宫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椒江市道教协会，

讨论通过了《椒江市道教协会章程》。并经民主协商，

推选五人组成椒江市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施朋初

当选为会长，陶诚禹当选为副会长，常务理事施朋初、

陶诚禹、林钦寿，理事(按姓氏笔划为序)朱诚麟(女)、

林钦寿、施朋初、徐至庆、陶诚禹。协会地址暂设葭

洫斗姥宫。

1989年5月3 1日，椒江市道教协会增补常务理

事、理事四名：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林桂清，理事陈崇

桃、张诚香(女)、徐从龙。

1990年7月7日，椒江市道协第二届代表会议在

白云山龙翔道院举行，出席会议代表33人。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椒江

市道教协会章程》的修改草案，选举产生了椒江市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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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二届理事会由18人组成，会长

施朋初，副会长林钦寿，秘书长林桂清，常务理事施

朋初、林钦寿、林桂清，理事(按姓氏笔划为序)王

仙寿、毛信一(女)、阮孟根、李杨清、陈崇桃、杨宗

义(女)、林钦寿、林桂清、郭美友、施朋初、倪寿德、

徐宗俊、徐香梅(女)、徐至庆、陶诚禹、蒋宗增(女)。

会址设龙翔道院。

1993年2月12日，增补第二届理事2人。理事

华诚鹤、应湘玉(女)。

第二节护法小组

椒江市道教协会下设三元护法组、延龄护法组和

斗姥宫护法组。

三元护法组：组长贺贤德，组员李赞德、陶开友、

孙和林、陈玉玉、王铭芳、刘梅生、陈士法、周礼正、

陈良法、周天送、周大江、黄泽富、李世岩、何贤庆、

金吕德、罗云卿、张芳钧、陈再荣、周仙贵、王以秋、

周铭锬、金老四、张吉龙、李清法、丁嘉样、王道法。

延龄护法组：组长李理正，副组长罗邦钦，组员

陶理德、潘新保、王正海、潘文元、苏招才、周明富、

何剑钊、罗邦福、陶多法、李林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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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文物古迹。

(5)加强正一道士管理。

(6)推动道教人士，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

设服务，举办公益事业，努力实现自养。

(7)培养道教人材。

(8)进行道教史料的挖掘、整理，对道教的历史

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9)做好外宾和侨、港、澳、台胞接待工作，发

展友好关系，为振兴椒江作出贡献。

第五条代表会议：

本会代表由道教信徒代表和信众代表组成，为本

会最高机构。代表实行常任制，代表会议每年举行一

次，五年换届，由理事会召集，必要时可提前或延期

举行。代表会议职权：

(1)听取和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2)讨论并决定本会的重大问题。

(3)修改章程。

(4)选举理事会。
’

第六条理事会由全市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理事

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市代表会议如提前或延期举行，

理事的任期相应地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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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会长办公会议

召集，必要时可提前或延期举行。

在全市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理事会执行全市代表

会议的决议，讨论并决定本会的重大问题。

第七条理事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秘

书长一人，由理事会选举产生。

会长办公会议由正、副会长和秘书长组成。在理

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理事会职权。办公会议由会长决

定召开。 ．

会长对外代表本会，对内总理全盘工作，副会长

和秘书长协助会长开展工作。

第八条 大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相应的工作机

构。
’

．

第九条椒江市道协与各宫、观为指导关系。

第十条本会代表会议的代表，都有贯彻执行本

章程的义务。 。，

第十一条本会经费由理事会筹措，各宫、观要

积极支持。 ．

第十二条本会会址设在龙翔道院。

第十三条 本会章程经本会代表会议通过后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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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杜道靛志》

第六章人物传略

蒋宗瀚

蒋宗瀚(1901--1979) 字宣富，号得舒，道号

清容子，道教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三代传人。黄岩

长潭前蒋村后窑人(今讴谣村)，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八月廿四日巳时，于1979年12月17日羽化，

享年79岁。 一

蒋宗瀚家境贫寒，父亲是锯板工，兄妹四人，他

排行老大。八岁丧父，因家贫无钱营葬，其母忍痛卖

了三弟，宗瀚亦被送至长潭茅恩路廊广福宫当烧火，9

岁正式出家，礼蒋理富道长为师，开始了修道生涯，

其间师父为培养他，送他进私塾读了二年书。

．12岁时感于山乡僻处。山民贫病交迫，无钱治病

而丧生者众，遂立志学医，治病救人，用斗米换来《本

草纲目》，自习医学。以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重重

困难，经多年的克苦研学，终于在医学上取得卓越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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