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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模

主编唐琰

副主编张正清

主编杨当第

本卷总纂杨当第

主编尹敬中

’副主编邓玉才

建 置 篇 主 笔尹敬中

自然环境篇 主 笔邓玉才

县区概况篇 主 笔尹敬中

本卷总纂尹敬中

墨ll囝圃主 编 尹敬中

副主编张正清
人 口 篇 主 笔

’ 副主笔

民族篇主笔

本卷总纂尹敬中

盔誓图苣圈主 编 黄春云

副主编邓纯蛟黄文章

综 述 主 笔

城市规划篇主 笔

市政工程篇主 笔

公用事业篇 主 笔

环境卫生篇 主 笔

园林绿化篇 主 笔

房地产篇主 笔

建筑篇主笔

环境保护篇主 笔

县城与村镇建设篇主笔

本卷总纂张正清

唐云芳

张建玉

张正清

袁迪生

袁迪生

周山洪

曾楠庚

贺清雄

赵志光

左子文

彭文树

袁迪生

王芳华

萧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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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志序一1

序

盛世修志，古来如此。新编《邵阳市志》是全体编修人员在中共

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为时十年不倦的努力所编成。

古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

为鉴"。该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立足当代，略古详今，实

事求是地记述邵阳的历史更替，事物兴衰，对把握地情民情，发挥地

方优势，探求建设规律，推进邵阳发展，以及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乡志教材，激励人们开拓前进，都具有重要意义。《邵阳市志》的

编纂出版，为邵阳人民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是值得祝贺

的。
’

邵阳古属荆州，地处湘中偏西南，西以雪峰山脉为屏，南以五岭

山脉为障，资水纵贯其中，地域辽阔，丘陵起伏，林果成荫。自西汉

置县，至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

邵阳民风淳厚，尚义崇文，勤劳智慧，代涌才人，有悠久的文明

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唐有著名咏史诗人胡曾，宋有一代宏儒周仪，明

初有开国重臣蓝玉、沐英，明末清初有车氏一家，著述达千卷之多；

特别是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于混沌之世振臂高呼，提出了“师夷长

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成为启迪国人解放思想、睁眼看世界的进步

先驱。民国初年，护国将军蔡锷为反对帝制、建立共和立下了卓越功

勋。“五四"以来，邵阳众多的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或为抵御外侮，

或为民族解放，前仆后继，流血牺牲i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诗。新四

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为解放人民于水火，身先士卒，献身沙场，就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音乐家贺绿汀以一曲《游击队之歌》唱彻祖国南

7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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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邵阳市志序一

北，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战士英勇杀敌的斗志。他们的革命精神，常存

史册，将永远鼓励我们奋勇前进。

邵阳山川毓秀，资源丰富。已故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亲自扶植创

建的城步南山牧场，所产的绿色食品名扬海内外。新宁的蓖山风光，

所拥有宏伟秀丽的丹霞地貌，世所罕见，可与张家界、桂林山水媲美。

邵东的民营工商业蓬勃发展，多姿多彩。市治所在地邵阳古城，上通

云贵，下接长衡，工贸繁荣，历来为湘西南重镇。新中国建立后，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邵阳经济多有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他El

洛湛铁路和上瑞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其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新编《邵阳市志》，横陈各业，纵述历史，资料翔实，图文并茂，

共22卷，550万字。邵阳地方特色和优势，均可从市志中尽览。该志

称得上是一部研究邵阳、了解邵阳、开发邵阳的百科全书，是值得向

读者推荐的。

70年代末期，我曾在邵阳专署工作，与邵阳人民一道，为邵阳的

崛起和发展共同战斗。邵阳的山山水水，邵阳人民勇于进取、只艮苦奋

斗的可贵精神和光辉业绩，至今历历在目。值此《邵阳市志》编成出

版之际，我衷心希望邵阳人民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光荣传统，借鉴《市志》，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团结拼搏，振兴邵阳，为强市富民，再创辉煌。

是为序。

湖南省政协主席、原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刘正

1 996年7月1日于长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邵阳市志序二1

序 二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记

一方历史沿革之要略，描山川地理之特征，述政治风云之变幻，表经

济文化之盛衰，“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我们任职

邵阳之际，欣逢一代新志——《邵阳市志》，鸿篇铸就，付梓问世，可

喜可贺!

邵阳市地处湘中偏西南，东望衡岳，南枕粤桂，西接五溪，北毗

娄涟。资水如游龙，纵贯全境；雪峰、南岭似屏障，耸峙西、南。地

域辽阔，资源丰饶，历史悠久，民风淳厚，历来以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而名播湖湘。历史上邵阳人才辈出，文臣武将，商贾艺匠，不绝于

书；抗暴御侮，树德立言，代有英贤。本世纪20年代以来，邵阳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中，更涌现出几多风

流俊杰，谱写了几多壮丽篇章。新中国成立后，邵阳人民同心竭力，

重整山河，艰苦创业，建立起工业基础较好、农业独具特色、第三产

业比较发达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在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各方面均描

绘出日新月异的壮美画图。这一切，理所当然要载之于志，传之于世。

以此而观兴废，知得失，通古今，察未来，既是认识邵阳，振兴邵阳，

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需要，也是让世界了解邵阳，使邵阳走向世界

的需要。

邵阳古称昭陵、邵陵、邵州、宝庆。编修府、州一级志书，始于

明正德年间。迄清道光年间，已九修府志。然而至近代却断简百余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欣逢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根

据国务院和湖南省的统一部署，中共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 986

，

z牛



2邵阳市志序二

年4月成立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调集有识之士，动员

各方力量，拨付专项资金，着手编纂社会主义的新市志。其间虽几经

曲折，多番磨砺，由于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尤

其是奋战在第一线的广大修志人员，十度寒暑，甘于淡泊，乐于清苦，

锲而不舍，奋力拼搏，终于抵达春华秋实的彼岸，圆满纂成550万字

的鸿篇巨制。在此，谨向所有从事和关心、支持市志编纂工作的同志，

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新编《邵阳市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揽

百年于一瞬，熔百业于一炉，既有宏观鸟瞰，又有微观透视；既有文

字详述，又有图表印证。详异略同以彰特色，探本究源以昭征信，寓

论于史以探规律。一方风物，尽收眼底；沧桑变化，了然心中；所走

弯路，所存差距，亦不讳言；可谓集市情之大全，堪称资治之鉴，存

史之册，教化之书。

了解过去，是为开创未来；展望明天，尤需激励奋进。在这世纪

之交的时刻，我们要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为了将一个文

明、富庶的新邵阳带入21世纪，中共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依

据邵阳资源优势多、经济腹地广、市场容量大、民间潜力大的市情特

点，全面实施“民营突破，开放带动，科教领先"的发展战略，解放

思想，放开搞活，苦干实干，加快发展。希全市人民从可读、可信、

可用的新编市志中获得启发，获得教益，获得激励，共谋邵阳发展之

大计，迎接新世纪的辉煌。

中共邵阳市委书记周本顺

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孔令志

1 996年8月20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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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邵阳市自然与社会的

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断限，上限始于1840年，必要时适当上溯；下限

止于1990年。

三、本志记述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

志为主，图表随文穿插，以语体文和第三人称记述。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1990年市辖9县3区为界。鉴于新

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几经变动，1 986年3月执行国务院的批示，撤销

邵阳地区建制，实行市管县体制，记述原则和方法为“分线记沿革，

并列记机构，融合记事业，重点记城区，内容记到县"。凡记述今市

辖区域内全局性的史实，1986年3月前，用“境内"概念表述；之后，

则以“全市"表述。市辖东区、西区和郊区的所属范围，1949年10

月建市后称“市区”；东区、西区则称“城区”；建市前均以各个历史

时期的名谓表述。

五、本志篇目设计，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坚

持“类为一志力原则。前冠《总述》、《大事记》，主体部分由20卷分

志组成，后殿《人物志》、《杂录》。按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

的顺序排列。全志共设102篇，按篇、章、节、目层次横排竖写；以

16开本，分6册出版。第一册综合类，第二册经济类(上)，第三册

经济类(下)，第四册政治类，第五册文化类，第六册社会．·人物类。

六、本志资料业经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引文出处在文中夹注。

、I_，

么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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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一般采用脚注。

七、本志所用宏观数据，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局缺

数据者，则采用和有关单位共同考证后的数据。

八、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以国务院1984年2月颁

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照实记载；旧

人民币值换算成新人民币值；读者不熟悉的计量单位和单位名称，第

一次出现时加以说明。 ，

九、本志时间表述，一律书写具体时间(×年×月)。历史朝代

和民国纪年，先书写朝代或民国年号，再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所记地名、机构、职官、党派名称等，均用当时称谓。

历史地名加注今名或今属地域。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之

后，可用简称。人物直呼其名，不加定语褒贬。

十一、本志《人物志》由人物传、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表、名人

录三部分构成。其中人物传只收录已故人物，立传人物排列以卒年先

后为序。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表只收录城区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名

人录只收录1991年元月尚健在的本籍各界代表性人物及长期在邵

阳工作成就显著的客籍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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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大事记

总 目

卷一地理志

第一篇建置

第一章境域隶属

第二章行政区划

第二篇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质

第二章地貌，

第三章气候

第四章水文

第五章土地资源 ．

第六章野生植物动物

第七章矿产资源

第八章旅游资源

第三篇县区概况
’’

第一章市 区

第二章属县

卷二人口 民族志

第一篇人 口

概述

第_章人口变动

第二章人口分布和密度

第三章人口构成

第四章计划生育

第二篇民族

概述

第一章苗族

第二章瑶族

第三章回族

第四章侗族

第五章民族政策实施

卷三城市建设志

综述

第一篇城市规划

概述

第一章规划编制

第二章管理

第二篇市政工程’



概述

第一章城市道路

第二章桥梁与河堤

第三章排水

第四章路灯

第五章管理

第三篇公用事业

概述

第一章公共交通

第二章供水

第三章供气供热

第四篇环境卫生

概述

第一章清扫保洁

第二章环卫设施

第三章管理

第五篇园林绿化

概述

第一章园林

第二章绿化

第三章苗木花卉

第四章管理

第六篇房地产

概述

第一章产权

第二章管理

第三章房屋建设与维护

第七篇建筑

概述

第一章勘测设计

第二章施工行业

第三章建筑技术

第四章建筑工程

第五章管理

第八篇环境保护

概述

第一章环境污染

第二章环境监测与科研

第三章污染防治

第四章环境管理

第九篇县城与村镇建设

第一章县城建设

第二章村镇建设

卷四工业志

第一篇综述

第一章发展概况

第二章结构与布局

第三章机构与管理

第二篇机械工业

概述

第一章汽车工业

第二章专用机械

第三章通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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