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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十年磨一剑， ~岳阳市云溪区志》终于付梓 。 这是云溪方志事业的丰硕成果，也是

云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具体反映，值得庆贺 !

云溪是湘北门户，自古就以"鱼米之乡"著称，而今更以"中部重要的石油化工基

地"和"长江中游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闻名 。 保存至今的铜鼓山殷商文化遗址、长江

人工石矶大矶头、历史文化名镇陆城等古迹景观 传讲数代的明户部尚书杨一鹏清廉为

政、清台湾兵备道刘嗷勇御外敌等先贤故事 还有兴建的京广铁路、长江撇洪渠、荆岳

长江大桥、绿色化工园、国际集装箱港等系列工程 无不体现了这里的文化厚重、人杰

地灵 。 近 40 年来，勤劳智慧的云溪人民更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借助中石化长岭炼

化、巴陵石化等央企的入驻 ，脱县设区，迈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处处充满生机活力 。 现在，全区人民意气风发，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各项

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喜人局面 。

盛世修志，志载史实，自古皆然 。 回望云溪修志十余载，广大史志工作者和有关方

面通力协作，寒来暑往、笔耕不辍，终成正果、殊为不易 。 本志作为云溪的全史，全面

展现了云溪有史以来特别是 1984 年建区以来的光辉历程 客观记录了云溪儿女励精图

治、奋发图强的动人事迹，真实反映了全区人民艰苦创业、实干创新的鲜活经验，构成

了一幅蔚为大观的历史长卷;所记范围广泛、门类齐全，涉及山川形胜、人文主变、古

今要事，备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诸多方面 ，犹如一部云溪的百科全书 ;特

别是融思想性、科学性、史料性为一体 ，既反映云溪地方特色 ，又彰显鲜明时代特征，

具有极高的存史、资政、育人价值，是云溪一笔鉴往知来、加快发展的宝贵财富 。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 当前 云溪发展迈上了在岳阳率先实现城乡统筹、率先实现

全面小康的新征程，全区上下正高举项目兴区大旗，扎实做好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积

极融入 " 1+4+2" 大岳阳城市圈 一个更具实力、充满活力、彰显魅力的富强美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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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云溪即将成为现实 在这方 403 平方公里 的热土上续写 出新的辉煌 。

一志在手，洞烛区情 ; 一志相传，教益民众 。 借助这部区志，让历史告诉未来，必

将激发全区人民前赴后继、薪火相传，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再谱云溪历史华章 。

是为序 。

ji牛t
2017 年 10 月

(作者系中共岳阳市云溪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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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惠政利民 。 经过全体编寨人员的辛勤努力，历经十余载寒暑，洋洋 100

余万言的我区首部方志一一一《岳阳市云溪区志》终于付梓刊行了，实为云溪历史上的一

大盛事 。

云溪地处湘北，山川灵秀，物阜民丰，世世代代在这扶土地上耕耘、奋进的人民群

众 ，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许多脸炙人口的动人故事 。 宋朝的经史著

述家李拨、明朝的户部尚书杨一鹏、清朝的台湾兵备道刘敬、当代的无线电专家甘石泉，

是历代先贤的杰 出代表;长江边上的大矶头、坪田的"乐善好施"牌坊，讲述了云溪人

民好德崇善的优良美德·铜鼓山殷商文化遗址 则将云溪的历史追溯到了遥远的殷商时

代 。 这些厚重历史和美德故事 成为激励云溪人奋勇争先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 。 在

2014 年云溪建区三十周年之时，区本级财政突破了 10 亿元大关，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大幅改善 。 生生不息的云溪人，必将

不断再续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人民安康的时代辉煌 。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 修好区志 ，充分发挥史志"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是一件益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 2003 年以来 区史志部门按照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略

古详今的原则，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等并用，分 24 篇 100 余万字，翔实

地记叙了云溪的历史与现状 自然与社会 纵贯古今 横陈百业 对政治、经济、军事、

地理、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无不广征博采，揽云

溪发展历史于一 I快，集资料性、科学性、 l思想性于一体，为我们鉴往知来、把握现在提

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是一部珍贵的地方文献，更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 乡土教材 。

察古自当鉴今 。 捧读《岳阳市云溪区志~，我们析望，读者远能察古，彰明历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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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近可鉴今 ， 更好地开拓进取 ， 振兴前行，为明天的云溪 ， 书写更加灿烂辉煌的篇章 。

是为序 。

五冯
2017 年 10 月

(作者系云溪区人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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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编篡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 实事求是、秉

公直书地记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 力求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相结合 ， 起到存

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

二、本志为首修志书，记述事项尽量上溯源起，以 197 8 年改革开放和云溪置区后为

重点 ， 下限 2 011 年 ， 少数人、事顺延至 2 014 年 。 记述地域范围以各个历史时期隶属区

域为限 。

三、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 ， 以志为主，同时采用述、记、传、

图、表、录等形式，由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索引、后记九部

分组成 。 概述总揽全志，综述历史与现状 ; 大事记略古详今，纵揽大事、要事 ; 专志采

用篇、章、节、目和目以下视情况设子目体例，横排门类，纵述历史 ， 计 24 篇 105 章 。

对需要重点记述的事件，特设专记 。

四、关于人物，本着生不立传、正面为主的原则，设传记、传略、表录，其中表录

根据需要或置于专志或放置志后"人物"内 。 传录人物、表录烈士分别以卒年、牺牲时

间为序 。 获省、部级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先进人物 ， 以获得荣誉称号时间为序 。 副

高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 按评定职称时间为序 。 单位主要负责人 以任职先后为序 。 在

外副团级军官、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士 以所在国家或地区和姓氏笔画为序 。

五、文体，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以记述文、语体

文为主 。 文字，执行 2 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除引用使用少数繁体字外，其余均用简化字书写 。 数字 ， 按 2011 年发布的国家标

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使用 。 标点符号，执行 2011 年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符

号用法》。

六、历史纪年，凡清代及清代以前，先书写朝代年号，再括注公元纪年，同一朝代

同一年号在志中相近处连续出现 只在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 。 中 华民国纪年于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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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 。 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称 1949 年

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 。 凡 20 世纪所属年代，省略 "20 世纪"只直标年代。

七、地名、机构、官职及货币等，均按当时当地的通称记述 。 地名有演变者，注以

今名 。 机构在首次记述时用全称并加括注，以后概用简称 。 湖南省、岳阳市简称省、市，

中共湖南省委、中共岳阳市委简称省委、市委，省、市人民政府简称省、市政府，岳阳

市北区、岳阳市云溪区简称北区、云溪区，并概称区，原隶临湘县一般俗称县 。 官职只

在人物首次出现时记述 。 计量单位，封建王朝、民国时期的，按当时实际记述 1949 年

10 月以后，按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3 年制定的 《量和单位》之规定记述，少数单位，为

尊重地方习惯仍用市制 。

八、地域面积，为便于比较，除序言中采用最近遥感测量的数据外，其余均用历史

沿用的数据。价值、产值以当时当地现价计算 。 水位采用吴淤高程 。 地平面采用黄海高

程 。

九、本志所用史料由区内各部门单位提供，或由编篡人员搜集整理 。 史料一般不注

明出处，历史上有说误者，予以纠正 。 驻区大型企业的资料，为企业自行设目收集 。 采

用的数据， 1984 年以前的，主要依据 1996 年 5 月出版的《临湘市志》统计 1984 年

以后的，多以区统计部门数据为准，未纳入统计部门的，以单位提供的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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