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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县志~ ( 1986 - 200 1 )充分展现了泸溪 20 多万人民 16 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古人云"以例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飞过去的 16 年，是泸

溪人民承载历史重任、艰苦创业、战胜困难、恢复发展的 16 年，也是泸溪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在曲折中前进的 16 年。全县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16 年

中我们克服了 1994 年"10.9" 、 1995 年"6.30" 、 1996 年"7.13"连续五年特大洪灾

造成的惨重损失带来的巨大困难，完成了举城搬迁县治的壮举，加大了扶贫攻

坚和移民开发的力度，推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

步伐，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全县工业生产走出了低谷并取得了恢复性发展。全

县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质受普遍提高，呈

现出一派生机勃发的景象。

为了全面反映 16 年来泸溪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坚定改革

开放信心1 加快县城经济的发展，县史志办组织编辑出版了这本《泸溪县志》

(1986 - 2∞1)，以其翔实的资料，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泸溪 16 年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真实地再现了泸溪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在

社会经济建设特型期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全县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研究

泸溪的发展战略、进行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县外各界

人士了解泸溪、认识泸溪、推介泸溪、开发泸溪、支持泸溪提供了校为完整的资

料。泸溪广大干部群众可以从中解读到振兴泸溪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

步坚定深化改革的决心，加快改革的步伐，增强尽快脱贫致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信心，为提升泸溪整体经济实力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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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硬道理。 16 年来的成就意味着已成历史。未来在召唤，历史赋予我

们更加光荣而伟大的使命。泸溪今后一段时期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针，紧紧抓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西

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全面贯彻落实"五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财政增长、城乡居民

增收为目标，全面实施"六大发展战略" (扶贫开发战略、民营经济战略、招商引

资项目开发战略、基础设施建设战略、科技兴县战略、生态环境保护战略) ，奋

力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进程，确保县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

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其他各项

社会事业全面推进O

立史忠民，修志资政。通过解读这部县志，让我们深刻地了解泸溪的过去、

准确地把握泸溪的现在，豪迈地走向泸溪更加兴旺发达的未来!

中共泸溪县委书记向兴仁

二二 00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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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史，县有县志，盛世修志，承传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自新中

国建立以来第一部〈泸溪县志》出版之后，第二部《泸溪县志~(1986- 2(01) 又巳

编黎成功。这是一件承传泸溪历史的大芋，我作为这一届人民政府县长，有幸

组织黎写第二部泸溪县志感到荣幸。

我饶有兴趣地翻阅了《县志》送审稿的全部章节，感到本志自始至终坚持

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原则，本着"是则是、非则非、不溢美、不安贬"

以及"宁缺勿滥"的写作原则，忠实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图文并茂，以实

为具，集具实和可读性于一体，是泸溪县一部翔实可靠的百科全书。

据悉，这次县志编篡的范罔非常广泛，涉及到大小实体单位 120 多个，征集

各分志资料 400 余万字，图片数百张。在这些浩繁的资料中，通过精心蝙黎和反

复校审，尽力达到求真、求实、求精、求美之间的，县史志办的编黎人员，付出了

辛勤劳动。借此，我代表人民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向这些问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1986 年至 2001 年，是泸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事业

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 16 年。这部《县志》全面系统客观地总结了泸溪 16 年来的

丰硕成果和成功经验;进一步探索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准确地

把握了泸溪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发展脉络，为开创泸溪美好的明天提供了

可靠的资料依据。

泸溪历史悠久、山川秀美、资源丰富、人民勤奋。但由于历史、地理、观念和

文化等诸多因素制约，泸溪仍然是一个较为落后的贫困地区，各项主要经济指

标还远远低于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是省定的全省 17 个贫困县之一。我们承

认落后，但决不甘心于落后 O 有着光荣传统的泸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决意奋起直追，顽强拼搏，扬人之长，避我之短。坚信不久的将来，一个文明、小

康的泸溪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泸溪县人民政府县长周云

二00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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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县位于湖南西部，湘西州东南方， 东邻比陵，南界反溪、麻阳，西接

古首、凤凰，北连古丈，历史悠久，山川雄峻，不惟地灵，亦多人杰。

这里的自然风光十分秀丽。境内山峦叠，哮，溪河纵横，风景独好。佛道文

化圣地天桥山险峻挺拔，神奇秀丽，千年银杏高耸入云，茫茫林海如涛如潮，佛

道合一的北极宫巍峨壮观，武当不二寺古朴庄严，烛峰亭、猴儿岩等景，也多姿

多彩，是不可多得的旅游、休闲、避暑胜地。年亭界林场古木参天，绿荫蔽日，鸟

鸣山幽，风景怡人。:元水沿线风光带景色椅挽迷人，十里画壁鬼斧神工，铁山古

渡险峻雄奇，辛女岩清丽脱俗，悬棺诡秘难测，船棺、马嘴岩、箱子岩、盘抓庙、

辛女庵、跳香殿等;受满盘抓辛女传说。

这里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悠久的文明孕育了灿烂的地域文化。这里

不仅孕育了古老神秘、瑰丽动人的盘抓辛女神话和关仑关尖的戏曲奇施-一辰

河高腔，还诞生了屈原的《涉江》、王昌龄的《卢溪别人》、沈从义的《泸溪·浦市

·箱子岩》等脸炙人口的华章，故而被人们誉为中罔盘栋文化的发祥地，古代

爱国诗人屈原的流放地"东方戏曲活化石"辰河高腔间连戏的保存地，文学大

师沈从文解读上古悬棺之谜的笔耕地。

这里的民俗风情特别浓郁。特殊的服装、服饰、习俗、歌舞、建筑、饮食，多彩

多姿，展示着中华民族多元化的传统。重要的节庆活动如二月二、六月六、七月

八、九月九、五龙、六龙等，独具特色的辰河高腔目追戏、跳香舞等，时时散发着

盘抓文化和楚巫文化的浓郁气息 O

玩水，像一位饱经风霜的母亲，在孕育神奇美丽的同时，也历尽了历史沧

桑，见讯了在这块土地来往抛磅、激荡风宙的历代风云人物。东汉名将伏波将

军马援率兵镇压"五溪蛮酋"相单程，曾在这里望险哀叹，最后病死比陵壶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山，留下了"出师未挽身先死"的悲剧;明洪武四年 (1371)，徐达率精锐在这里

迫剿陈友谅残部，建下不世功业;清乾隆六十一年 (1795) ，乾嘉苗民起义领袖

吴八月在狗爬岩(现解放岩)痛歼清军六千余人，湖广总督福宁只身脱逃;清成

十一年( 1861) ，太平天国翼玉石达开卒数万将士途径此地，登上浦市水果阁，

横梨赋诗，慷慨悲歌; 1935 年 11 月，贺龙、任问时率红五、六牢固曾在这里饮马

况水，发动著名的反浦战役， 1949 年 11 月，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总部驻县简

师(今武溪中学)省心楼，在这里吹响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号角…...

弹指一挥间 O 历史的烽火硝烟刚刚散去，历史的巨乎又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 O 建国 50 多年来，勤劳勇敢的泸溪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铸就了一个又一

个辉煌，使脚下的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 1986 -

2001 年的 16 年，泸溪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创业，战胜了一系列艰难险阻，经济

社会实现了又快又好的发展。 2001 年与 1985 年比，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1. 03 倍，年均递增 4.530毛;农业总产值增长1. 21 倍，年均递增 5.08% ;工业总

产值增长 3.79 倍，年均递增 10.289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 倍，年均递

增 16. 8%; 财政收入增长 6. 7 倍，年均递增 13. 6%; 农氏人均纯收入增长

470毛，年均递增 2.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4 倍，年均递增 10.6%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泸溪人氏识大体，颇大局，完成了县城整体搬迁和武

浦两镇改造的历史壮举，为罔家重点工程五强溪水电站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如今，一座基础设施完备、城市功能齐全、文化氛罔浓厚、自然风光秀丽、建

设风格美观、氏俗风情独特、空气十分清新的现代化新型移民城市，已矗立在

美丽的沃，江之畔白沙，被人们誉为中国最年轻的"轧P巴"县城;正因如此，这里

的土地，这里的人民，迫切需要一部全面反映自身历史的书，呼唤客观反映它

的新方志叫一一《泸溪县志~( 1986-2001) 面世。

盛世修志，确为盛事。第二轮《泸溪县志~ (1986…2001) 之编慕，始自 2001

年。百余单位、百余名编写人员广征博采，熔铸百科，坐才皮囊筐，穷览千载，经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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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修志，众目审志，众口许志，最后由编慕人员核实，精心无非靡，数易其稿， 4 年

方成。此《志》观点正确，体例得当，资料翔实，结构合理，既体现了时代风貌与

地方特色，又较好地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有机统一。它是泸溪的

又一部百科全书，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泸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

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必将成为全县各族人民进行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在资

治、存史、教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全县各级领导干部科学决策的"辅治ξ

书"成为社会各界人士认识泸溪、了解泸溪、深入研究泸溪的资料书、工具书，

必将为振兴泸溪、启迪后人作出贡献。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因者以志为鉴"。回顾过去，激情满怀;

放眼未来，信心百倍。在新的历史时期，我愿与 29 万泸溪人民一道，紧扣发展

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工业立县、产业富氏"的发

展方略，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突出工业立县，加快三大建设(即:加快产业建

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生态建设) ，发展三种经济(即:发展民营经济、发

展特色经济、发展开放型经济) ，实现三个增加(即:增加就业人数、增加群众收

入、增加财政效益) ，构建和谐祉会，建设小康泸溪"的总体要求，同心同德，乘

势而上，开拓创新，奋力拼搏，努力把泸溪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环境优美、文化

繁荣、民生殷实、社会和谐的小康县。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这块古老而神奇

的土地，无愧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

抚卷长思，感慨良多 O 匆匆苹此，且为之序。

中共泸溪县委书记黄清云

二 00 五年五月



序四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清书《史治悬镜》中载，新官上任

先要举行《在任初规}，其中一项就是"览志书"。志书，是历代朝廷自觉传承具

有"资政、存史、教化"等特殊功能的官书。上任伊始，恰逢《泸溪县志》即将印刷

出版，此乃可喜可贺，县史志办在人员少、经费紧、任务蜜的情况下，精心组织、

认真编慕、数易其稿，经四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终成巨著，在此谨表贺意。

翻开泸溪历代史志，游览其历史发展的主脉，如一轴厚重多彩的历史画

卷;万古奔流的记水，用她丰富的乳汁孕育和催生了两岸生命的勃发和张扬

……悠远的盘抓文化在这里发样，神秘的巫楚文化在这里诞生。这里建县历史

悠久，地处武比两河口的武溪古城，东边关越，西靠巳蜀，北通洞庭，南达湘黔

腹地，优越的地理位置， 自古有"二楚雄关"之称，既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又

成为历代西南边睡繁华的商埠爱镇。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况水舟梓之便，使这里成为历代无

数文人墨客纵情山水、放歌消愁的世外桃源 O 战国之时，楚国大诗人屈原怀着

"路漫漫其修边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悯天悲情，溯况水而上，一路探访，一路

悲歌，在这里留下了《涉江》、《渔父》、《椅颂》等千古传诵的瑰丽诗篇。唐代以

来，文人墨客蜂拥而豆，如李白、杜牧、杨万里、张九龄、王昌龄、刘长卿、高适、

刘禹锡等一大批诗坛骄子先后泛舟武水，驻足泸溪，或悲悯百姓，鞭靶朝廷;或

陶醉山水，咏物宫志;或辞别友人，赋诗寄情，在这里留下了近百首脸炙人口的

不朽诗作，给泸溪馈赠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O

玩水，像一部流动的历史，它记载了泸溪千余年历史的风雨沧桑，见证了

在这块土地来往驰磅，激荡风宙的历代风云人物;东汉名将马援率兵镇压苗五

单相程曾在这里望险兴叹，退兵壶头山;太平天国翼玉石达开率十万将士在这



里来往厮杀，挥刀跃马;贺龙元帅率红二军团曾在这里浴血奋战，饮马玩水;一

批批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曾在这里抗争呐喊，血洒疆场;刘邓

大军曾从这里奋起直追，挥戈大西南…...

吊古拭凭栏，叹几许人事兴亡，胜迹何在，只留得破瓦残墙。古今才一瞬，

问滚滚东去玩水，盘栋辛女，比当年风景如何?

历史的巨手翻开崭新的一页 O 解放五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这块红色的土地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走过来的十六年，是泸溪人民承

载历史重任，艰苦创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六年，也是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取得丰硕成果的十六年。十六年中，泸溪人民战胜

五年特大洪灾，艰苦奋斗，重建家园，完成了县城整体搬迁和武浦两镇改造的

历史壮举。试见今日泸溪:新县城群山环拢，况江似玉带缠腰，幢幢楼房整体有

序，条条街巷披绿挂翠，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质量节节升高，各项事业蓬勃

发展。同时，通过解读泸溪县志，优势与差距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放眼未来，

任重道远，我愿意与泸溪二十九万人民携手共勉;立足现实，艰苦奋斗，脚踏实

地，勤政为氏，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契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

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财政增长、城乡居民增收为目标，全面实施"工业

立县，产业富氏"的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之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真诚与热情把泸溪建成一个山水秀美、经济繁

荣，人民富裕的和谐社会。只有这样，才无愧于这块有久远厚重历史的土地，无

愧于生活在这块土地勤劳善良的各族人民，无愧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

代。

寥语，过诚，以此为序。

泸溪县人民政府县长刘时进

二 00 五年五月



凡例

例凡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全面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忠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原则，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泸

溪县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二、本志上限为 1986 年(衔接上部县志) ，下限为 2001 年。

二、全志设述、记、志、传、农、图、录等体例，以志体为主。

四、全志设篇、索、节、目，横排纵述，既考虑事物的习惯分类，又照顾现行的

管理体制 O

五、大事记以蝙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术体。

六、本志所列数据主要以各分志为基础，如分志数据与县统计局数据有误

差，则以县统计局数字为据。

七、本志所涉及的职务、地名和单位名称均以事物发生其时记述。

八、本志所有的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量名称和图表处理，均按{<湖南省

志〉编写行文通则~(修订本)的要求执行。

九、本志单独成书，为反映事物本术，对上一部县志作了个别的补遗。

十、本志只列县级实职领导和非领导职务及县级工程指挥部负责人名单，

其他县临时机构领导小组负责人均不列入;县立正科级单位(不含部、委、办、局

内设机构)只列正、副局长(主任)名单，相对独立的县直副科级单位只列主要负

责人姓名;各乡(镇)只列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乡(镇)人大主席团主席

姓名 O 其余领导干部(包括与其级别相当的其他干部)则不一一列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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