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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修志难事也!《新宁县志》全体编修人员，El夜辛劳，将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人文地理一段史实搜集整理以为资治致用者，大喜事
也。

新宁，地处湘西南边陲，背枕桂北，面向邵阳，介于越城岭、雪峰山

之间；资水南源扶夷水纵贯县境。这里，资源丰富，“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民风淳朴，尤为崇义尚勇，抗暴反帝，前仆后继，代有能人。

新宁建置始于西汉元朔五年(前124)，为夫彝侯国；东汉建武元年

(25)，辟夫彝县。其后，相继更名为扶县、扶阳县、扶彝县。宋绍兴二十

五年(1155)，置新宁县，相沿至今。二千余年来，县境各族人民同心竭

力，以血肉之躯开发建设斯土，致有今日规模。

新宁修志，始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至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凡七次。历届志书，记述人情风土、道路山川、形胜古迹，堪为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但失之简略，间有糟粕，尤以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

内容阙如。新中国建立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变化有如翻天覆地。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大潮汹涌澎湃，举世瞩目。抚今追昔，

沧海桑田，有多少英雄业绩当讴歌载颂，有多少经验教训当总结吸取，

又有多少事业兴衰当秉笔直书。当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机，新编

《新宁县志》，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记载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生产

活动和科学实验历史，备以“资治、存史、教化"，造福当今，惠及后世，诚

为美举。我是新宁人，抗战、解放时期，曾两度主持县政，风风雨雨数十

年，翻阅志稿，感慨万千。望我县人民群策群力，根据地方资源，地尽其

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创造美好的明天。是为序。

、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徐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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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宁，钟灵毓秀，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西汉置夫彝侯国，迄今已二千余年，但修县志，明代方始。尔后虽六次编

纂，然亦断简百年。我们任职新宁，欣逢盛世，新编《新宁县志》，续先人

遗绪，补百年空白，既是责无旁贷，亦感荣幸之至。经全体编修人员勤苦
躬耕，八载乃存。值此付梓之际，如饮甘泉，感慨万千。

新编县志，坚持实事求是，力求科学严谨。全面系统、唯物辩证。全

志共二十九篇，百万余言，以记、述、志、传、图、表、录诸形式，述古今之

要，记沧桑之变，叙经济之策，扬故土之美，彰桑梓之杰。遵循详今略古

原则，突出时代、地方特色，纵贯古今，横陈百业。特别是当代新宁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压迫，英勇斗争，抛头洒血，前仆后继，和平

解放后，重整河山，建设家园，锐意改革，加快发展，其功其绩，均跃然纸

上。与此同时，所受挫折，所走弯路，亦不讳言，载之于志。旨在“资治、

存史、教化势，激励当代，启迪后世，富我桑梓，兴我新宁。诚心可鉴，如愿

能一足，我等即心安意满了。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愿同全县人民一道，以

志为鉴，承先辈之壮志，尚拼搏之勇气，传宏伟之事业，启后代之县人，

保乡土之荣誉，和衷共济，开拓前进，强县富民。 ．、

中共新宁县委书记 肖刚强

原新宁县人民政府县长锚}运堇力

新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学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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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新宁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

新宁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由序、概述、大事记和建置、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综述、农

业、乡镇企业、畜牧水产、林业、水利电力、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

业、粮油经营、财税金融、中国共产党新宁县地方组织、其他党派和群众

团体、政权政协、劳动人事、民政、公安司法、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社会、方言、人物29篇专志及附录组成，以现代语体文记述为

主，辅以表、图、照片。 一 一

三、全志篇、章、节、目的设置，以事物性质为主，结合行业结构特

点，横排竖写。
’

一

四、全志遵循贯古通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大事记溯源到始有建置，

专志事物一般上限到清光绪十九年(1893)，即上部县志编修时，下限为

1988年，专志个别章、节和入传人物稍有突破。

五、人物分立人物传、烈士英名录和人物表。入传人物遵循生人不

立传，以本籍人为主酊惯例，以卒年为序，主要收入各个历史时期各阶

层、各行业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或个别起阻碍作用的代表人物入传。

烈士英名录收录本籍在本地或外地从事革命活动而牺牲的烈士。人物

表辑录国内外县籍人正处级相应官员、副教授以上科技界人物、英模功

臣及外籍在县内有突出贡献者，卓有成果者破例。

六、政区、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加括号注明

简称；地名使用历史名称，旧地名已消失的括注今地名。

七、全志数据采用统计局年报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有关部门的

数字。计量单位均以当时国家计量标准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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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志中各项经济指标，除注明者外，均为当年价。

九、全志资料，源于旧志、典籍、各级档案、统计、家谱、社会考察等，

一般不注明出处，但引用原文或注释则在文中交待。

十、志中所书年代皆指本世纪(20世纪)，文中不予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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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宁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地处东经110。28753”～111。18’34”，北纬26。13706”～26。557

21”。东连东安，西接城步，南邻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资源县，北靠武冈、邵阳县。东西长84．3

公里，南北宽73．08公里。总面积2812平方公里，约占湖南省的1．3％，邵阳市的13．2％，大致

为“八山半水一份田，半份道路和庄园”。

新宁，历史悠久，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西汉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以黔巫中地立夫彝侯国，始有建置。尔后，县名数易，隶属几经变更：东汉建武元年(25)，

立夫彝县，属零陵郡；东晋元兴元年(402)，更名扶县，属邵陵郡；梁改为扶阳县；陈改称扶夷县；

隋并入邵阳县l唐入武冈县；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置新宁县，意即“绥靖安定之后，不可不

有新之宁之也”。宋、元至明代中叶，分属武冈军、武冈路和武冈州。明末，属宝庆府。清沿袭明

制。中华民国，属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1949年10月，新宁和平解放，属邵阳专署。1986年，

地、市合并后，属邵阳市。中共新宁县委、县人民政府驻金石镇解放街115号。

县城位于县境中部偏东南，摩诃岭雄峙城北，扶彝水环抱东、西、南三面，形似马蹄形半岛。

明景泰二年(1451)筑土城，始有城池。明成化六年(1470)，更立石城。民国初，始称金石镇。新

中国建立初，金石镇仍是“穿城一里七，围城三里一”的小镇。经过近40年的城市建设，城区已

扩展到4．84平方公里，楼房林立，街道纵横，绿水环绕，山峦耸翠，秀丽的山城成为全县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1988年，全县辖7区、1区级镇、29乡、5乡级镇、477个村民委员会、4364个村民小组、11

个居民委员会、69个居民小组、12个乡级农、林、牧、渔场。全县人口52．9936万人，其中汉族占

97％，汉、瑶、苗、克、藏、壮、侗、旗、蒙古、回、彝、白、土家、黎、锡伯、满族等16个兄弟民族和睦

相处，安居乐业。

， 境域属典型的江南山丘区。越城岭横亘东南，雪峰山支脉纵贯西南，东南、西南山高岭峻，

中部地势低平，西北山丘起伏，东北谷口敞开，扶夷水自西南向东北斜穿全境。境内有湘、资、沅

三大水系河流80余条，水系发达，河道纵横。

县境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兼具山地气候特色，年平均气温17"C。年平均降水量

1331．1毫米。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素有“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新宁”之称。

有利的山区气候条件，适宜于多种动、植物生长。

县域有亚热带维管束植物197科934属2470种(含变种、变型)，珍贵树种有银杉、冷杉、

长苞铁杉、银杏、连香树、水青树等30种。有野生动物60余种，珍奇动物有红腹角雉、水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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