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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市志》

前言

正是入冬之时，有朋自武冈来，嘱我为《武冈市志》作序，固辞不恭，乃欣然从命。关于武冈，在我
的心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一九六八年秋，其时尚是一个求学少年的我，痴迷学画，曾经赴武
冈写生。那古老的城墙，那浓雾缭绕的云山，那江边的秀色，那凝重庄严的法相岩⋯⋯曾经令少年的
我留连忘返，胡乱涂鸦。然而，对于武冈也留下了几分似乎神秘的印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
有幸到邵阳工作，由于工作的缘故，曾经多次赴武冈学习、考察、交流，乃至洽谈合作，关于武冈的
了解，乃渐渐深入。武冈是一方宝地，位于湘西南部的雪峰山东麓，资水上游。境内三面环山，中部
为连片溪谷平原，土壤种类多，适应性广，土质肥沃，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有霜期短，地理环境非
常适宜于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铁、锰、锌、油页岩、
金、硫铁、磷、花岗石、石英、耐火材料等。莽莽云山堪称生物资源王国，共有野生植物218种、485
属、1168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有云山伯乐、云山白兰、云山青冈等25种；野生动物
有170种。且武冈地处邵阳市西南五县的中心，历史上为“黔巫要冲”，战略地位突出，历来为兵家要
地。武冈历史悠久，西汉文、景之时（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即已置县，武帝元朔五年（前124
年），封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遂为都梁侯国敬侯在此。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设都梁县。三国吴宝
鼎元年（266年）复为武冈县。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升为武冈军。元至正十四年（1277年）改为武
冈路总管府。明清两代先后为府、州。民国2年，废州为武冈县。1949年10月武冈解放后，仍为武冈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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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市志》

内容概要

《武冈市志(1994～2003)》内容简介：武冈是一方宝地，位于湘西南部的雪峰山东麓，资水上游。境
内三面环山，中部为连片溪谷平原，土壤种类多，适应性广，土质肥沃，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有霜
期短，地理环境非常适宜于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铁、
锰、锌、油页岩、金、硫铁、磷、花岗石、石英、耐火材料等。莽莽云山堪称生物资源王国，共有野
生植物218种、485属、1168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有云山伯乐、云山白兰、云山青冈
等25种；野生动物有170种。且武冈地处邵阳市西南五县的中心，历史上为“黔巫要冲”，战略地位突
出，历来为兵家要地。
武冈历史悠久，西汉文、景之时（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即已置县，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
，封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遂为都梁侯国敬侯在此。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设都梁县。三国吴宝鼎元
年（266年）复为武冈县。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升为武冈军。元至正十四年（1277年）改为武冈路
总管府。明清两代先后为府、州。民国2年，废州为武冈县。1949年10月武冈解放后，仍为武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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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市志》

章节摘录

插图：该乡以种植优质稻、蔬菜、杂交玉米为主，兼有生猪、铜鹅等专业养殖，主要农副产品有脐橙
。乡境地理条件优越，水利条件好，南傍龙溪河，资水、龙溪河纵穿全境，管径1米的自来水供水网
络接入乡境内。境内有多条万伏高压输电线路，建有3个小型水力发电站，能满足生活和生产、工业
用电。省道s219横穿乡内紫田、塘富、安乐、清水、独山、德江6个村。乡内有中学、中心小学各1所
，有完小3所、村小2所、教学点2个，有卫生院1所，移动、联通、固定电话网络覆盖全乡。晏田乡位
于武冈市东部，乡政府驻地系大路坪村，距城区20公里。总面积66.7平方公里，辖24个行政村、312个
村民小组，人口2.48万人，耕地面积1333公顷，其中水田1067公顷、旱地267公顷。乡内大部分地方属
于丘陵山区，岩石耸立，石笋嶙峋，山多田少，水源奇缺，常年干旱。境内有小I型水库1座，小Ⅱ型
水库3座。该乡是武冈辣椒、中药材、杂交玉米、生猪生产基地。境内交通区位优势明显，1865线直穿
全乡南北，秦桥乡至荆竹公路贯穿全乡东西，乡内还有公路主线2条，村村通有公路。该乡有中学1所
、九年制学校1所、中心小学1所、村小6所、卫生院2个，村村通广播、电视、电话。龙溪镇位于武冈
市南部，距市城区不足3公里。总面积50平方公里，辖1个居委会、23个村委会、301个村民小组，3.6万
余人。有耕地1800公顷，其中水田1600公顷、旱地200公顷。该镇以种粮为主要产业，兼有生猪、铜鹅
、食用菌等专业种养殖，主要农副产品有无病毒脐橙。镇内资源丰富，盛产石灰、煤炭、锰矿，是重
要的建筑材料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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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市志》

后记

2003年初，根据湖南省和邵阳市第二轮修志工作会议精神，武冈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撤县设市10周年
之际编修《武冈市志》，交由史志办负责具体工作。3月7日成立武冈市志编纂委员会，5月30日召开全
市108个修志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续修《武冈市志》工作会议，7月初举办各修志单位修志人员培训
班，尔后各修志单位陆续启动续志工作。市志编辑人员分工合作，一边征集资料，一边进行分篇纂修
。2004年6月，文化篇首先纂修成册。2005年，其他各分志篇纂修相继完成，印发给各采篇单位征求意
见，一方面对纵断线、横缺项和资料过于简单的分志向单位提出补修要求；另一方面请各单位自行进
行评议修改。2006年，编辑人员在广泛征求分篇志稿意见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行志稿总纂。经过编
辑人员的艰辛努力，于2007年2月总纂成百万字的志稿，然后印送市级领导、各修志单位和修志人员进
行评审，多层次、多渠道征求意见，进一步补充资料。2007年9月编印成《武冈市志》邵阳市级评议稿
，分送到省、邵阳主管部门、兄弟县（市）史志办及市内相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审阅。同年12
月14～15日，在武冈市城举行邵阳市级《武冈市志》稿评议会，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100余人。根据
评议会的意见，将大篇结构改为小篇结构进行精心修改，定稿后，于2009年3月报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
审查验收，2009年10月报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最后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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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冈市志(1994～2003)》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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