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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钟化雨

序一

《蕉岭县志》问世了。这是蕉岭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可喜

可贺。
．

蕉岭是我的故乡。它有光荣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军长曾率部驻扎此

地，闽粤赣边纵游击健儿驰骋其问，又是广东首先解放的县城。这里孕育出丘

逢甲、林修明、罗福星、谢晋元等杰,Lt人物。建国前后，我曾在此战斗、工作。

今虽离开多年，而秀丽的山川田野，勤劳勇敢的父老乡亲，常在我梦境中萦绕。

前年，我有幸参加《蕉岭县志》初稿评审会，细谈志稿，对照蕉阳今昔，相映

益彰。

《蕉岭县志》是社会主义新方志，是记载县情的百科全书。我认为该书门

类归属恰当，编章结构合理，记、志、传、图、表、录灵’活应用，符合志书要

求，语言流畅，琅琅可读；内容上体现了时代精神，反映了蕉岭的地方特色。

《蕉岭县志》以翔实的资料数据，记述了蕉岭的山)Il资源、人口、农业、工

业、商业、文教、卫生等等。一册在手，对蕉岭今昔了如指掌，对社会发展变

化，如数家珍。它是供从政者了解县情、规划建设蓝图的指南。本志书横不缺

项、纵不断线，抓住经济为主、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原则，详细地记述了全

县农、林、工、商、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等等经济建设情况，使志书真正体现

。一方之志、一地之史"的地方特色。

《蕉岭县志》记述了社会风土、民情风俗，指出陋俗流弊，这对了解民俗

溯源、改革陋俗、树立新风将起到指导作用。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志书记述了蕉岭县先民创业的事迹，记述了建国前无

数革命志士英勇斗争的光辉历程，记述了建国以来20万父老乡亲的毒勤劳

动，特别是改革开放10年来的惊人变化，这些无不说明全县人民是勇敢、勤

劳、富有智慧的。翘首粤东，春意盎然，那崇山峻岭中熟悉的羊肠小道，已修

成康庄的盘山公路；那诗情画意般的迷人的长潭夜月，已代之以辉煌的电站灯

光。石窟河上长虹飞架，桂岭山头果熟花香，工厂烟囱高耸，学校换上新装，

不少工业品驰誉海内外⋯⋯全县人民在中共蕉岭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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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下，做出前人想不到的事业，到处是一派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作为蕉岭人，应

该向同志们、乡亲们表示感谢和致敬。

抚今追昔，心潮澎湃，念前人创业之艰难，感乡亲之豪迈，那父老乡亲鱼

水般的情谊，象石窟河水那样在我的心田流淌，用什么来安慰我对故乡的眷

恋，惟有把案头的《蕉岭县志》多读几遍；用什么来表达我对乡亲的思念，我

不揣浅薄写下这篇序言。

最后祝愿蕉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谱写历史的新篇章。

1991年7月28日于惠州市

(钟化雨同志曾任中共蕉岭县委书记、蕉岭县县长、中共紫金县委书记、惠阳地区行

署巡视员，已离休)



戽、一
，J 一

邓惠珍

序二

天马腾空，蕉阳献瑞。蕉岭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天换地，乐业

安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奋斗，

开拓创新：农业连年增产增收，工业持续稳定发展，财政收入增长较大，人民

生活明显改善。值此满怀豪情再展宏图之际，《蕉岭县志》付梓问世，令人振

奋和值得祝贺。谨缀数语，以志其盛。

蕉岭，是我生长的故乡，也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我热爱蕉岭，不仅因为

。水是家乡美"、“月是故乡明"，更因为它有治穷致富的优越的自然环境、物质

条件和勤劳创业的父老乡亲。蕉岭建置虽只300余年，而钟灵毓秀，人才辈出。

林丹九壮烈殉节，丘逢甲抗日保台，罗福星慷慨就义，林修明血洒黄花，谢晋

元坚守四行为国捐躯⋯⋯英雄业绩，光耀千秋，遗芳余烈，激励后人继往开来。

20万父老乡亲富有艰苦创业精神，40万海外县籍“三胞"一本爱乡热忱，这

是加速蕉岭“四化一建设的优越条件。

蕉岭地处广东的东北部，扼闽粤赣三省交通咽喉I石窟河蜿蜒南流，两岸

万顷良田被誉为粮仓I皇佑笔绵延东部，一望百里林海，是竹木基地l文福、

油坑的石灰石，长潭、多宝的水资源，957平方公里的一草一木令人可亲可爱。

40多年来，蕉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心协力i艰苦奋斗，兴修水利，

根治洪旱，力保丰产I开发矿藏，要荒山献宝，造林绿化，令大地长金}建设

城镇，使经济繁荣，初步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尤其是10年改革开放所取

得的成就，更令人欣慰。现有水泥、‘锰制品、松香、茶叶、电池等产品驰誉中

外，年年增收创汇。看一片片浓绿的田野山岗，一幢幢高耸的楼房，还有旧时

令人神往的“长潭夜月一，今天也变为灯光辉煌的长潭电厂，喜看此日满地群

星灿烂，远胜过去天上孤月独明。。虎踞龙盘今胜昔"，建国后的40多年大大

超过旧中国的300年。这些巨大变化，揭示了一个哲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而《蕉岭县志》便体现了这个哲理。

《蕉岭县志》是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它的编纂，秉承“存史、资治、教

化”的宗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经济为

多u



序二

主”的编纂原则，建国后的内容，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记史述情，尤其是经济兴衰起伏

之轨迹，粲然备载。读之可辨经济兴衰与国家治乱之关系，审之能悟经济发展

“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人才"的道理。县域虽小，豹窥国情。这就启发

了我们一定要珍惜和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展

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把蕉岭建设得更加文明富庶。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蕉岭县志》出版，为广大人

民提供县情，为从政公仆作为借鉴，为海外县人传递乡音。放眼蕉阳，江山富

丽多娇I缅怀先贤，创业历尽艰辛；展望未来，前程美景如画。察古观今，爱

乡热情油然而生，建设桑梓，信心倍增。愿群策群力，为把蕉岭建成经济发达、

文明富庶、人才辈出、生态优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蕉岭而作出贡献。这是

修志的目的，也是父老乡亲们的殷切愿望。

百余万字的《蕉岭县志》是全体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硕果，编辑同志七年

如一日伏案编修，一篇一章凝聚心血，一字一句精雕细琢，其严谨态度、刻苦

精神，令人钦佩。由于记述事多面广，断限绵长，某些纰漏，在所难免，有待

于读者和后人评论修订，但仍不失为一部非常珍贵的志书。在付梓之际，特向

精心指导修志的上级领导、顾问、专家、朋友，向辛勤博采精修的编辑同志，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致崇高的敬礼。是为序。

(邓惠珍同志1985m1991年连任中共蕉岭县委书记)

199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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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行

典礼、职官、人物、艺文等6卷凡4万余字。清嘉庆举人黄香铁编tf-的‘石窟

地志、方言、人物等9卷凡8万余字。然《镇平县志》乃官方志书，侧重记述

官制、-St-章；《石窟一征》属个人著述，毋i-4'b了《镇平县志》在方言、民俗诸

方面的漏缺。以上两书，均由于时代所局限，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有不少缺陷，

；7。



序三

《镇平县志》出版迄今，久旷200余年。现逢盛世修志，我县亦于1984年

冬组建修志班子，着手修志。七年来县志编辑同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资料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有机

统一。编撰人员广征博采，究文考献，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在全县各部门编

纂各类专业志52部、200多万字的基础上，进行总纂，反复修检，定稿出版。

《蕉岭县志》分28编134章，百余万字。内容贯古通今，详今略古，体裁严谨，

记述简明。既客观阐述我县建置沿革、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又突出蕉岭作为文

化之乡、华侨之乡的特点。书中还记述了近百年来在反帝反封建反压迫斗争中

的杰出人物如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张宏昌、邓崇卯等人的光辉史迹，以

求突出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

《蕉岭县志》是我县历史和现状的缩影，是“系统的地情书”，是国情资料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版，将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将是联

结海内外60多万蕉岭籍同胞情谊的精神纽带I也将为探索蕉岭历史发展规

律，建设繁荣富庶的新蕉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991年8月28日

(曾宪行同志1984m1991年连任蕉岭县县长，1992年起任中共蕉岭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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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首立概述、大事记；中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综合经济、农

业、林业、水利电力、乡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商业、

财政税收、金融、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华侨及

港澳台胞事务、军事、教育、科技、文化艺术、文物、卫生体育、社会风土、

人物等28编，共134章469节，后为附录。

二、本志断限上起建县初(公元1633年)，下限至1988年。具体记述时，

也有个别内容适当上溯下延。大事记延至1991年。

三、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编、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

四、本志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设专

章集中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编、章中。

五、关于人物：本生人不立传的原则，其贡献大者，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在

．有关专志中记述。立传人物是有社会影响的各阶层已故知名人士，以本籍的、

正面的、群众中的、近现代的为主，述其为人，记其事迹，不作评论。人物排

列将革命烈士置前；以卒年为序。

六、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七、文体：语体文，记叙体。除概述部分采取有叙有议，叙议结合的写法

外，其余内容只记事实，一般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八、本志年代名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

九：历史纪年：民国及民国以前的朝代纪年，均用民国纪年或朝代年号，

并在每个自然段中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年份。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政区名称：历史上屡有更改，为避其零乱，本志中均书今名，如：乡、

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等。少数因历史沿革需要，书历史地名。

十一、数据：各项统计数字，一般均用本县统计局数字I统计局缺的，采

用有关单位数字。 ．

十二、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I习惯用语、词汇、

成语、专门名称的数字，则用汉字。民国以前的朝代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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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纪年及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十三、本志主要资料来源：省、市、县的档案资料，图书馆资料，旧志，

谱牒，有关报章、刊物和专著，本县各有关单位专业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

12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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