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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为了让人们系统地了解三水行政区域的设置及其变化，

i 市方志办公室编修人员经数载辛劳，勤奋笔耕，四易其稿，编

i 纂成<<---水建置志》一书。它的出版问世，对介绍三水以及发

i 展三水旅游事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三水自明朝嘉靖五年(1526)建县以来，历明、清、中华民

i 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凡467年。各个朝代的政制
i 不同，政区的设置也有所不同。其中明，清两朝共385年，行

i 政建制基本上以县、都、堡为主。民国时期的38年，则改为

{ 县、区、乡、保、甲设置。建国后44年，因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经

i 济建设的需要，先后设县、区、乡；县、乡、社；县、镇、村民委员

i 会；县、镇、管理区等。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其间历遭战乱，兴

i 废变易，撤并转合，纷繁复杂。以致史料失载、湮没、异误甚

i 多。故将几百年来的建置沿革编纂，实非易事。为翔实反映历

i 史的轨迹，市方志办先后派员到省档案馆、省中山图书馆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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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县、市查阅近百卷档案资料，经过删繁补要，以竖式结

构，按时序划分，以时为目，准确、系统、完整地编写出三水各

时期的政区设置情况，并以浓彩重墨记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

当代乡镇风貌。《三水建置志》将是一部有助于人们了解三水

的“乡土教材”；有助于各级领导制定决策时提供参考的“地

情书"。市志办几年来编纂出版了近20部此类的专业志，为

我市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财富，发挥了志书“资治、存史、

教化”的作用，实为可喜可贺。我热切期待有更多、更好的专

业志书出版问世。

悠悠岁月，沧桑幻变。数百年来，勤劳智慧的三水人民在

三水这块物华天宝的土地上，开拓耕耘，创造了灿烂的三水

文明。我深信，在实现了撤县设市宏愿的今天，三水人民将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辉煌的成绩谱写更美的历史新篇章!

÷己



刀． 例

1．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和详今略
古的原则，主要记述三水建县467年

以来的政区建置沿革；突出反映改革
开放后三水建设蓬勃发展的景象。

2．本志记事时限自明嘉靖五年

(1526)建置始，下限至1993年撤县设
市止。全志共5章，20节。

3．本志用现代汉语文体记述，采
用述、志、图、表等志书体例，按事横

排，依时竖写。明、清记年及表达性语
言中的数字统一用汉字表示。民国记
年、公历、表格、统计性数字统一用阿
拉伯数字表达。

4．本志称建国前后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的简写；县委为中国共

产党三水县委员会的缩写，县府为三
水县人民政府的缩写；党为中国共产
党的缩写。

5．本志使用的统计资料，采用三

水县统计局所编《三水县四十年》和
1992年《三水统计年鉴》的数字。

6．本志县、镇相距里程数，均按地

图量算的直线距离，与习惯所称里程
有别。

7．本志中的度量衡，原则上用公
制，但耕地、鱼塘面积以习惯的市制

“亩”为单位。
8．本志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

官职均按当时的习惯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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