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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强

广州是岭南方志的发源地，在广东地方志发展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与作用 。 东汉番禹人杨孚撰《南裔异物志》是岭南最早的方志 ， 也是中国

第一部异物志，成为后世方志的一个重要门类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

州共编修府、州、县志 181 部，现存 的 部，分别占广东修志总数与现存志书

总数的四分之一与五分之一 。

1984 年 11 月，广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成立 ， 标志着广州市新方志事业

正式起步，至今走过了 30 年历程 。 30 年来 ， 广州市地方志工作取得丰硕成

果，地方志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 志书编修、年鉴编篡、地方志信息化建设、

方志馆建设、地方志理论研究、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全面走在全

省前列 ， 为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许多好的做法与经验 ， 起到了很好的

带头、示范和引领作用，为我省成为全国地方志工作排头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广州市作为我省政治 、 经济、文化中心和全国

中心城市之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全省、全国的地位是相适应、

相一致的 。 特别是 ， 坚持不断创新成为广州市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

一大特点 1983 年出版全国首部城市年鉴 1995 年建成新中国第一座由政府

立项与投资兴建的方志馆一一←广州方志馆 ， 即将投入使用的广州方志馆(新

馆)在目前全国方志馆中建筑面积最大，且功能更加科学完善 2005 年在全

国首创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并开展年报工作 ， 该制度被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在全国推广 ; 2009 年在全省首创入载地方志十件大事社会评选活动，该活动

于 2014 年上升为由市政府成立评委会牵头组织 2011 年发起并组织编等我省

第一部跨行政区域综合年鉴一一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 ; 2014 年在全省

率先开通"广州地情网 " 及手机版、广州地情微信和微博 2014 年 11 月在全

国首创举办每月不同专题的地情公众开放日活动 ; 等等 。 这些创新举措 ，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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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了地方志开发利用的途径 ， 提升了地方志的 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 ， 取得了

扎扎实实的社会效益 ， 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 ， 在全省乃至全国地方

志系统产生了积极影响 。

在《广州地方志事业志 ( 1 984-20 1 4 n 即将付梓之际 ， 我有幸先睹该志

排印稿 ， 认为这是一部质量上乘的专志 。 全志 60 余万字 ， 体例完备 ， 结构严

谨 ， 内容全面 ， 资料丰富 ， 行文规范 ， 设方志事业管理、市志编修、区县志

编修、专志与街镇村志编慕 、 年鉴编慕、年报工作、地情研究与宣传 、 理论

研究 、 基础建设 、 人物等 10 章 ， 前有概述和大事记 ， 后有附录和索引 。 纵览

全志 ， 广州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历 程 、 主要成绩、基本经验历历在目 ， 深受鼓

舞与启发。 据我所知 ， 以专志形式全面系统地记述新方志事业发展历史和现

状 、 单独 出版的志 书， 这在我省还是第一部 ， 在全国也算是凤毛麟角 。 《广州

地方志事业志 ( 1984- 2014 n 的编篡出版 ， 是志书编篡的新拓展。

目前 ， 我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已站在新的起点上 。 省政府要求进一步擦亮

广东方志品牌 ，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要求我省要当好全国地方志工作排头兵。

未来我省地方志事业发展任务艰巨 、 使命光荣 ， 需要全省地方志工作者认真

总结经验 ， 探索发展规律 ， 弘扬优良传统 ， 继续先行先试，不断开创新局面 。

在广州新方志事业发展 30 周年之际 ， 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组织编篡《广州地

方志事业志 ( 1 984-201 4 ) ~ ， 全面记述广州新方志事业发展历程 ， 系统总结

广州新方志事业基本经验 ， 彰显广州方志人 " 淡泊名利 、 无私奉献 、 恪尽职

守、镇而不舍 、 开拓进取" 精神 ， 不仅具有很高的存史价值 ， 而 且必将为广

州乃至全省地方志事业新一轮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 希望广州 市各级

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再接再厉 ， 勇于探索 ， 真抓实 干， 再创

新业绩、新经验，在全省地方志工作中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 为全省地方

志事业新一轮大发展作新贡献 、 再立新功 !

20 14 年 1 2 月 10 日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 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 、

副教投)



凡例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 坚持存真求实的编篡原则 ，

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广州市地方志事业 30 年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力求突

出专业特点、体现广州地方志工作特色 。

二、以 1984 年 门 月广州市地方志编集委员会成立为记述上限，记述下

限至 2014 年 12 月 ， 为保持事物记述的完整性 ， 部分内容适当上溯和下延。

记述地域范围为 2014 年广州市域(含县级市 ) ，行政区域名称尊重历史事实，

采用当时称谓 。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 志首设图片

专辑、概述、大事记 ， 志后设附录、索引 ， 随文设置图表 。

四、志体部分按事以类从原则 ， 设方志事业管理、市志编修 、 区县志编

修、专志与街镇村志编篡、年鉴编篡、年报工作、地情研究与宣传、理论研

究 、 基础建设 、 人物共 10 章 ， 章下设节 、 目 。 篇目力求结构合理、归属得

当、层次分明 。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 辅以纪事本末体。 日不详者附于月末 ， 月不

详者附于年末。

六、涉及面广、影响较大、不便在大事记中展开记述的重要活动 ， 设专

记加以记述。 全书设广州市地方志馆开馆庆典系列活动、《广州市志 ( 1991-

2000n 首发系列宣传活动、广州地情公众开放日活动 3 篇专记，分别归在相

关章节之后 。

七、人物入志遵循"生不立传" 原则 O 对在世有贡献的人物，以人物录

和人物表记述。 同时 ， 采用 " 以事系人"方法 ， 在有关章节记述中体现人物

在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八 、 采用规范的语体文。 除引用原文外 ， 均以第三人称记述。 文字、标

点、数字、计量单位等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 表格编号按章一表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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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设置 ， 如表 l 一 1 ， 指第一章第一个表 。 正文所附图照编号按章一困序的

格式设置 ， 如图 1 -2 ， 指第一章第二幅图 。

九、涉及组织机构、会议、文件、职务、地名等专用名词，按当时称谓

记述 。 应使用规范简称或通称 ， 在各章第一次出现时先写全称井括注简称 。

中共广州市委员会 、 广州市人民政府简称 "市委市政府 中国地方志指

导小组简称"中指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简称 " 中指办广东省

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简称 " 省地方志办广

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简称"市志编委会 " ~产川年鉴》编篡委员会简称

"年鉴编委会广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后更名广州市人民政府地

方志办公室)通称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 简称"市地方志办广州市地方志

馆简称 "市方志馆区、县、县级市" 通称 " 区县区、县、县级市地

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区、县、县级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通称"区

县地方志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分别简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

成立后 " 。



广州市原市长 、 《 广州市志 》 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 《 广州市
总慕杨资元在市志总慕学习班上讲 志 》 主审石安海审问志稿( 1996年)
话( 1993年)

市长黎子流(前中)主持市长办公会议，听取地方
志工作汇报( 1991 年)

副市长伍亮(右二)在市地方志办临时办公室了解
方志馆基建情况( 1994年)

1 



副市长戴治国(前)在市地方志馆检查工作( 1996年)

市长林树森(左二)听取地方志工作汇报( 1998年)

副市长王守初(左)在北京路步行街参加
"广州市地方志系列志书宣传活动叫 (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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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一副组
长朱佳木(前右)等领导在市地方志办调研( 2002年 )

副市长苏泽群(左二)在市地方志办调研( 2003年 )

副市长李卓彬(右二)在市地方志办检查工作(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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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甘新 ( 中 ) 在市地方志办调研 ( 2007年 )

市长张广宁在市志编委会会议上 副市长许瑞生在 《广州亚运会志》
讲话 ( 2007年 ) 编慕工作动员大会上讲话 ( 2∞9年 )

副市长贡儿珍( 中 )、 市政府副秘书长赵南先
( 右 ) 到市政府地方志办听取工作汇报 ( 20 14年 )



广东省人大常
委会原主任张帽英
(前右 )、 广 州 市
副市长贡儿珍(前
左)、广东省地方
志办主任陈强(后
右)参加"修志问
道，以启未来一一
广州城市发展图志
展暨2014年地方志
成果发布"活动

( 2014年)

市长陈建华
(前中)、副市长
贡儿珍( 前左)在
市政府地方志办调

研( 2014年 )

中国社科院副 院
长 、 中国地方志指导
小组常务副组长李
培林 ( 右 二 ) ， 广东
省政府副秘书长李
贻伟(右三 )、 广州
市副市长贡儿珍(右
一 )参加第 二次广州
地情公众开放日活动
( 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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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州市第一次修志工作会议(左起: 中共广州市委
公室主任黄勋拔、 市志编委会副主任邵源莹、华南师范

广州市地方

志编慕委员会
第六次扩大会议

( 19R7年)

广州市地
方志编基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

( 1989年)



书记许士杰、市志编委会主任欧初、副市长赖竹岩、省地方史志办
大学教授关屁权、市志编委会副主任王贵忱) ( 1986年 )

广州市第二
次修志工作会议

( 1989年)

广州市第七
次地方志工作会
议(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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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川市志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 1986年)

广州市第一期修志学习班结业典礼( 1987年)

广州市志资料长编研讨会(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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