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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届机构成员

恩平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任(1985年2月一1989年11月为县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侯国达

副组长：陈洪兆郑稳冯杰

成员：吴持礼梁洽明郑永恒温联养岑能端吴景吴常何锦棠梁照池

冯强荣李炎吴国光

顾问：吴有恒郑锦波郑鼎诺

第二任(1989年11月一1991年12月)

主任：侯国达

副主任：冯炎陈洪兆

常务副主任：何锦棠

委员：吴常吴景张南陈启廉梁照墀张日明李焕龙聂少奇吴永景

郑泽明何瑞进林景存吴文泉梁美贤伍贷山

顾问：吴有恒郑锦波郑鼎诺陈长关履权(华南师范大学) 叶国泉(中山大学)

曾昭璇(华南师范大学) 吴灼年(华南农业大学) 梁鼎光(华南农业大学)

第三任(1991年12月一1996年4月；1994年设市、称市志编委会)

主任：王健雄

副主任：邝锦汉张南

委员：方振湛梁照墀陈启廉张日明冯向农梁述贤王国熹吴顺恒何瑞进

林景存郑品禧吴文泉冯小军黄汉良伍岱山何超声袁恒发

第四任(1996年4月一1999年1月)

主任：方振湛(1996．4—1997．10)

副主任：周仲纯李国雄颜荣新

委员：张炎基冯沃金黄汉良岑国流孙泽庆吴顺恒冯向农郑煜荣冯惠平

冯金祥梁炳基郑品禧冯均楫袁恒发

顾问：郑锦波郑鼎诺陈长关履权曾昭璇梁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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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任(1999年1月～2002年8月)

主任：顾士明

副主任：梁君明李国雄颜荣新

委员：梁文楚冯沃金郑沃波甄品怀吴顺恒冯向农冯惠平甄暖深冯博赞

梁炳基郑品禧梁础源刘炳戎吴文伟

顾问：郑锦波郑鼎诺陈长郑履权曾昭璇梁鼎光

主任：伍国占

副主任：梁美贤李国雄

委员：陈启廉冯均楫

冯博赞冯惠平

岑锦良冯华杰

甄品怀吴国焕

冯国雄陈作英

李小聪高伯坚

许金远甄伟新

顾问：郑锦波郑鼎诺

第六任(2002年8月一2003年8月)

龚秀娴

张日明

祝土庆

吴运作

冯创志

郑拱斌

郑树法

梁文楚

吴顺恒

李健忠

冯国基

岑荣深

朱明君

劳远富

林锡堂

吕解放

孔景章

钟耀华

刘顺环

黎称晃

何锦兴

吴诗国

林慕恒

刘伯泮

李健明

郑沃波

刘伯开

钟润兰

林跃新

唐树洪

吴洛克

关中人岑能端关履权曾昭璇梁鼎光

莫炳文

稠缵灵

冯勇文

陈伟干

梁美琼

郑进浓

恩平县(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辑部

主任(兼主编)：何锦棠(1984．5—1992．2)

吴仲华(1995．12—2001．12)

副主任(兼副主编)：陈长(1984．4～1986．6)

刘松柏(1985．5—1993．12)

甄伟新(1993．8一 )

编辑：郑泽民(1984．6—1993．8)

冯经世(1984．10—1999．5)

张洪溢(1996．11—1999．7)

唐立契(2001．5一 )

聘任编辑：吴能辅

摄影编辑：甄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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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巨民

张洪溢

冯丹翎吴瑞瑶

刘松柏(1993．12～1995．11)

吴润炯(1985．2。19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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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县志》审稿机构人员名册

审稿单位：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

审稿人员：陈强谭云龙 吕克坚吕汉光陈泽弦

(香港)：吴年乐

(澳门)：冯活灵

(委内瑞拉)：冯雪茂

(美国)：吴景

(加拿大)：冯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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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恩平县志》出版问世了，这是海内外恩平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喜事。

恩平历史，源远流长。从唐至德二年改海安县为恩平县至今，在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长

河中，县境几经变迁，县事纷繁复杂。有不少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有不少业绩值得我

们去光大、传承。

《恩平县志》的修编，始于明崇祯九年，其后明清年间和民国期间共有过5次修志。始于

1984年的新编《恩平县志》修编工作，至今已经近20年。修志工作者遵循社会主义新方志编

修的原则，认真吸取前人修志的成果，不辞劳苦、广征博引、苦干经年、数易其稿，编成一本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志书，为恩平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了一件好事。

新编《恩平县志》上限不限，大部分阐述自事物发端，下限1985年，较为详尽地记述了恩

平的历史和现状。该志合计110多万字，共分51章247节，佐以大事记、概述，附以大量照

片、图表，政治、经济、人文、地理、军事、文化、社会，无所不包，是了解恩平的最佳“窗口”，能

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恩平是著名的侨乡，分布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恩平人有40多万人。新编《恩平

县志》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更是意义深远，一册在手，可以知乡事、解乡愁、慰乡思，有利于增

进海内外恩平人的沟通、团结，可起到纽带和桥梁作用。

让我们团结在市委、市政府周围，认真宣传读志、用志的意义，认真学习、借鉴历史的经

验与教训，发扬侨乡人民的光荣传统，为把恩平建设得更加繁荣富丽而奋斗。

中共恩平市委书记聂党权

恩平市人民政府市长伍国占

二o o三年八月

乙蟑



凡 例

一、本志为通修本。上限不限，下限至1985年。

二、本志叙事以详今略古、详异略同为原则，特别着重记述建国后发生的事物。对前志

记述的事物只摘要记述，而对个别观点有偏颇而又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则以今天的观点予以

重写，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章、节，不受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制。同一性质的事物，不论其

隶属任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章节。

四、本志纪事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式，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

作评述。一些沿引前志的文字及人物传，保留文言文原貌，不作更改。

五、本志纪年，建国前采用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志中所

称“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1949年10月22日本县解放之后。此时间之前则

称“建国前”。

六、人物入传，以“生人不立传”为原则；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者为主；以本县籍为

主，亦载少数他县籍而对本县有较大贡献的人物；一般载1985年前逝世者。

七、计量单位保留各历史时期的计算习惯，不作统一换算。

八、建国后至1955年3月，统计使用的人民币数字一律换为现行币制单位，以免混淆。

九、本志建国后的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用各单位提供的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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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述 ·1．

恩平县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西南端。地跨北纬21054’31”一22029’4矿、东经

111059’51”．112。31’23Ⅳ之间。县境周界265．5公里，共有5个邻县。东至开平、台山县，南接阳

江县，西邻阳春县，北连新兴县。

全县总面积1698．3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占18．7％，山地和丘陵占58％，水域占

5．96％，城乡居民点、工矿和交通用地占3．68％，其他占13．73％。全县农业人口人平耕地l

亩左右，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开发丘陵地带发展农业、林业生产，潜力很大。境地南北长而

东西狭，南北长为62．47公里，东西宽为50．24公里。

本县地处粤中低山孤山区，属丘陵县。地形复杂，低山和高、中、低丘平原交错分布。形

状北宽南窄，略似桑叶。地势较高，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全境95％的陆地在海拔10米以上。

西部山峦重叠，由开平、新兴、恩平三县交界的天露山余脉组成，延伸至本县境内的天堂顶

山，海拔1192米；君子山，海拔959米；西部南端的烂头岭(今名珠环山)，海拔1014米；腹部

的大人山，海拔763米。这些连绵逶迤的群山，自西南向西北延伸，形成一条高脊，同时向东

倾斜，高、中、低丘，起伏相间，布及全县。南部为丘陵区，东北部是宽谷丘陵区。东南濒南海，

海岸线21公里，形成滨海丘陵区。锦江河贯通县境，汇人潭江，沿江两岸为平原区。有渔农之

利，造林绿化之优，航运之便。

县境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气候。光热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累年平均太

阳辐射量103．5千卡／平方厘米；累年平均光照1672．8小时(日平光照4．8小时)；累年平均

蒸发量1643毫米；累年平均气温21．2—22．8℃，年平积温7134．I。C，全年无霜期343天；累

年平均降雨量1880—2650毫米，是全省的暴雨中心区之一；累年平均风速2．4米／秒。此种

气候，利害兼备，要趋利避害，化害为利，方能利于生产。

本县历史悠久，秦时隶南海郡，汉为高凉县地，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析置思平县，

以后或海安县，或改称齐安县，唐至德二年(757年)始称恩平县。宋开宝五年(972年)，恩平

并入阳江县。明成化二年(1466年)设立恩平堡，堡址即今县府大院。至明成化十四年(1478

年)复置恩平县。1958年与开平合县称开恩县，1961年分县复称恩平县至今。汉以后，迭为合

浦郡、高凉郡、高州齐安郡、高州、南恩州管辖，民国时期先后属粤海道第一区所辖。建国后

先后为粤中、粤西专区、佛山专区(1970年改称佛山地区)所辖，1983年划归江门市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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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2月，本县被批准列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先后有恩城、沙湖、圣堂、君堂等镇被

批准为工业卫星镇。是年全县设区、镇17个，乡159个。共84761户、389278人，其中农业人

口313246人，菲农业人口76仍2人。

古恩平县治在水东都，位于现县治东北20里恩平铺，俗称木棉铺，即今良西河(潭流水)

南岸。自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复建恩平县后，历代县治均在恩城镇(1958—1961年恩开合

县，县城设于三埠镇)。历500余年，县城有所扩大，但发展缓慢，至1949年面积约一平方公

里。建国后不断扩建，1983年城区面积2．8平方公里。1985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进一步

发展，新辟河南、西门、崩海、网根塘新区和镰钩陂、广联泰工业区，面积再扩大到5．4平方公

里。是年县城常住人口43107人。恩城位于县境中部，325国道、锦江河贯通境内，水陆交通便

利，工商业繁荣，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旅游设施齐全，是全县政治、经济、交通、通讯、文化

中心，环境优越，是外商投资、开发办工商企业、旅游业的好去处。

本县经济向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农业水平很低，其他行业的发展极其缓

慢。历各朝代，都没多大的进步，人民生活艰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社

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1958—1976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化

大革命”的曲折历程，经济发展缓慢。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

放的方针，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8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72698万元，比1952年增长10倍；

人均国民收人851元。比1952年增长ll倍。

建国前，本县是个苦旱之地。全县水利设施极差，仅有各种简陋的小水坡36处及一些小

山塘，灌溉农田3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3％。“三天无雨田龟裂，一场大雨水连天，”恩

平成了“十旱九不收”之地。建国后，人民政府组织广大群众兴修水利，共投资7144．15万元，

完成土石方10496．38万立方米，混凝土24．22万立方米。至1985年底止，全县已建成大、中、

小型水库231宗，总库容78615万立方米，灌溉库容45224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44．47万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9％，比1949年增加13．83倍。其中旱涝保收面积37．3万亩，有效地改

变恩平的旱涝面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持续发展。粮食(稻谷)总产量1949年为110万担，

1985年达357．83万担，增长2．25倍。1980年粮食跨纲要，1982年稻谷年平亩产1016斤，有

史以来首次突破千斤大关。全县粮食自给有余，1968～1978年，年均纯上调贸易粮65万担。

恩平气候及土质宜林宜木，为江门市重点林区之一，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造林绿化

是从建国后开始的。建国前，全县仅有林木20万亩，且多属野生林，人工植树甚少。建国后，

从50年代起至今，群众性的植树造林绿化工作从不间断，首先是发动群众四旁植树和上山

点播松籽，继而在60—80年代，群众种竹、种杉、引种湿地松等。至1985年造林面积上百万

亩，但由于管理不力，成林率不到60％，用材林较多，经济林偏少，其比例为86：14。鼬年代，

林业实行体制改革，县政府加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并制订了5年和10年造林发展规划、方

案，采用科学种植和封山护林等管理措施，林业进一步发展。至1985年，全县林业用地面积

达1367360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53．38％。有林面积1 l 10683亩，林木总蓄积量1481458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35．9％。林业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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