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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民

编修地方志，是服务当代，功益千秋之善举。邓小平理论提出“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其中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要求我们全党掌握好这个“中

国特色”，实事求是地认识国情，从实际出发，走求实之路。这个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当然也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同样要重视调查研究，掌握当地的“地情”，

采取切合实际的建设措施。

地方志，正是符合上述这个战略要术的重要资料。

惠来古为百越之地，有“蛮荒”之称。昔年之贫困落后，迫使邑人百姓，为求

生计，离乡背井，漂流过洋；出卖苦力，流血流汗，创业异域。惠来遂成粤东侨乡

’古邑。此古邑历经沧桑，千百年来，人民艰苦奋斗；祖辈先达，励精图治，使祖国

南疆这一千多平方公里、背山面海、山川雄奇之地，逐步摆脱“蛮荒”状态。

． 惠来是我的故乡，青少年时期有一段时间在这里度过。我深知家乡在南海

之滨，海岸线长，风景绮丽；资源丰富，人文轨辙多姿多彩。那里有蜃楼海市的

奇景，有神童故乡的美誉；那里有历代先贤追求真理的感人事迹，有大南山根据

地土地革命壮烈抗争的场面。月是故乡明，情系家园深。许多海外乡亲，缅怀

追忆。寻根问祖，都忘却不了自己的故里。没有祖先，焉有后人?何况我们这些

革命战争年代的幸存者，对于国家的强大，家乡的繁荣，当然更寄予无限的期

诩
．‘0

惠来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好地方，惠来人民同样拥有强大的创业精神。

t 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的哺育下，许多方面都出现新貌。但是，同广东先进

地区比较，人们更加期望惠来应有大步伐的奋进。现在，新编《惠来县志》的出

版．已经为分析经济导向和社会发展潜力，以及准确掌握建设家园的优势提供

了重要依据。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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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惠来县志》，体例完备，史料丰富，它朴实地记载自然、社会各个方面

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人文、事物的是非功过。对于惠来的生态环境、地理优势、

资源情况、经济文化、社会风尚等等、等等，都为在惠来各个不同岗位的人民公

仆和一切从事惠来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以及关心家乡发展的各界人士提供了翔

实的资料。同时，相信还会在进一步弘扬惠来传统文化，发挥“资政、教化、存

史”功能这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沿的习惯。惠来置县以来，先后修志六次。

可惜大部分志书皆已湮没，仅存清代雍正八年(1730)张氏修纂的《惠来县志》(还

不完整)。修志之举，中断竞达254年。直至1985年，惠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及办公室成立后。在修志人员辛勤奋战之下，历经16个春秋，加上领导的重视

支持，终编成这部溶铸百科的新县志。这确实又是吾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亮

点。但愿它尽快转化为惠来经济、文化建设的物质力量。

这是惠来人民以至广东人民的共同愿望。

谨为之序o

2001年5其亏f阑

吴健民为原中共珠海市委书记、广东省顾问委员



二、本志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7年。大事记，县委、县政府、人大、政

协、纪委人物任职及附录延限至1999年。

三、本志历史阶段分期称谓，明、清、中华民国(1912年1月～1949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10月1日)之前，简称新中国建立前，之后，简称新

中国建立后。

四、本志纪年，明清时按历史年号纪年，夹注公元年份；民国时期以民国纪

年，夹注公元年份；新中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明清纪年的年、月、日为阴历，用

汉字书写，民国时期年、月、日为阳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新中国建立后的年、

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五、本志地名、机关名称，均用历史名称，必要时加注今名。

六、本志各项数据，一般都用历史地域数据，新中国建立后，用县统计局数

据，少数用部门数据。

七、数字书写，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所列用法书写。

八、计量单位，新中国建立前的计量单位，一般沿用当时称谓。新中国建立

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o

九、货币单位，新中国建立前的货币用当时货币的原名，新中国建立后国内

货币单位为人民币。1955年3月以前的人民币，一律折算为现行人民币。

十、本志资料，来自旧志书和县档案文献资料以及各单位、各部门编写的专

业志。

十一、本志文中有些是方言字，请参阅附录《本志使用俗字注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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