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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宁

二砻二∑会年第三一九八九^r印一

方志

期(合刊)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录

(文件选登]

告》的批复⋯⋯··

[工作 方 案)

《寿宁县志》篇目(第五次修订稿)⋯·⋯．．⋯⋯⋯⋯⋯⋯⋯⋯⋯⋯⋯⋯县方志委(|6)

《寿宁县志》凡例(第五次修订稿)⋯⋯⋯⋯⋯⋯⋯⋯⋯⋯⋯⋯⋯“···县方志委(12)

，

‘’

(寿宁县首期修志人员培训班材料选登)．

我县举办首期修志人员培训班⋯⋯⋯⋯⋯⋯⋯⋯⋯⋯⋯⋯⋯⋯··⋯⋯⋯·县方志委(13)

在寿宁县首期修志人员培训班上的讲话⋯⋯⋯⋯⋯⋯⋯⋯⋯⋯⋯⋯⋯⋯⋯何团经(14)

关于志书门类划分、排列及纵横问题⋯⋯⋯⋯⋯⋯⋯⋯⋯⋯⋯一⋯⋯⋯⋯·王道亨(15)

谈谈专业志的纲目和几例⋯⋯⋯⋯⋯⋯⋯⋯⋯⋯⋯⋯⋯⋯⋯⋯⋯⋯⋯⋯⋯叶于润(17)

说说新方志的行文与文风⋯⋯⋯⋯⋯⋯⋯⋯⋯⋯⋯⋯⋯⋯⋯⋯⋯⋯⋯⋯⋯陈元度(19)

怎样编写部门专业志的概述与大事记⋯⋯⋯”⋯⋯⋯⋯⋯⋯⋯⋯⋯⋯⋯⋯·韦陈生(22)

试谈志书编写中图表与数据的运用⋯⋯⋯⋯⋯⋯⋯⋯⋯⋯⋯⋯⋯⋯⋯⋯⋯柳熊炬(25)

谈志书资料的搜集、整理与使用⋯⋯⋯⋯⋯⋯⋯⋯⋯⋯⋯⋯⋯⋯⋯⋯⋯⋯叶明生(30)

浅议专业志的4详今”⋯⋯⋯⋯⋯⋯⋯⋯⋯⋯⋯⋯⋯⋯⋯⋯⋯⋯⋯⋯⋯⋯叶于润(34)

编
会委员作委工纂史编党志委方县地宁县寿宁共寿中

～

～

报

～。

～

的

～

～

辑

，

～

编

次

～

。

九

～

辑

第

编

(

知／

总

要

通

．

纪

的

问

议

导

顾

会

领

辑

公

作

编

办

工

，

员

士坩

士心

专

方

县

件署件地

宁文公文强件寿署政署加旺文0公行公步府任政区政一政聘行地行进民《区德区于人于地宁地关县关

德

德

宁

宁

宁

寿



’

(名胜古迹)

龙井奇观⋯⋯⋯⋯⋯⋯⋯⋯⋯⋯⋯⋯⋯⋯⋯⋯⋯⋯⋯⋯⋯一⋯⋯⋯·原载《凤阳乡志》(36)

小 东 寺⋯⋯⋯⋯⋯⋯⋯⋯·⋯⋯⋯⋯⋯⋯⋯⋯⋯⋯⋯⋯⋯⋯⋯··原载《坑底乡志》(36)

寨岗福洞岩⋯⋯⋯⋯⋯⋯⋯⋯⋯⋯⋯··⋯⋯⋯⋯一⋯⋯⋯．⋯·⋯”⋯原载i《清源乡志》(36)
●

。

、

，

，

(人 物 志)

陈洪轸⋯⋯⋯⋯⋯⋯⋯⋯⋯⋯⋯⋯⋯⋯⋯⋯⋯⋯”⋯⋯⋯·原载《寿宁县志·人物志》(37)

缪一蟾．．⋯⋯⋯⋯⋯．．⋯．．⋯⋯．．一．⋯．．．．．．荸¨：⋯⋯⋯⋯⋯．：凉载《寿’宁真志．人物志》(37)
姜 英⋯⋯⋯⋯⋯⋯⋯⋯⋯⋯·⋯⋯⋯··⋯⋯⋯⋯⋯⋯⋯⋯原载《寿宁县志·人物志》j 37)

(志 余 琐 谈)

关予何隽部分简历的情况介绍⋯⋯⋯⋯⋯⋯⋯⋯⋯⋯⋯⋯⋯·⋯⋯⋯·何剑雄何剑英(38)

寿宁县建县前隶属考⋯⋯⋯⋯⋯⋯⋯⋯⋯⋯⋯⋯⋯·一⋯⋯⋯⋯⋯⋯⋯⋯⋯⋯⋯-叶于润(39)

清光绪年间寿宁修志情况考略·⋯⋯⋯⋯⋯⋯⋯⋯⋯⋯⋯⋯一⋯··⋯⋯⋯⋯⋯j··叶明生(48)

渔溪、渔溪阳、渔溪巡检司辨⋯⋯⋯⋯⋯⋯⋯⋯⋯⋯⋯⋯⋯⋯⋯⋯⋯⋯⋯⋯⋯叶于润(52)

(佚文选载)

△我县县、乡党委、政府重视修志工作⋯⋯⋯⋯⋯⋯⋯··⋯··⋯t⋯··⋯⋯⋯⋯··林希顺(55)

厶我县已有三十多个部门和十个乡镇开始修志⋯⋯⋯⋯⋯⋯⋯⋯⋯⋯⋯⋯⋯·．．林希顺(56)

△我县二轻等十二个专业志编写组与清源等六个乡镇编写组相继写出各志初稿

⋯·⋯⋯⋯⋯⋯-．⋯⋯⋯⋯⋯⋯⋯⋯⋯⋯⋯⋯⋯⋯⋯⋯⋯⋯⋯⋯⋯：⋯··王源洲 叶岩春(56)

△我县二轻等四个专业志和清源乡志召开志稿审订会⋯⋯··⋯⋯·⋯⋯李寿生 卢柏春(56)

5

5淹祥仲天范文●宋嗪

『：

『：、一、

|；

态

¨

一塥剃

～一

动

一

一

一1|小

～～

志

●

●，■；

一～

修

．

．、_L

一序～原记谱源蟓松吴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

专员办公会议纪要

。 (第九次)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上午，由陈增光同志主持召开第九次专员办公会议。会上，地区方

志办周敦润同志汇报了我区地县方志工作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今后意见及需要解决的事

项。经过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现纪要如下：

一、会议认为，地区方志办在人员少、工作任务重的情况下，全体同志兢兢业业、认认

真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初步的奠基式的成果，对宣传地方人文、地理、资源。对振兴

经济发展生产力都产生了一定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地直各部门的主动配合是密不可分

的，象粮食、交通、戏剧、医药、卫生、地理等专业志都进展很快。总之，要充分肯定一年

多来的工作成绩。鼓舞士气，树立信心。从各县的情况看，多数县是重视的，成绩是肯定

的，特别是霞浦：，寿宁、福安等县的修志_12作进展较快，尤其是寿宁县，动手一年，己编出

1 0个专业志和2个乡志，应予肯定并加以总结。 -

二、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修志工作很重要，编史修志是国家昌盛．民族兴旺、社会主义

文明盛世的标志之一，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很重视修志编史工作。建国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都强调了这项工作。对此，我们在思想上要引起足够重视。修志甏
一项重大的科研工作，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客观、公正、如实的作风，来搞好这项工

作。同时，这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因此．要搞好修志，既要有紧迫感、责任感，又要有坚

韧不拨的意志，下很大的决心，顽强地抓下去，争取在三、四年内把我区的修志工作抓好。

希望这次会议作为薪起点，动员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修志专业人员，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努

力奋斗。这样，当代群众会感谢，对后代也是功德无量的。

三、要明确修志工作的任务。县一级要在今年内完成部分县的修志工作，九。年各县全

面完成任务；地区级从八九年至九O年全面完成地方志任务，其中，八九年要完成6 0％单

位的专业志修志任务，4 0 qo在九。年扫尾，九一年上半年完成地区志总纂初稿，九一年下

半年至九二年完成总纂定稿。

四、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保证和促进修志工作。

第一、进一步明确理顺方志机构。把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列入政府直属事业机构序

列，为正局级事业单位；成立地方志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地方志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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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委员会的正、耐主任由地委，组织部研究配备，内部设立必要业务科室由人事局、编委会

考虑。要求各县也要相应理顺机构。

第二、修志的力量组织，采取专业、聘用、借用、群众四个方面力量相结合的办法解决．

1．专业力量。尽管地、县财政困难、编制紧，还得想法支持修志这项事业。地区地方志

委正式事业编制已定四名要下足外，另再想办法增加一些，由地区编委提出方案交下次编委

会议研究定。县市地方志委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3至7人，报同级编委审定。

2．聘用。除正式编制人员外，地区方志委可聘请一些热心方志工作的离退休干部， 为

了稳定，增加荣誉感，物色好后由行署发给聘书。

3．借用。除编制、聘用外可以是在职教师或部’门的富余人员，特另lj是师专、党校、档案

馆等部门，借用他完成某一项专业志。还有师大的黄寿祺等，聘请当顾问。
．。

4．还可兼职。吸收群众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业余搞，特别是县、乡两级。

第三、经费问题。总的原则是：一、少花钱多办事；二、群策群力，部门集资， 特别

县、乡路子很宽。地区也可以发动龛资，采用方志上留名的方法。三、地方财政也要酌情支

持，同意今年由地区财政给地区方鬈增拨3万元活动经费．但要与工作挂钩。要用得认真，

把这项工作搞快一点。

第四、同意召开一次会议，由各县方志委(办)主任，地直各{l!s门领导参加，请吴敦诚

主任主持，把任务布置下去。

要搞修志责任制，方志委内部和各委、办内部都要搞责任制，加快速度。

第五、在修志工作方法上，应采用详今略古、先易后难、上下同步，部门配合的做法。抓专

业志促总纂，抓质量促进展，修出有水平的新志，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希望各级、各部门

同心协力，为地方志工作多办实事，多做贡献．行署办公室仍由郑成章负责抓方志工作．I’

出席：陈增光、吴敦诚、张学清、
’

列席：陈戈、王德雅、李章岩、陈克华、胡自春、郑炳权、丁茂枝、郑仲腾、张越、

黄垂超、黄玉娥，魏福根、吴旭晖、何茂金、黄华春、郑成章、只敦润。
● ，

发，地委、行署、人大工委、政协联络组领导，各口，地区方志委成员，财政局，组织部、

人事局，编委．各县、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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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署(1 9 8 9)综9 4号

福建省宁德地区行政公署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领导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行署各委、办、局、处：

经行署研究决定，按照国家“七五计划”要求，必须加快步伐保质保量完成地、县市方

志编纂任务，具体要求是：县市一级要在今年内完成部分县市志的修志工作，一九九。年各

县市全面完成任务；地区级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年全面完成地方专业志的任务，其中，

一九八九年要有6 0％单位完成专业志修志任务，4 0％单位在一九九O年扫尾，一九九一

年上半年完成地区志总纂初稿，一九九二年完成总纂定稿。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编史修志工作很重要，是国家昌盛、民族兴旺、社会主义文明盛世的标志之一，是一。项

浩大的工程和重大的科研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都强调这项工作，多次下哒

文件部署。我区各级政府在思想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既要有紧迫感、责任感，又要有坚韧

不拔的意志，下很大决心；同时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客观、公正，如实的作风，认宾做

好这项工作。动员各级领导、干部和修志专业人员，为完成这项历史性任务而努力奋斗。

二、理顺工作机构，切实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

l、地、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列入政府直属事业机构序列，为正局级事业单位。

地、县(市)成立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地方志缩纂委员会工作。

地区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陈增光(行署) ．‘

副组长：吴敦诚(人大工委)

成员；杨庆祯(军分区)、李敏忠(组织部)、郑仲腾(宣传部)，李金贤(地委办)

黄垂超(党史委)，林维珊(政法办)、缪希玲(计委)、王德雅(经委)、

郑炳权(财委)， 丁茂枝(农委)、 郑钦鸿(外经委)、 余光荣(科委)、

陈克华(人事局)，陈品瑞2(财政局)、张越(文化局)、叶明苍(民政局)．

范圣敏(档案局)，郑成章(行署办)。

3



2、具体修志工作力量，采取专业、聘用、借用、群众四个方面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

一、经地区编委研究决定．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3至7人，报同

级编委审定；二、聘请若干热心地方志工作的离退休干部，，由县市政府发给聘书，增加荣誉感，

以剂稳定；三、可以在在职教师或部门富余人员中借用，完成某一项专业志任务；四、可吸

收群众中一些积极分子业余兼职。
、

三、建立修志责任制，注意工作方法。

按地、县(市)“地方志编目”，地、县(市)各直属单位必须建立责任制，主功把专

业志编撰任务承担起来，确定一位领导分工主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工作。

在编撰方法上，应详今略古，先易后难，上下同步，部门配合。抓专业志促总纂，。抓质

量促进展，也可采用寿宁县承包修专业志的办法。力争修出具有高水平的新志．服务于振兴

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留给后人宝贵财富。

四、本着“量力雨行”的精神，妥善解决方志委一些具体问题。

～ 在经费方面，本着现行财政体制，请地、县(市)分别纳入财政预算，并与工作挂钩，

用得认真；各专业志由主办单位自筹，总的原则是：一、少花钱，多办事；二、群策群力，

可采取在方志上投资留名的办法，以资鼓励。

至于办公地点等具体I"．-1题，由县市政府、主办单位统筹安排，酌情解决。

特此通知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

抄送：地委各部、委、办，地委领导，省地方志委，各县市委，军分区，地方志领导小组成员

抄报，省人民政府、海基

4



寿政综(1 9 8,-9)1 2 2号

寿宁县人民政府
关于《聘任(寿宁县志)编辑顾问、

总编辑、副总编辑、编辑的报告》的批复

县方志委：
一

你委《关于聘任(寿宁县志)编辑顾f．q、总编辑、副总编’辑、编辑的报告》悉。

为在一九九O年完成《寿宁县志》的总撰任务，经县政府领导研究同意，聘任下列同志
，

为《寿宁县志》编辑顾问、总编辑、副总编辑、编辑。

编辑顾问： 张 茂 先

总编辑： 王 道 亨

副总编辑： 叶 于 润 韦 陈 生 柳、熊 炬 林 希 顺

●

编 辑： 占 厚 注(兼职) 胡 志 华(兼职) 柳 和 禄(兼职|iI)

李 桑(兼职) 谢 世 芳(兼职) 陈 元泼(兼职)

张 掌 明(兼职) 占 秉 三(兼职) 叶 明 生(兼职)

卢 柏 春(专职) ’叶 岩 春(专职) 吴 通 德(兼职)

特此批复侈

寿宁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

抄送：县六套领导班子，县直部、委，办、局，地区方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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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寿宁县+志》编纂纲目
，

(第五次修订稿)

题词 『，。

图：

(一)明朝县图

(二)清朝县图

(三)民国县图

(四)l，9 8 9年县行政区划图

(五)清朝县城图

(六)l 9 8 9年县城图

(七)县交通图

(八)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纪念碑(照片)

(九)烈士陵园(照片)

(十)名优产品照片若干帧

卷首：

序

凡 例

概 述
‘

大 事 记

卷一： 建 置

一 位置．疆域

二 沿 革

三 行政区划

四 县 城

五 乡镇简况

附各乡镇典型照片：
一、鳌阳镇：

(一)鳌阳小学

(二)三峰寺

(三)城关水杉

二、斜滩镇全貌，斜滩大桥 ，

三、武曲乡张高谦墓、蘑菇罐头厂

四、下党乡大茶树

五、平溪乡叶腊石矿

六、托溪乡圈石村银杏

七、犀溪乡甲坑村中共闽东特委寿宁

办事处纪念碑

八、南阳乡南IlJ顶龙岩寺

九、清源乡车岭石碑

十、坑底乡芎坑村原始森林

十一、大安乡明朝银场旧址

十二、芹洋乡阜莽村古树

十三、风阳乡龙井奇观

十四、竹管垅乡茶园

卷二：
。

豁、

一。 地

二 地
= 智

四 河

五 土

六 植

．七 野

八 野

九 灾

自然地理

质

形

候

流

壤

被

生动物

生植物

异



卷三： 人卺二： 人

一 分 布

二 构 城

、 三文化程度

四健康状况

五计划生育

口

卷四： 农 业

一 资 源

二农业生产体制

三 农业生产状况

四 农业生产区划

五 农业生产技术

六农业机械

七 国营农场

卷五： 林 业

一 资 源

附： 林业资源分布圈

二 林业管理体制

三 造 林

四森林保护

五 国营林场和乡村林场

卷六： 水土保持

一水土流失现状

二 水土流失预防

三 水土流失治理

卷七： 水 利

一 机构沿革

二 水 资 源

三水利设施。

四 综合利用

附： 水利分布图

卷八：

一 水

二 电

三 电

附：

小水 电

能 资 源

站 建设

力 供 应

电站分布圈

卷九： 茶

一 管理体制

二 茶树栽培

三茶园改造

四 茶叶加工

五茶叶销售

业

卷十一：乡村企业

．一 主要行业与产品

二 传统工艺与革新

三 原料供应与推销

四经营管理与分觅

卷十二：工 业

一 经营体稍

二 主要行业

l、食品工业

2、纺织工业

3．化学工业

4、造纸工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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镧养良治品殖体饲改防产繁畜理牧种病禽兔管畜品疫育种

叶_

一二三四五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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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甩蓐工监

6、 电子光学

7、 机械工业

8， 建筑材料

9、 冶金工业

10、 印刷工业

11、。。本材工业．。

12、。‰瓷工业’
13、 美术工艺

14、 服装鞋革

三 工厂与名产选介

卷十三：交。通

一 机构沿革·

二 古 道

二 桥 梁

三 公 路

四 养 护

五 运 输
‘

六 管 理

附： 交通网络图

寿宁车站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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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四：邮 ‘电

一 机构沿革

二 邮 政

l、 随’络

2， 通件包件

3、 汇 兑

4， 报刊发行

5、 集 邮

三 电 信

l、 电 报

2、 电 话

卷十五；商 业

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改造前私营商业状况

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商业体制

生产资料采购供应

土特产收购推销

副食品采购供应

日用品采购供应

饮食、服务

卷十六：对外贸易

一 经营体制

二 农副产产品出口

三 工业品出口

四 基地建设

五 进 口

卷十七：粮 食

一 ．经营体制

二 购 销

三 储 运

四 粮油加工

五 粮食市场

卷十八：工商计量

工商行政管理

机构沿革

企业登记管理

市场管理

合同管理

商标广告管理

计‘ 量

枫构设置

度量衡演变

一，2二三四五六七

、

、

、

、

、

，

，

一

l

2

3

4

5二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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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量管理

4， 计量器具生产

5、 标准化

卷十九：物 价
、

一 机构沿革

二 比 价

三 差 价

四 物价管理

亭

卷二十：财 政

一 财政体制

二 财政收入

三 财政支出

四 财政管理

卷二十一：税 ’收

机构沿革

税 源

税 额

税 制

卷二十二：金融、保险

一 金融机构

二 货 币

三 信 贷

四 储 蓄

五 债 券

六 保 险

卷二十三：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

一 机构沿革

二 城乡建设

三 环境保护

卷二十四”土地管理

一 机构设置

二 土地保护

三 土地利用

四．。造田与垦荒

卷二十五：党 派
●—●

l 1．

2．

3、

二

三

卷二十六：政 协

一 历次会议

二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三 各界人士的爱乡事业
：l 一

卷二十七：群众团体
l

一 农 会

二 工 会

三 共青团

四 妇联会

五 老联会

六 侨 联

七 工商联

八 科 协

九 文 联

卷二十八：军 事

一 武装建制

9

义主

，

民三国

展动

中

发活构

．党与与机党产立设作民

派共建建工国团党国的的的国年主中党党党中青民



二 驻军防务

三 兵役制度

四 民兵建设

五 重大兵事

卷二十九：政 权

一 权力机构

l、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氏

代表大会

2、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

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3、 国民议会

； 行政机关

卷三十；

四

廉政建设

群众监督

行政监督

权力机关监督

审计监督

卷三十一：劳动人事

一 机构沿革

二 劳动就业

三 工 人

四 千 部

五 工 资

六 奖 金

七 劳保福利

卷三十二：民 政

机构沿革

基层政权建设

婚姻登记

社会福利

拯灾救济

六 优扼工作

七 复退军人安置

八 革命老根据地建设

卷三十三：扶， 贫

一 贫困状况，

二 挟贫措旄

三 扶贫成效

卷三十四：公安司法，

综合治理

公 安

机构沿革

治安管理

户籍管理

消 防

刑事侦察

武装警察

检 察

机构沿革

自侦案件

侦察监督

审判监督

法纪监督

审 判

机构沿革

诉讼程序

审判与执行

申诉复查

司法行政

机构沿革

普法教育

人民调解

公 证

律 师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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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五：文 化

卷三十六：教 育

一 机构沿革

二 学前教育

三 学校教育

四 成人教育

五 师资与经费

六 勤工俭学与集资办学

卷三十七：科 技

机构沿革

科技普及

科技队伍

科学研究

卷三十八：体

一 机构沿革

二 体育事业

三 体育比赛

育

卷三十九：l防 疫

卷四十：医药卫生

一 管理体制

医 疗

中 医

西 医

青草医

．药 品

生 产

收 购

经 营

管 理

卷四十一：社 会
，

卷四十二：人 物

一 传 略’

二 英名录

三 名人简介

四 人物表

卷四十三：宗

一 佛 教

二 天主教

三 基督教

教

附 录

一 重要文献辑存

二 历代修志纪略

三 本志编纂始末

四 修志人员名录

五 本志赞助单位(个人>

1l

，

，

，

，

，

，

■

二l

2

3三l

2

3

4

革施术物迹沿设艺文古构化学献胜机文文文名一二三四五

氏言惯活事习生轶俗民闻姓方风人异一二三四五

动运

防

革生疫预健沿卫免与保构国划病幼机爱计疫妇一二三四五



凡 例，

(第五次修订稿)

垮
一、新编《寿宁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如实记载寿宁建县以

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起明景泰六年(1 4 5 5)建县之时，下迄1 9 8 9年底，对需溯源

的事物，适当上溯；需延伸的内容，将于本志出版前收入。

三、本志的篇目结构按事物性质、部门特点立卷。首立概述、大事记，中设建置、自然

地理、人口等四十三卷(为体现地方特色，水土保持、小水电、茶业，扶贫等均设专卷)，

辅以图，表、照片，末缀附录。编排上力求协调好各卷之间的关系。出于专卷内容完整性的

需要，允许个别事物在叙述上交叉互见。

四、本志以“资政、存史、教化”为宗旨，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记载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

五、本志人物卷，分人物传、英名录．名人简介、人物蠹四个部分。立传人物以卒年为

序，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录个别反面人物；以本籍为主，亦载对本县有建

树的外籍人士。革命烈士则入《英名录》。《名人简介》，只收录已载入省志、府志的本籍

人士及地师级(包括历代相当于地师级)以上的本籍人物。《人物表》收录本县人民政府成

立以来，荣获省人民政府以上的劳模，获得高、中级职稳的科技人员和任本县副县级以上职

务的党、政、军领导人。本籍在外地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和上述荣誉、职称以及担任上述职

务的一并收入。

六、本志的行文规则：

1．本志文体，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

2．本志按横排竖写的原则，叙事依时序排列，横不缺项，纵不断代。

3．本志的数字书写，以国家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4．本志除历史资料按当时计量外，统一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七、本志地名，按《寿宁县地名录》记载，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八、本志资料来源；各部门专业志，省、地、县档案资料。有关数据，以本县统计局的

资料为准；不足部分，采用主管部门的资料。正史、旧志、谱谍、口碑，均经考证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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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举办首期修志人员培训班

为了推进我县各专业分志及寿宁县志的编写和总纂江作，蕊嚣一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在县委五楼会议室，主持举办了寿宁县首期修志人员培训班。琴加培"011人员：有县直机关各

委、办局及有关修志单位专业分志主写人员和部分单位的领二导同志，共7 0人。

课前，县委书记何团经同志，亲自到班上给大家做了重要讲话(附后)。《寿宁县志》

总编王道亨同志，给大家介绍了我县去年一年的修志进展情况。课后，县方志编纂工作领导

小组翻组长县政协主席刘松和县委纪检会书记叶孚旺同志，专门到培训班听取了部分修志人

员对编写专业分志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叶书记并就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讲了一些看法。

本期培训班的特点是，时间短(只开-天课)、内容丰富、设了《谈谈．％甘--书的纲目与凡

例》、《关于志书的行文规定及文风》、 《志书资料的收集、整理与使用》、《关子志书的

门类排列与纵横问题》、 《概述与大事记刍议》、 《试谈志书编写中的图表与数据的运用

问题》、《浅议专业志编写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等七个课题，分别由叶于润、陈元度、叶明

生、柳熊炬等六位同志担任主讲，每个课题都力求做刭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结合实际，针

对性强，使参训的全体人员进一步掌握编写新志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解决了编写过

程中的部分疑难问题，提高了政策和业务水平。

(上接第l 6页)

来更清楚连贯，所以拟定方志篇目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当然，由于事物是复杂的，各有特点，所以不能硬性规定一个格式。细日层次的划分是

横还是纵，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宜横则横、宜纵则·纵、纵横结合，使篇目既符合志体

的特点，又便于把内容写清楚。那些宜于分期记述的内容，可采用显事隐时(又称寓时于

事，即时暗事明)的方法。这样处理，既区分了事物的性质，又照顾了时间顺序，也避免了

事类与时间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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