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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l·

云浮撤县建市，标志着云浮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

云浮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的起点。《云浮县志》的出版，则是云浮

县历史的一个总结。

．70年代中期，我曾多次到云浮调查研究，那时的云浮，是广东

西部山区一个经济落后的贫困县，虽然石山林立，景色壮丽，矿产

资源丰富，“云石"远近闻名，但是在旧体制和自然经济观念的束

缚下，5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满山石头并没有成为致富的

优势，却成为贫困的象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云浮的山还

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由于贯彻了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更新

了观念，在中共云浮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云浮的经济得到

了迅速发展，现在，云浮经济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质的变化：工业经

济取代了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成为经济

的主角；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摆脱了单一化的格局，呈现出充满

活力、兴旺发达的景象o_1992年，我再次到云浮，穿过云浮的三茂

铁路已经全线通车，六都港建成了现代化码头，云浮硫铁矿生产蒸

蒸日上；324线国道公路两旁形成一条绵延70公里的“石料建材长

廊"，云城已初步显示出现代化城市的风貌。云浮在崛起，’它令我

激动不已。 ，

现在，《云浮县志》出版了，我有幸先浏览了县志的全稿，云

浮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云浮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云浮人“团结、

求实、开拓、奉献"的精神，全部记在县志之中。它不仅让人了解

云浮，也可给人启迪和借鉴，它必将发挥它“资治、存史、教化”

的重要作用。 ，

”

《云浮县志》是基本成功的，它观点正确，资料丰富，结构合

2∥



LB"2·’序一

理，，文字通顺，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云浮的县情。它的政治部分，

内容较为充实，还设有“要事纪略"一篇；经济部分，较好地反映

了云浮“工业立县、科技兴县’’的道路，突出了云浮“石乡"的风

貌；文化、教育有云浮特色，人物方面，也发掘了不少新的材料。

《云浮县志》的顺利完成，是和县委、县政府领导重视分不开

的，县政府每年都把编志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总结和部署；原县

委书记陈均伦同志，亲自到中山大学聘请李淑璧教授为《云浮县

志》编辑部顾问；‘谭少伟书记亲自审定县志的概述和写序．言；主管

修志工作的副书记梁明超同志，对修志工作抓得很紧，经常解决编

志i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亲自审阅志稿，把好质量关。 ?

·‘云浮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在编纂访部巨著的过程中，安心
修志，淡利禄，勤耕耘，不畏困难，尽心尽刀，事迹感人。

．‘ 在此《云浮县志》出版之际，．我谨向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

动的志办同仁，致以热烈的祝贺与崇高的敬意。，一 o 。，4

‘．，(作者是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j’
。

t
‘

』
，



戽 一
J J——一

谭少伟

序 二·3·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云浮县自明万历五年(1577

年)建县后至清道光四年(1824年)的247年间，曾6修县志。鸦

片战争之后，内忧外患，国无宁日，修志事业无法进行，云浮再无

县志传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虽提出继续编修地

方志，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致使对县情的系统记述，中断

了160多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中共云浮

县委、云浮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上级党委、政府的

指示，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建立编志机构，组织编志队伍，开

展编志工作。经过8年艰苦努力，终于编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

《云浮县志》。
’

新编的《云浮县志》是对历代旧县志的扬弃，既有继承，也有

创新。不仅突破了旧志政治思想观点的局限，而且克服了旧志重人

文轻经济的缺陷。新编的《云浮县志》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实事求是地记述云浮自然资源的优势和劣势，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变

革、生产力状况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轨迹，以翔实的资料反映云浮的

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因而使新编《云浮县志》成为一部贯通古今、

富有时代气息的志书。 一

今天，建设云浮，振兴云浮，已成为全县人民的共识。要把这

一共识变成行动，有赖于认识云浮，热爱云浮。新编《云浮县志》

的出版，既为各级领导机关实行科学决策提供了’历史依据，又为各

界人士认识云浮提供了系统的县情资料。我们相信，随着历史进程



的推移，新编《云浮县志》将成为云浮发展史上

(作者是中共云浮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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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载磨砺读万卷，一念通天留清史。新编《云浮县志》的出版

面世，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一项令人欣慰的丰硕

成果，也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我倍

感兴奋，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县委、县政府感谢各级领导和各界人

士的鼎力支持，感谢多年不辞辛劳、伏案笔耕的编志人员。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古老而优良的传统文化事业，这项文化事业

在我县已经中断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云浮建县后至清道光年间，

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修过几本《东安县志》，但因受阶级性和时代性

的局限，旧县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记述，不可能反映出

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和

新的方法”编修社会主义一代新的云浮县志，已成了我们领导者一
项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全县人民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东

风，在中共云浮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各项伟大成就，为盛世修志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历史资料和经

济条件。编修云浮县志不仅为云浮人民重新认识云浮、建设云浮提

供真实可靠的县情资料，而且对深化改革、加快开放步伐都将具有

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完成这个历史使命，1984年8’月，县委、

县政府决定由我主管修志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时候，我为建立编志

机构，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做了一定的工作。在工作中，我尽量

挤出多一点的时间，同修志人员一起研究、参与修志工作，及时解

决修志人员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使艰辛、清贫的修志

人员得以安心工作。对修志的重大问题，我还向县的五套班子通报

修志情况，为了提高县志质量，我不仅利用工余时间审改县志稿，

还安排了离退休干部麦冬生、邓谦、蔡铨、黎天宠审阅县志有关章

1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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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及组织县里的一些有识之士进行审稿，核对历史疑案和重大事

件，并多次主持召开有省、市、县的专家学者参加的《云浮县志》

初稿学术研讨会，汇集专家学者的意见对县志初稿进行修改、补充。

县志编辑部的同志亦孜孜不倦地研究志体，博览古今各家志论，反

‘．复认真地勘正县志初稿中的史实、文字和数据，经过8年的艰苦努

力，终于使县志初稿送省审核·次获得通过。当然，由于水平所限，

亦难免有不足的地方。 ·

《云浮县志》是成功的，主要体现在坚持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系统地、科学地和

真实地记述了县情、民情，全志顺理成章，篇目设置合理，基本达

到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文字流

i畅、图表布局合理、表述规范的要求，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百科

全书。， 。

一

“志属信史"。《云浮县志》是一部“信史”，是地方信息库，是

我县几百年来的科学、文化、生产的总结，是全县人民伟业的丰碑。

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主要为了开创未来的事业。县志将起

到“资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成为我县一部历史教科书。古人
’

日：“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又日：“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为政者

不以史为鉴，不以志谋其策，则难得到正确的决策。所以，《云浮

、县志》的出版，会吸引全县各级干部和各界人士来读县志，论县情，

把云浮的现实与历史紧密结合起来研究，以志为鉴，以史为例，将

会加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步伐。我相信：有

着光荣历史的云浮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从云浮的县情出发，以石乡人“团结、求实、

开拓、奉献’’的精神建设云浮、振兴云浮，一定能为云浮的明天创

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业绩，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口谨此为序。

一九九二年夏。
“ ●

(作者是中共云浮县委副书记、云浮县政协主席，云浮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例 ·1·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相统一。
～

二、本志力求全面记述本县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

，着重记述本县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

三、本志断限。上限定于中华民国元年，有事可记的尽量上溯，

下限定于1992年。

四、本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要事记略、29篇分志、附录组r

成。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编写，以志为主体。文体采：

用记述体语体文。
一 五、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图书馆部门，历朝旧志，历史

文物，专业部门的资料以及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资料，编纂时一般

不注明出处j‘

六、本志著录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除中国共产党活

动外)，采用旧纪年，每章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简称新中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数字书写，除专用名词、地名、书名、农历、分数，习惯用

汉字书写外，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

八、本志立传人物以本县人为主，以近代、现代人为主，排名以

卒年先后为序。革命烈士和抗日阵亡将士编制名录。生人不立传。

凡在世人物确有可记的事迹，用以事系人的方式记入有关章节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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