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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表

页数 行数 误 正

‘5 倒ll 黄村 黄村垌

50 7 15年 12年

53 l 大队个 个大队
54 7下迳岭崖、英石 下迳岭．崖英石
65 倒3 田坡 田脯坡
68 6 蚺 蟾

80 5 洞 涸

82 倒lO 尔 弥
103 倒3 瘦春 瘦脊
109 1 蜂 峰

131 倒13 清文 清丈

153 倒9 二 第二节

204 倒2 婚姻 婚丧
2l 3 倒8 瑶 谣

177 1 发 发展

补 遗
局级科技中级以上干部表

钟万秋．男，1927年农历7月27日生．高河山头寨人．

中共党员，胜利油田职工培训学校校跃(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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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镇志》编写成员名单
一、‘合水镇志》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曾朝正

1副组长：崔章保

成员：柯圣山

二、编写小组：

主笔t陈鸿畴

成员：刘广业、陈岳清

三、签发t崔章保

四，校对：陈鸿畴、刘广业、陈岳清

五、封面设计：陈略

六、封面题字：严勇

七、摄影。

’阳春报社记者：岑元胜、周奇林

阳春县博物馆；柯圣穑

合水照相馆：黄志河、罗向荣

合水镇政府：杨宪飞

八、审定单位：阳春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九、。准印单位：阳春县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

牛、出版单位：阳春县合水镇政府

十一、承印单位：‘阳春县春城镇一小印刷厂

l



舟
。、

¨1 一

。合水镇山青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勤淳朴，崇

尚进取。远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已在平北自石岩体养
生息；历经几起皇朝的兴衰，到明末清初，合水镇已繁荣昌

盛。在清朝，有天地会(会首黎四贵)、三会合(会首陈狮

子典)等震撼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

代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时期中，合水人民英勇奋战，刚毅无

畏；建国三十多年来的革命建设，合水镇所起的波澜壮闹、

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为人们所瞩目。遗憾的是，这一切珍贵

历史，却无系统记载，((阳春县志》各版本，记录本镇的历

史资料，也仅是一鳞半爪，根本没有反映其历史全貌。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盛世修志的风尚已在全国开

展，(‘合水镇志》也于l 9 8 7年3月开始着手编写。经两

年有余得以成书。这不仅适应了我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更体

现了全镇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共同心愿，诚是一件大

事．喜事． ．

本志搜集合水镇古今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

立足当代，古为今用等要求编纂而成。旨在让历史的经验教

训瓤成为今天和明天的借鉴，填补过去的历史空白。

本志有照片五十余幅，约十二万字，内容比较全面，重

大和突出的人、事．物都有侧重的记述，是我镇总结过去，

规划未来的重要依据，．

本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县、镇领导机关，各部门和

广大群众的热情关怀及大力支持，谨在此深表感谢。本志粗

疏，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愿后来开拓者谱写更完美更光辉的

2



新篇章。

合水镇志编纂领导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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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t阳春县合水镇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过去各

年代的历史作了全面的调查、考察、发掘，力争编纂的史料
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合水镇的历史真面目。

二、本志反映的史实，古略今详．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人类文化，只凭借出土文物加以说明；对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则着量

记述。

三、本志为了读者检索，全书用篇、章、节、目、段五．

个层次的结构形式，按部类分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

人物、社会杂记等六篇，并附有照片．图表等记录历史实况．

四，本志时限。<文物·古迹》上溯到新石器时代，

《大事记))上溯到明朝崇祯六年，各行业一般上限是本行业．

事物的发端，下限到事物的终结，未终结的至l 9 8 7年。

五、本志的表达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

六种形式，以志为主体。

六、资料来原。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的档案．

图书馆的藏书、历代旧志。历史文物和有关部门或知情人∽

当事人提供的资料，经过反复鉴别核实．史实、人名、地

名．年代、数据、行文等也蒋三查对核实。力求做到切实

无误。

七，文字叙述。本志除极少部分引用古籍原著沿用文言

文，少数有特定含义的字词用繁体字外，其余均用语体文记

述．并使用国家公布的统一简化字．(民间歌谣中使用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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