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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1月成立，历时14载，组成人员经过6次变动。

主任何平(1984．1一1986．8)

1朱世赐I(1986．8—1988．8)

钟阳胜(1988．8—1990．8)
朱锦祥(1988．8任副主任，1990．8起任主任)

黄仕琴(1990．8任副主任，1993．4起任主任)

陈仰望(1995．1任副主任，1997．12起任主任)

副主任(按发文时间顺序排列)

黄竹挺徐声达 叶镜泉 罗秋云I袁江涛l 陈和邻 黄火苟

陈志干 黄再兴 叶耀晏 余进泉王勇抗 王星火 钟作荣

陈水砚黄其昌 黄绍雄朱文金

委 员 陈作煌 朱文朋 l魏玉寿I 王宝礼 朱德堪 邹启明 黄定邦

叶格恒 罗建树 叶敬森殷美善 I周云冰l 刘学富 赖伟民

吴 平 陈新建 徐名桓 马传玉 张玉庭 袁祝三 池廷亮

l林德博l谢石池 黄思复 叶 彰 叶桥广 陈日忠 钟彩荣

张志天 梁榴生 陈佩邦 李步新 吴海滨 刘月朋 黄文彬

陈 索 叶金锁 徐南全周才旺 徐亚阳 杨月常 黄文华

苏海文 杨 放 黄真确 叶罗钊

办公室主任I周云冰I(1984．6---1988．8)
。

， 黄再兴(兼)(1988．8—1991．5)

陈庆宽(1991．5—1993．7)
黄真确(1993．11始任负责人，至1996．10)

副主任 陈日忠 叶桥广
’

顾问黄勋拔(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教授)

吴机鹏(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志猷l星壹垦l 黄唯泉l隆鏖I l吐量垒l l逮星壹l
吴展助 I叶吉祥l 叶镜泉黄定邦 罗秋云 黄再兴 陈日忠



<和平县志>审定委员会

主任 陈仰望(兼)

副主任朱文金刘月朋

委 员 朱文朋 苏海文 杨 放 黄真确 叶罗钊 叶 彰

刘东轮 卢陆胜 曹东彬 黄金柏 黄镜盼

《和平县志>编辑室

主编罗秋云(1984．1始任)

黄再兴(1986．11始任)

朱文朋(1996．9始任)

常务副主编苏海文杨放

副主编黄真确 叶罗钊
。

编 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

叶 彰 刘东轮 卢陆胜 曹东彬 黄金柏 黄镜盼

制 图 黄玺中

摄影黄真确 吴群芬等

参与编纂工作人员朱德堪刘颂阳 何长金 叶年青 陈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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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勋拔

全面系统透彻地了解和平县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和平县人民走过的道路

和面临的问题，是和平入和在和平工作的人们的责任。负担着建设和平的各

’级领导和年青一代，尤其需要了解和平。

和平人不仅要真正透彻了解自己的家乡，还应该尽可能让全国、全世界

人民了解和平，以便让和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和平县志>就是让人

们了解和平的最好的工具书和教科书，人们通过<和平县志>可以用最少的

时间，得到有关和平的最多的信息。

中共和平县委、和平县人民政府对地方志工作是很重视的，在广东还没

有全面开展修志工作的1984年，就开始编修<和平县志>，这说明他们对地

方志的重大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

限于条件，和平县的地方志工作，存在着较多的困难。但是，和平的修

志工作干部，埋头苦干，历尽艰辛，“前赴后继”笔耕14年，数易其稿，终

于完成了<和平县志>的编修工作。真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可敬，他们的

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值得钦佩。

历史上和平县是个小县、穷县，经济基础薄弱，是广东省16个特困县

之一。但是，和平人民勤劳、刚强、富有反抗精神，他们用血汗和智慧创造

了光辉的业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明代池仲容的农民起义震撼了封建

王朝；解放战争时期，创建了九连山革命根据地，在艰苦凶险的斗争环境

中，培育了“理想、坚定、团结、清廉、奉献”的九连精神，成为广东省

22个革命老区县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和平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

经过40多年的艰苦努力，社会和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全县人民振奋精神，克服各种困难，着力发展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和平的面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o<和平县志>系统地记述了和平480

年的历史，尤其记述了新中国成立46年来的光辉业绩，比较深刻、全面总

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和平县志>下限至

1995年，又较突出全面地反映了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硕果o

}§



<和平县志>观点正确，结构合理，内容丰富，实事求是，文字通顺，是一

部可读、可信、可用的资料性科学著述，对今后和平的两个文明建设，必将

起着重大作用。

谨向为<和平县志>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和支持县志编修工作的人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

今天的和平是美丽而又可爱的，未来的和平必将更为繁荣昌盛，更为可

爱。祝和平县人民幸福。

员)

1998年6月．

(作者为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原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研究



序 二

陈仰望

新编《和平县志》，从1984年始，历

经14载，数易其稿，今己成书。这是和

平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大盛事，也是精神

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

新编《和平县志》是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按照

“真实、准确”的原则，在搜集、查对、

分析研究大量文献、实物、图片、史实的

基础上，编就的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它

以翔实、系统的资料，记述了和平人民用

血汗和智慧创造的光辉业绩，如实地反映

了和平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地

总结了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平县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教训；

它将为人们系统全面了解和平、研究和平与建设和平提供真实的县情资料，

其成书与出版，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和平是革命老区，和平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的先辈们为着生

存、发展，为着创建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无数先

烈用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最为突出的有明代震惊朝廷，威慑闽、

粤、赣诸省的赘头池仲容农民起义；有在淞沪抗日战场上激战数十昼夜，英

勇杀敌的50名和籍将士以身殉国的壮举；有参与创建九连山革命根据地并

为解放全省作出贡献的和平人民游击队。本志用大量生动材料，从不同侧面

记述了和平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记述了其中感人事件和

突出人物，人们从中会看到我们的先辈为反压迫、求解放，为人类的文明-9

进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献身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垒县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在革命斗争年代培育起来的“理

想、坚定、团结、清廉、奉献”的九连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



斗，开拓进取，使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
发展较快，工业打下一定基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

不断改善，数万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随着经济结构和

运行机制的改革，我们已因地制宜地逐步建立起速生丰产林、优质稻、猕猴

桃、白果等“三高”农业基地；初步形成机械、建材、制药、食品饮料、矿

产工业等支柱产业雏形；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本志以经

济建设为重点，用较大篇幅记录了和平人民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发展过程

和巨大成果。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迂回曲折的，本志在热情讴歌伟大成就的

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一些重大失误。不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误之教训，都

是宝贵的历史财富。

沧海风烟，桑田雾雨。历史总是伴着光阴不断更新的，和平的明天必定

更加美好!

值此《和平县志>付梓之际，寄语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广泛开展读志用志，以史为鉴，扬长避

短，兴利除弊，为创建富裕、文明的新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o
· 新编<和平县志>得到了许许多多热心志书的人们的大力支持，也凝聚

了编纂人员的心血与智慧。谨此，特向为本志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表示
衷心感谢!

是为序o

(作者为中共和平县委书记、和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1998年3月20日



凡 例

一、本志用述、记、志、传、

排，设27编105章314节。其中。

序列。

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凡倒 ·5·

图、表、录形式，按编、章、节、目编

<总述>、<大事记>、<附录>不列入编的

二、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问用纪事本末体。上限始于建县，下限迄于

1998年4月。

三、专志所记事物，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迄于1995年，有些事物

及<人物传>延伸至1997年o

? 四、以详今略古的原则，立足当代，追溯历史o ，

五、人物编分传、表两种形式。入传者，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

已故本县籍人士为主，按卒年先后排列。入表者，为烈士、和平籍在外任职

人员、高级技术人员、英雄模范人物、寿星、荣誉市民等o

六、史料来自本县现存1日志和新编乡镇志、部门志、各级档案以及有关

人士的回忆。

七、清末以前帝号纪年，用汉字，并加注公元年号；中华民国纪年用阿

拉伯数字，并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中国共产党在

新中国成立前的活动则用公元纪年o ’．

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限，此前称“新中国成立前”，此后称“新中

国成立后”o
， 八、历史地名、官职、计量单位、货币均用当时名称，有的加注今名。

现用地名，用现行的名称；计量单位，按国家规定为准(农业用地仍用

“亩”)o计量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各项数据，用县‘统计局或主管部门提供

的数字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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