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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志以载道，温故知新。喜<宝安县志>编纂功成。

宝安虽已撤县建区(划分为宝安、龙岗两个深圳市辖区)三载有余，但

新编县志作为“一方之全书”，当仍有它的潜在价值，它不仅是宝安县一个

多世纪以来百业废兴的历史记录，同时也将为深圳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宝安，历史悠久，早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

劳动，而为一县之始，则有一千六百多年。宝安，沿海要区，天然形胜，扼

一江三湾，历来为兵事重地，千百年来，宝安人民为之浴血不已，战斗不

息。明初清末，御寇抗英反封建斗争赓续未断，闻名中外的庚子三洲田起

义，县人揭竿响应，追随孙中山先生者众；大革命，为中共早期建党地区之

一；日寇侵粤，首当其冲，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此发祥；东纵北

撤后，宝安人民重整武装，成立粤赣湘边纵队主力团，投入伟大的解放战

争：宝安，哺育出英雄儿女不计其数。宝安，资源丰阜，气候温和，为鱼米

瓜果之乡；古人所谓“山辉泽媚，珍宝之气萃焉”、“得其宝者安”之说，如

今天翻地覆，盛世升平，已不是兆托之言。

宝安自万历元年(1573年)析东莞置县(时称新安)至清，奉谕修志，

有史记载，共有五次；民国期间，亦有初衷。惜因时政浮沉，人事沦桑，或

未果，或未刻，或佚散，迄今唯清康熙、嘉庆二志尚存，后者距今亦百有七

十余年。由是，当今盛世修志，势在必然，志之必成。

志的作用，在于资治、教化和存史。前人修志，孤家寡言，穿凿附会，

多有偏颇；今者众手修志，集思广益，旁征博引，详今略古，求实存真，不

溢美，不隐恶，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秉笔直书。既为现实服务，

又尊重历史。宝安1979年3月改县设市。1981年冬月恢复县建制后，成为

深圳经济特区的门户，在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坚持“为特区服务，为

出口服务”、“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生产方针和战略决策，走过了辉煌的

十年，使这一隅“弹丸小邑”成为财政大县，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63．388



亿元，为1982年2．19亿元的28．9倍，取得了跨世纪的斐然成就，县志大

幅入篇，是为至理。而因针砭时弊为嘉庆志所摒弃的《盐丁叹>等古民谣艺

文见诸附录，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形成新旧鲜明对照，亦合于情中。此乃新

志不失为“信史”。

宝安有县以来，几经废置，或并或析，隶属多异，档稗四佚，艰以钩

稽；新志编修期间，又逢机构、建制大变革，无疑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修

志同志，受命于斯，知难而进，经年累月，广搜遍访，细稽精核，默默笔

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宝安县志>终于告竣，功不可没，谨此深表敬

意。然为巨构，博揽古今，识疏纰漏，不尽善美，在所难免，诚望方家学者

赐教指正，并托寄以后来者。

是为序。

李容根
1996年10月

(李容根是原中共宝安县委书记，现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



凡 例

凡例 ·3·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图、表、附录组成。专志是主体，分

6篇38章。

二、本志记事，上限一般在191 1年，有的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原

定1986年，因1992年底撤销宝安县，为叙事完整，有的内容延至1992年。

少数照片和个别已故重要人物适当下延。下限以后未入篇的大事、要事在大

事记、附录中记述。

1980年至1981年底无宝安县建制，相关篇章多无这两年内容，对1982

年后与1979年前的各项数字进行比较时，要考虑到前后宝安县辖区因素。

。
三、本志记事的原则是详今略古，着重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

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史实。

四、本志所用工农业总产值不变价，1990年以前按1980年不变价计

算，1991年以后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包括在宝

安县的市属以上的企业。

五、1入志人物，主要为近现代已故的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各界人士，排名

以卒年为序。在世人物有突出事迹者，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在大事记和有关

章节中记述。

六、本志记述采用语体文，除《概述>和《经济综述>夹叙夹议外，其

余均据事直书，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资料中。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相统一。

七、历史纪年，清代和清代以前采用朝代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一般使用

民国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所称“建国前”、“建国后”，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

后的简称。较长的事物名称，在同一篇章中第j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多用

简称。

九、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单位所提供的专业志稿，统计局的统计资

料，档案馆等的藏存史料，以及旧志书、有关报刊和专著，有些是当事人、

知情人的文字、口碑资料，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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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县位于广东省南部沿海，东l艋大亚湾、大鹏湾，西濒珠江口，东北与惠阳市相

邻，北至西北与东莞市接壤，东南至西南三面紧靠深圳经济特区，与香港毗邻，具有独

特的地缘优势。总面积1692．5平方公里。

宝安境内地层属下古生界、泥盆系、石炭系、侏罗系、白垭系、下第三系、第四

系。矿藏有钨、钼、铜、铁、铅、锌、锡、铋和石灰石、花岗石、大理石、石英石等。

海沙、河沙、粘土等建材资源尤为丰富。地形为东西长、南北窄，东西距离81．4公里，

南北最宽处34公里，最窄处5．3公里，海岸线长163．64公里。地势为东南高、西北

低。东南至南部多低山、高丘，最高山为梧桐山(主峰在深圳特区内)，海拔943米，

其次为七娘山，海拔867米。中部和北部是低谷、台地和河谷平原，海拔250米至几

米。西部沿海是2—3公里宽的冲积平原。全境低山占4．82％，丘陵44．07％，台地

22．35％，阶地5．09％，平原22．13％，水库1．54％。向有“六分山丘，三分田地，一

分滩涂和水域”之说。土地开发潜力大。境内河涌交错，有山溪性中小河流160多条，

流程短，河床浅窄，历史流量变幅大。有中小型水库400多座，其中库容100万立方米

以上的有30多座。人均地表水量是全国的2．2倍，是广东的1．7倍。

宝安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季气温(22℃--35℃)持

续六个半月，春、秋两季气温(10℃一22℃)相连，多年平均气温为22℃，常年无冬

寒，平均日照2134．2小时，平均降雨量1926．7毫米。

宝安县地。夏、商、周三代为百越地，秦代属南海郡番禺县地。东晋咸和六年

(331年)，析南海郡，置东官郡，领6个县，首宝安，是为宝安建县之始。唐至德二年

(757年)，宝安县改称东莞县。北宋开宝五年(972年)，东莞并人增城县，次年复置东

莞县。明万历元年(1573年)，析东莞县，置新安县。清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因

迁界，属地、人丁大减，并入东莞县，八年(1669年)复界，重置新安县。香港原是

宝安县的一部分，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咸丰十年(1860年)、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先后割让、租借香港岛、九龙司、新界给英国。民国3年(1914年)，新安

因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复称宝安县。1979年3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

深圳市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10月，恢复宝安县建制，辖深圳经济特区外的原宝

安地区，属深圳市领导。1992年12月底，撤销宝安县，建立宝安、龙岗两个深圳市辖

区。1992年全县有18个镇，191个行政村(另光明华侨畜牧场地籍、户籍在本县区划

内)。年末户籍人口89951户、329465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1124人)，外来人口

1042655人。

宝安是侨乡。据1989年统计，全县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12万多人，分布在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大溪地、牙买加、苏里南、新加坡、泰国、美国、英国、法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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