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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浴血战斗，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使高明
县成为革命老区，给高明人民留下了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明县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明县人民更继承和发扬了革命传统，乘改革开

放的春风，利用自身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优势，上下一心，以。团结、求实、奋

发、创业”的精神，发展经济。在不到1 0年的时间，先后于西江河畔建设起一座

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县城，和一座横跨西江，连接广海中线的高明大

桥，各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比1 949年增长了48．6倍，人民生

活全面改善。它标志着高明人民在走向现代化的大道上已经迈开了可喜的一

步，并日益显示了它在本地区的经济地位，赢得了。西江河畔的明珠”的美誉．

。盛世修志，志记盛世”。高明县从明末至清光绪二十年(1 894)，曾修志7

次．民国期间，亦曾设馆修志，但没有完成而资料已于建国前夕全部散佚。今

天，高明县正处于伟大的变革时代，重修县志，更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其意

义也更深远。

1 985年3月，成立高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随之配备干部、集中人才，开

展修志工作。在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收集、分析、核实材料的基础上，编订纲

目，由各部门分别写出专篇，再由县志编辑室汇总编纂成志；又经过反复修改、

反复核实，数易其稿，历时8载，始于1 993年完成，送审付印．

新编《高明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原则，详实地记载了高明

县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高明县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情况，



是高明地方的百科全书，是了解高明、认识高明，宣传高明的信史，是高明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成果．它的面世，为进一步发展高明经济、建设高明，提供了全面

的、可靠的资料和数据，同时，亦必将进一步激发起高明全体干部、群众和旅外

乡亲的爱国爱乡感情，为加快建设繁荣昌盛的新高明而团结奋斗。 一

’

谨向全体修志的同志及关心、支持：帮助本志的编写和出版的各方面人士

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共高明县委书记梁江

高明县人民政府县长：伍时彬

‘i二5

1 ～ 。—九九三年
i；

，‘

‘



凡 例

凡例·1·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43个专篇及附录组成。各篇按事物性质设立，不

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所限和不论其隶属如何，原则上独立成篇。

二、本志上溯时间不限，下限至1 988年，但《大事记》下限至1 994年，比较

重要的经济数据则以表格的形式开列，并下限至1 993年。

三、称谓．历史阶段分期称谓，清末以前采用朝代纪年，并括注公元年；民国

时期使用民国纪年，每一自然段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年；1 949年后用公元纪

年．文中。建国前”、。建国后”的具体时间，以本县解放时间为界，即1 949年1 O

月1 9日。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引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名词术语，在第一次出

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五、人物入志，按。生不立传”，。县内为主”的原则立传，以卒年时间先后为
序．以事系人的例外．

六、本志资料和统计数字，部分采用档案资料和明、清时期编纂的《高明

县志》、《高要县志》以及党史，文史资料，其中建国后的数字，大部分依县统计局

编印的《高明四十年》中所用数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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