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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5年11月成立

(南委字【1985138号文件)

主任：柯士奇(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主任：蓝应声(县委副书记)

黄锦招(县委常委)

林振祥(副县长)

顾问：章振贵l陈老热l
委员：陈桂深(县委办公室)

吴培坚(县人大办公室)

张崇德(县委组织部)

张足裕(县委统战部)

柯汉深(县政法委员会)

吴金生(县财办)

陈忠发(县计委)

欧瑞木(县科委)

蔡婵兰(团县委)

黄若音(县妇联)
吕 青(县财政局)

陈树哲(县文化局)

黄宏通(县民政局)

黄耀忠(深澳区)

康永平(云澳区)

杨大宗(县政府办公室)

李业德(县政协办公室)

陈耀广(县委宣传部)

刘传勇(县委党校)

林愈亮(县人武部)

许俊辉(县经委)

柯木树(县建委)

林俊聪(县党史办)

吴志昭(县总工会)·

黄元聪(县侨联)

蔡振河(县教育局)

l王友松I(县卫生局)
余世顺(后宅镇)

杨 红(隆东区)

1993年5月调整

(南委办【1993】17号文件)

主任：黄荣汉(县委书记、县长)

副主任：童怀德(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



张崇德(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陈忠发(副县长)

委 员：欧瑞木(县政协)

杨大宗(县政协、统战部)

蔡典初(县委办)

吴德辉(县政府办)

陈木波(县委宣传部)

吴得礼(县财办、财政局)

吴清洁(县委办)

傅锦章(县史志办)

陈光辉(县档案馆)

杨为洲(县民政局)

注：1990年3月20日，经县委、县政府审定，南澳县地方志修志主编由傅锦

章担任o 1995年8月，傅锦章调往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o

1994年12月8日，南委【1994】20号文件，撤销南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年8月恢复成立

(南委办【1996133号文件)

主 任：郑家汉(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主任g黄小扬(县委副书记)

朱炳辉(县委常委)

陈忠发(常务副县长)

委 员：郑继宗(县人大)

杨大宗(原县政协)

蔡典初(县委办)

吴德辉(县政府办)

章保坚(县委办)

江文斌(县政府办)

林明臣(县财政局)

陈木波(县计划局)

、． 陈瑞生(县史志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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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调整

(南委办【1998127号文件)

主任：郑家汉(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主任：林合坤(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

柯锡春(常务副县长)

林占忠(副县长)

委员：柯华雄(县委办公室) 吴德辉(县政府办公室)

章列钦(县委组织部) 洪婵凤(县委宣传部)

余为宏(县委办公室) 柯长成(县计划局)

林明臣(县财政局) 黄国有(县人事局)

吴俊钦(县外经贸局) 陈光辉(县委保密局)

杨老创(县档案局) 蔡典初(县交通局)．

吴至耀(县科技局) 韩玉荣(县工业局)

章永江(县贸易局) 周明井(县建设局)

杨斯长(县侨务外事办) 柯礼高(县统计局)

吴占才(县文化局) 蓝宗亮(县卫生局)

游宏才(县教育局) 王永奇(-g-计生局)

李耀奔(县邮电局) 林立岩(县人行)

王楚丰(县国税局) 黄 明(县地税局)

陈瑞生(县史志办) 杨大宗(县志主编)

1999年9月调整

(南委办【1999]46号文件)

主任：郑家汉(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主任：林合坤(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

丁旭光(县委副书记，南委办函【2000】5号)

黄若音(县人大副主任)

柯锡春(常务副县长)

林占忠(副县长)



欧瑞木(县政协副主席)

委员：柯华雄(县委办)

黄正(县纪委)

杨学荣(县委统战部)

陈映山(县审计局)

柯长成(县计划(物价)局)

黄国有(县人事局)

吴俊钦(县外经贸局)

章保坚(县广播电视局)

杨老创(县档案局) ．

吴至耀(县科技局)

周进华(县烟草局)

章永江(县贸易局)

杨斯长(县侨务外事办)

吴占才(县文化局)

蓝宗亮(县卫生局)

李耀舞(县电信局)

曾志歆(县林业局)

林立岩(县入行)

黄明(县地税局)

林泽红(县民政局)

柯良波(县海洋与水产局)

林俊鑫(县农业局)

吴令广(县法院)

黄俊福(县司法局)

章来通(县供电局)

翁乌色(县气象局)

柯镇荣(云澳镇)

章列坤(隆东镇)

林振辉(后宅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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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辉(县政府办)

章列钦(县委组织部)

洪婵凤(县委宣传部)

陈瑞生(县史志办)

林明臣(县财政局)

章为民(县劳动局)

余为宏(县委办)

陈光辉(县委保密局)

蔡典初(县交通局)

韩玉荣(县工业(技监)局)

吴得文(县委党校)

周明井(县建设(环保)局)

柯礼高(县统计局)

游宏才(县教育局)

王永奇(县计生办)

陈槌(县邮政局)

黄庆德(县公路办)

王楚丰(县国税局)

吴清洁(县国土房产局)

余顺发(县水利局)

柯水利(县公路局)

李健琛(县公安局)

李福光(县检察院)

章志伟(县工商局)

杨景丰(县港务局)

罗宁杰(县盐务局)

陈赵真(深澳镇)

杨大宗(县志总纂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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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县志》编辑部
(南函字[19961第4号文件组建)

主编：杨大宗(聘用)

副主编：章保坚 陈瑞生谢贤国

编辑：黄培佳 王孝光(聘用) 张芸忠

《南澳县志》总纂编辑部
(南委办【t999146号文件组建)

主编：杨大宗(聘用)

常务副主编：陈瑞生

副主编：余为宏谢贤国(聘用)

编辑：黄培佳王孝光(聘用)张芸忠吴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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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维十余载之艰辛，集众智而志成；纵贯沧桑史，横系变革篇。新编《南澳县

志》的问世，是南澳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南澳，置县建制虽晚而历史绵长，幅员虽小而民勤物阜。控三省而制两海，

镇闽首而扼粤户，位踞险要，素称“闽粤咽喉，潮汕屏障”o自隋以降，至明清日

盛，南澳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海上通商贸易的重要港口。其山川毓秀，海阔

天雄，人文鼎盛，饱含了“海、史、山、庙”立体交叉的文化特色。南澳渔场广阔，

品种逾千，“宅鱿”、“龙虾’’等名产饮誉海内外。千百年来，居住在南澳岛上的百

姓，勤劳勇敢，富于创造，耕山牧海，兴学立教，代代相传。

二十世纪以来，南澳民众反抗压迫，抵御外敌，革命不止，战斗不息。渔民

暴动，抗击日寇，解放南澳⋯⋯千古流芳，后人敬仰o-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澳从落后走向文明，从贫穷走向

富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有道是：“盛世修志”o新编《南澳县

志》应时而作，应运而生o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资治、教化、存史，"当推志

书。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编纂一部系统县志，对于保存史料，推动生产，治

理政务，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意义重大而深远o

新编《南澳县志》在历代编纂的志书基础上，重新编纂而成。该书纵述千年

史实，横载百业盛衰，真实记载南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社会、生活、

风俗、自然等历史演变过程，可谓南澳“百科全书”o《南澳县志》兼具史地，注重

人文，略古详今，充分体现海岛特色，为南澳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

现实依据，是一部重要的地方史籍o

在此，本人谨借这部志书的诞生，向为编纂《南澳县志》倾注心血的历任领

导和辛勤耕耘的同志们表示敬意。愿新编《南澳县志》在南澳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o～

(本文作者系中共南澳县县委书记)

陈奕威

二000年三月

．X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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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南澳县志》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出版面世，这是南澳县一件值得

庆贺的大事o

“国无史无以明治乱，县无志无以明兴革o”自古至今，志书在“资治、教化、

存史”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地方志，则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

政治、经济、人文、地理、赋役户口、民情风俗⋯⋯，一切都难以考据。新编《南澳

县志》的成书出版，将为南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既

服务于当代，又利于后世。

新编《南澳县志》，纵贯古今，内容涉及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

民俗、人物等多个方面；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广泛性、连续

性和可靠性。她的成书，使得一方乡土风情，展卷可得，不失为南澳的一部“百

科全书”o

新志修编，因建制变化频繁，资料失散严重，困难殊多，赖修志人员不懈努

力，各方大力协助，经多方发掘搜集资料，合理归纳篇目，反复查证校核，多次

修改补正，历经十五年，使这部逾百万字的志书今天终于面世。筚路蓝缕，实属

不易。

在这部志书诞生之际，本人谨向所有为编纂《南澳县志》作出贡献的专家、

学者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并希望全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阅读和

充分运用《南澳县志》，“鉴前代之盛衰，考今世之得失，”为南澳美好的明天作

出新的贡献o

(本文作者系南澳县县长)

”
／
f

郑家汉

一九九九年八月

0

：“¨U蝴御羽叼．；{，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 例 ·3·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98年

2月《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的要求，结合该县的实际情况进行编纂o
：

二、本志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社会主义新县志。上限尽可能追溯至事物的发

端，下限止于1987年。附录、续记则延伸至1999年：
。

．

三、本志的体裁有述、记、志、传、录、图和表等。全书设概述、大事记、主志、

续记和附录5个部分。主志是全志的主体，设篇、章、节、目，共有27篇114章。

四、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用较多的篇幅记述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地方特色o

’五、本志的文体采用记述体和现代语体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采用

纪事本末体。
、

六、本志按事物的性质，设篇’、章、节，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

事物编入同一篇章中。

七、本志关于纪年、地理、机构名称和官职，均按当时7当地的历史习惯称

呼。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在同一页内，同一纪牟出现多次，只在第一次出现
时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惯例，对于在历史发展上有影响者，采取因事系

人的原则进行记述。入传人物均按卒年先后排列。

九、本志引用的历史资料，一般以历代的志书为据；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建立

与发展的材料，以“县党史办"的材料为据o’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统计数字，以

县统计局的资料为据；组织机构及领导人任职的材料，以县委组织部的文件、资

料为据；历次地震记述有关数据，以国家地震局记载数字为据。其他有关材料，

以县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为据。

十、专用名词、术语、度量衡标准单位，均按国家统一规定。凡表示数量的

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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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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