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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
盛世修志，实属继往开来、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事。。 一。

建国前，仁化六次修志，最后一次是1 9 34年，距今已有50余载。其

问，沧桑巨变，世事万千。眼下太平盛世，各业兴旺，此时修志，乃全县人民

的厚望o

仁化居大庾岭南麓，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人杰地灵，历代有“走上

走下，不如仁化”的美誉，又有“仁阳胜境”之称。可见这里古来就是富庶之
乡。明朝居士李永茂独具慧眼，选中风景秀丽的丹霞山，修寺立传，其后香火

不绝。本世纪30年代后，众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纷至沓来，考察丹霞地理现

象，建国后厘定为“丹霞地貌，，，更使仁化锦上添辉，闻名中外。

仁化人民是勤劳的人民，勇敢的人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创下许多光

辉业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

一新，快马再加鞭，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特别是本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生产力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日见提高。入均工农业产值、人均财政收入、人均
收入等，曾连续数年居全省47个山区县的前列。

我于1 084年到仁化工作，离开时恰好五周年。时逢修志，推我为志书编

委主任，以后几易其入，历时六载，终于使这部90万字巨著得以同大众见

面。对于这部县志，本人贡献不大，受益却不浅，深感今志之成，当归于诸多

领导重视，修志同仁的努力，行业部门的合作，社会各界的支持。真可谓众志
成城。

‘

愿“仁阳胜境”今更美1 ．

黄继营

1990年5月

(黄继营是现任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部长，1986年至1989年曾任仁化县县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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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经历了六年，更迭了两届县党政领导班子后，终于完成了新编《仁化县

志》的总纂工作。它的出版，是全县人民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l

修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传统。自明朝以来，我县历

代都有修志，至民国23年，先后编修并出版了六种《仁化县志》。另外，还
修有一种《仁化乡土志》手抄本初稿。建国后，中共仁化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很

重视修志工作，曾分别于1 962年与1 982年两度着手编修县志，但由于诸多
缘故而中断了。此度修志，县委和县政府下定了决心，务必完成此项宏伟的系

统工程。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时限漫长，既要注意继承性，也要讲究资料性和

科学性，尊重历史，为当代服务。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一定的人力去进行资

料收集和撰写，是难以完成的。于是县委、县政府遵照上级指示，成立了县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并由一位县委常委任主编，从始至终具体抓这项

工作。县志办的同志和从各机关单位借调到县志编辑室参加分纂、总纂的同

志，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认真细致地进行编纂，完成

了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光荣任务。

这部新编《仁化县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建县1 400多年来仁化人民英

勇奋斗，艰苦创业的历程，是我们开展爱国爱乡教育的好教材，我们要从中吸

取先辈遗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借鉴历史，搞好本职工作，充分发挥志书资政的

作用。本书付梓之前，忝作此序。

(周沛然是现任中共仁化县县委书记、邓苏夏是现任县长)

周沛然 邓苏夏

1990年6月10日



凡例

凡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
准绳，贯彻“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仁化县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时问断限：上限始于建县年间或该项事物的起始时间，下限截止于
1 987年，但大事记、概述中则兼及1 987年后的一些事物。

三、体裁结构：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考等。全志分27

卷，概述、大事记放在卷首，附录殿后。

四、门类归属：均以事业、行业的性质分门归类，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的约

束，相同的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都编入同一卷、章、节，不涉及管理部门

级别的大小。
’

五、立传原则：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以其卒年月先后排列。

六、统计数据：原则上使用县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如统计局缺，则采用有

关部门的统计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规定书写。 ．

七、数字用法：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称谓：时代名称，“中华民国”以前的朝代名，采用习惯名称，如

“清”、“明”、“元”等；“中华民国’’写为“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写法，除第一

次出现时写全称外，以后均用“建国后”、“建国以来”。其他名称，第一次出现

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九、时间表述：民国前沿袭历史纪年法，用汉数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

伯数字书写。以上所述的纪年，以“节”为单位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加注公历

纪年，以后则省略。建国后全部使用公历纪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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