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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平县人民政府县长王修伯

新编《牟平县志》，历时九载，几经修改，终于出版问世。此

著通篇百万余言，博引史料，铭古志今，堪谓一部综合反映牟平历

史与现状的传世之作。实属文化珍品，愿将此献给所有关心、热爱

牟平的人们。

方志，是一地古今史实之综合记录，应反映当时当地之实况，

须去伪存真，去粗求精。资料采择宜博，筛选宜精，记载宜备，并

要具有地方特色，此乃本次修志遵循的基本准则。

牟平自汉初置县以来，历21 00余年，几经鼎革，不乏有识之

士，许多仁人贤哲，曾数次修志。明代有四修，清朝三修，民国曾

一修。旧志大多重官宦、贤绅、烈女之记载，重入文，轻经济，但

是瑕不掩瑜，仍不失为地方文化之瑰宝。故此次修志，借鉴旧志，

补其所遗，续其所不及。

“战乱写史，盛世修志一。新中国建立后，牟平县又两次修

志：一次是在50年代来到6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只撰成一部

《1 9 60年志稿》，约30万字。再就是这次修志。l 98 2年2月，县政

府组建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修志者辛勤博采资料，协力编纂

修改，屡易其稿，艰辛成书。故，治牟平者难。志牟平者亦难，洋

洋百万书，重展一地之沧海桑田，古今变迁，这确是一项庞大的文

化工程，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硕果。值此，一我代表县政府向为编

纂《牟平县志》呕心沥血，出力献策的工作人员和各界朋友深表谢



舌
，心。

新编《牟平县志》，是按照地理、政治、经济、文教、社会．

人物的顺序排列，体例完善秩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略古详今，重笔经济，记事求实求真。大事记，重点记载

牟平古今兴废存亡之史实。志书之内容，全面反映了牟平人诚朴勤

劳之美德及勇于创业奉献之精神。下限至1 985年，便于后世续志。

志者以时为序，据事直书，善否已见，褒贬于记述之中。新编《牟

平县志》是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地方百科全书。它对今后地

方施政、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和民俗研究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和借鉴。

愿海内外志士仁人通过《牟平县志》了解和认识牟平。愿牟平

人民通过阅读《牟平县志》更加热爱牟平，奋发建设牟平。

1990年6月



凡 例

一、编排顺序：新编《牟平县志》按照先地理，次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后人物的

顺序排列，编首有序，编中分章节，计25编135章456节．概述、大事记列编前，附录殿后．

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记述，散见于概述，大事记和各编之中．

二，编纂原则：本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略古详今，实事求是地记

载牟平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和现状。

三，编纂体例：本志以志为主体，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等形式，用书面语

体，以时为序，按行业归类记事，寓观点褒贬于记述之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载史实．

四．年代断限：上限根据史料的存无上溯，下限止1985年。唯大事记和人事更迭有所下延，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按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周后采用公元纪

年．本志所载“解放前”，“解放后”，是以牟平县解放时间(1945年8月)划分；本志所

记“建国前”， “建国后”， “共和国建立前”、 “共和国建立后”，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时间(1949年10Y1)划分。

六．名称记载；对政区、机关，企事业等单位的名称的记载，以时为序记载当时名称，首

次出现记全称，再现写简称。1980年8月以后，地名用现行标准名称记载并夹注其历史地名．

七、数字统计和书写：本志所用数字多来源于统计局，统计局涉及不到的，以工商局等

部门提供的数字作补充。概述中记载有关年份的工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等

数字，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含在牟市属企业产值，不含个体企

业产值。本志在记载农业总产值时，将其中的队办工业产值移入工业总产值中。故农业总产

值，工业总产值分别小于和大于统计局之数字。

本志中所涉及的时间．长度、重量、面积、容积及其他量值等数字的运用，一律按照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

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使用的试行规定》统一书写。

八．人事更迭：本志只在政党，政权政协， 军事编中分别收录县委常委， 县人大副主

任，县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县纪委书记和县武装部部长．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

九，人物传录：人物传仅限于已故牟平籍的革命英雄，烈士．社会名人，革命干部，劳

动模范等．部分在牟平有影响的客籍著名人物，附在有关章节后面作简介。人物名录，革命干

部只收县团级(含副职)以上的党，政．军、企事业干部，以其所在单位组织部门的证明信

为依据收录．曾在牟乎任副县级以上职务的本籍人，已入本志政党．政权政协，军事编者，

不再收入人物名录．模范人物只收录省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世人入志：采用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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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系人的方法，记述某个事物的开拓者，发明者或肇始人等，只记述其与此事有关的内容，不
作全面评价．

十．方言入志：牟平方音加注汉语拼音．其中有涉及古音韵之处，则以唐守温的三十六

字母为准，而以汉语拼音字母与之对照。

十～，资料来源：本志所用资料来自清修《宁海州志》、1936年版《牟平县志》、历史

文物，馆藏档案书籍．行业志，乡镇志，当事人和知情人口碑等资料．引用原文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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