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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建委副主任方展宇、建委副主任陈立发、副县长蔡锦仕

建委主任陈欣勤、建委副主任陈老乌



普宁县建设委员会办公楼



流沙大道西段

中国银行普宁支行

县城居民区一角

老流沙大桥

县染织厂



贵屿北林村

《去恩》碡

现场

蹦

1986年11月4日普宁县城乡

建设志编辑室人员于潮阳县贵屿

北林村发现明万历元年当地乡民

为普宁县首任知县赵铖立的《去

思》砗。碑座高40厘米，宽105

厘米，碑身高235厘米，宽90厘

米。



“编辑室“工作人

员在进行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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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总揽县城建设、村镇建设、房地产、建筑工业、建材

工业和环境保护为一志，依据广东省建设委员会统一口径，定名为

《普宁县城乡建设志》。

二、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

相统一。

三、断限：上限溯自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普宁县建置

起，下限止于1985年，少数内容适当下延。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等。

五、结构：全志设7章，31节92目三个层次。

六、文体：语体文、记述体。

七、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必要用中国历史纪年时则夹注公

元。

八，称谓：机构、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行文中第一次出

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用简称。

九，人物：立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能工歹j匠录、荣誉录

不受此限；记述中涉及人物可以事系人。

十、数据：采用县统计部门公布数字，统计部门没有的则选用

有关部门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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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锦仕

《普宁县城乡建设志》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l

基本建设事业是国民经济的一大重要支柱，城乡建设的发展，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缩影。以专志记载城乡建设，在我县是首次，有

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专志没有固定模式，大家都在探索中前进。本志包括《机构设

置》， 《县城建设》、 《乡镇建设》、 《房地产》、《建筑业》，

《环境保护》等内容，还有人物和附录，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

学性相统一。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的

体例要求·本志书采用横排纵述，力求不缺项不断线，略古详今，

资料翔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行业的人和事，不任意评论，

寓观点于资料之中，如实地反映我县城乡建设的发展规律，体现了

行业特色，地方特色，时代特色。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在这次专志修编过程中，发现和证正了普

宁的县名。普宁县建置之缘起，其历史背景追溯至明朝年间。旧志

载第一任知县赵镟到职，因普城未建，县治暂设于潮阳贵屿民含。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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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证此情况，本志正副主编等四人于1986年1 1月4日特地到潮阳

县责屿实地查访，终于寻找到当年赵钺寄居的民合叫“乌门楼”。

又在北林村北宫(三山国王庙)的左前壁上发现了万历元年(1573

年)癸酉仲冬耆民杨希翼、苏俊德、杨希耿等立的《去思》碑，碑

文曰： “父母赵侯，讳钺，‘号怀泉，福建长汀人，嘉靖乙丑，受命

知普宁事⋯⋯”。这就雄辩地证实了普宁建置之初所谓安普或普安

县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去思》碑的发现，澄清了三百多年来普

宁县名的讹传，是一项重大修志成果。

本志书用大量生产建设活动的资料，为建设者、创造者立志存

史，既可作为爱国爱乡的乡土教材，且为未来建设提供借鉴，是很

有价值的。这是全体修编人员辛勤耕耘的结晶。

为了建设美丽的新普宁，我们必须熟悉自己的行业，熟悉县

情；振兴本行业，建设好家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编

印《普宁县城乡建设志》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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