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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霎；辈萎萎素差陈平中共广丰县委书记
”” ’

广丰县人民政府县长 郑卫平

新编《广丰县志》出版问世，是全县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由衷欣慰，谨书此文，

权以为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史修志，历为古今所重，是中华民族文

化的优良传统。据史料所载，广丰有志，始于元代，此后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间，修志多

达八次。新中国成立后，于1963年组织人员征集整理史料，并编有部分初稿；1982年，成

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动员并组织各方面力量收集资料，三易其稿，于1985年内部出版了新

中国时期的第一部县志。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人志资料不够全面，记述简略。1999年7

月，县委、县政府决定重修《广丰县志》，历经五个寒暑，终告成功。新编《广丰县志》的成书

付梓，是上级有关部门关怀、支持，全县各单位、各界人士通力合作，以及修志人员辛勤劳

动的结果。在此，我们谨代表县委、县政府向所有指导、支持、参与修志的同志表示深切的

谢意。

新编《广丰县志》，一方面对1985年版县志进行拾遗补正，丰富史料，更翔实地反映广

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风土人情、自然地理的演变，更真实地反映广丰历史的本来

面貌；另一方面，客观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后的巨大建设成就。．新县志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堪称是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文

风端正”的地方百科全书。因此，《广丰县志》是人们了解和研究县情的案头卷帙，也是一

部有益当代、惠及后代的重要历史文献。一卷在手，犹如全县在胸，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估

量。主政者可以之为镜，观民情，晓万业，把握广丰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科学决策，规划

建设蓝图。全县人民可以之为师，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为实现富民强县、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宏伟目标贡献才智和力量。

历史证明，只有在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才能在志书中留下灿烂的华章。我们正

处在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只要全县人民以志为鉴，与时俱进，同心同德，励精图治，

就能创造出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代的伟业，谱写出更加壮丽的历史篇章。

一明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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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原校长、中文系教授管 林

修志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工程，任务相当艰巨。由于全体编纂人员为此而长

期努力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完成了我们广丰县有史以来，时间跨度

最长、内容最丰富、记述最详尽的县志。主持和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们，功德无量。

我们广丰县人，既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理应

载人史册，长存于世，告慰古人，服务今人，启迪后人。

《广丰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

想，系统地记述了广丰从古至今、方方面面的情况，记录了广丰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改革开

放的轨迹。它，不仅可以为本地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

学依据，为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也可以为各级领导干

部掌握县情；为关心广丰县的同志们、朋友们以及海外同胞了解广丰、研究广丰的过去和

现在，提供可靠的材料。

本县志观点正确，内容实事求是；篇章安排得当，重点突出，有点有面，点面结合；资料

系统、丰富，充满时代信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材料较多。结构合理，文字流畅。从总

体来看，质量是好的。

志书千古事，得失众人知。尽管修志人员在严谨体例、核实材料、提炼文字以及掌握

方针政策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由于它是“一方之全史”，时间长，空间大，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历史和现状，加上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

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还仅仅是开头，因而其中瑕疵、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这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广丰县正鼓满风帆，乘风前进。未来的广丰县，必定是更

繁荣、更美好。

2004年5月16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使之成为具有资治、兴利、存史、教化

功能的，为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记述年限起自建县之时，止于公元2002年底，少许为见始末、跨越下限的事

物，作适当延伸。同一事物两处以上出现时，或记载各有侧重，或文中加注互见。

三、本志由记、述、志、传、录、图、表组成，以志为主。采用卷、章、节、目结构。每卷卷

首设无题小引，简介该卷内容或补卷内未记事宜。

四、记事以立足当代、明古详今、通贯古今为原则，尽力执简驭繁，避免面面俱到。着

重突出重要史实及具有鲜明地域、时代特色的内容。如设立烟草卷及劳务输出章，对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记述力求详尽等。

五、行文使用第三人称。文体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

明、流畅。概述酌加议论，其余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六、志中人物表所列人物除革命烈士外，原则上只列副县(团)职、副教授、博士、省部

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上人员及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坚持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为

已故的有较大贡献或有较大社会影响者，并以本籍近现代人物为主，兼顾客籍在本县有重

大影响和贡献者，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办法载入有关分志。

七、历史纪年，民国及其以前均用旧纪年，同一年代数次出现的年份，在节首初次出现

时夹注公元纪年，但省去“公元”和“年”字样，重复出现时不再括注公元纪年。记时农历及

民国前用汉字数字，公历用阿拉伯数字。本志所述“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5月5

日广丰县城解放为界。“新中国建立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八、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县内外的档案资料、图书馆藏书、历代县志和各部门、乡镇或当

事人提供的资料。引文尊重原意，录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所用的各项数据，以广丰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主；县统计局未掌握的，使用有关

业务部门的数据。小数点后只保留二位，四舍五人。数字，除引文、序号和解放以前历史

年号外，均用阿拉伯字。

十、度量衡计算单位，尽可能折算成现行的公制，如公里、吨、公斤、公顷等等，但历史

上的担、石、斛、亩等等，则按当时原貌计。货币，新中国建立后以现行人民币为准，1955年

3月1日货币改革前的旧币数，已按新旧1：10000的比例换算成现币。

十一、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以《江西省广丰县地名志》为准，使用旧

地名时尽量加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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