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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困困围

三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张伯良

副主任：(以任职时间先后排列)

陈汉波范荣肖德俊谢文谦曾涛

委 员：(以任职时间先后排列)

张伯良陈汉波范荣 肖德俊谢文谦曾涛邱爱俭邝应祥

冯耀芳刘桂洪l卢炳诒I何羽铁何启仪何竞成陈文华陈效志
陆探芳李正开李庆邦李宝辉李振祥李哲翘李展昭李景棠

罗德中冼伯成张伟贤林锡雄林金镰钱炳佳黄洁冰曾学文

潘潘兴谢泽宏邓业开邓恩族叶海泉孙玉斌朱始恭陈友伦

陈仲文陈岳雄李耀忠何耀金杨北林黄建华黄桂明谢汉芬

．韩伟尧钟瑞煊蔡德栋 ‘

三水县地方志办公室
(1984年6月设置)

主 任l陈汉波(兼)(1986u1988)

李庆邦(1988·7一)

到主任：李庆邦(1984·6—1988·7)

工作人员：I-映芬(1985·3一)
植伟森(1985·8一)

何兵(1986·9一1993·10)
严锡权(1989·7一1994．4)

蒲艳红(1989·8一)

曾聘人员s罗浩均I陈慧英l朱涪陵l陈兆民I童嫦林娟何密霜
李洁桃黄沛文陆振国宗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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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志》审定小组

组 长：唐友成

成 员：杨北林 肖德俊罗德中李庆邦

《三水县志》顾问

黄勋拔莫世全李北翔关履权唐森高国抗

主 编：

副主编：

总纂编辑：

协 编：

曾任编辑：

版式统筹、

数字校核：

绘 图：

摄 影：

《三水县志》编辑人员

李庆邦(副研究员)

黄澄宇何逸梅

(以姓氏笔划为序)

卜映芬(助理研究员)匾二习李庆邦何逸梅罗宜新匿圈
黄澄宇植伟森(助理研究员) 蔡兆添

严锡权(研究实习员) 蒲艳红(研究实习员)

刘克洪I黄善莹l林仰陶陆宜中何锡安
主持校对：植伟森

冯胜林(助理统计师)

李绪俊邓佩英

林玲(特邀)

李天溢李浩空表何兵(研究实习员) 林楚雄梁成黄志强

彩图设计：李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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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专业)志主要编写人员

(按编列顺序排名，编内排名不分先后)

罗宜新梁国生李庆邦何逸梅何锡安

邓乃磊岑达明温永基邓盛华陈家铭

易日坤黎浩祥李日光黎缨黄志高

梁刚陈万中张宗金黎波明潘锡新

刘雪丽谢志伟庞日常潘启祥莫远精

朱涪陵栩瑞强邱永兰l陈炳超l岑天成
李蓝冯胜林刘辉黄澄宇麦国祥

吴树昌冯镜棠李福宁韩仲尧邓永刚

胡文星邓少波聂鉴炳邓业开周倩云

程炽衔李天溢苏元济谭桂贤陆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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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林冯曲流林学正黄乃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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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良

三水县修志自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后，至1992年中断已达173年了。百余年

来，国事蜩螗，战祸频仍，灾难束已，民生凋敝。好的地方官吏亦只营营役役，稍解百

姓倒悉，无余力以修志；坏的则图宦囊饱胀，任满升迁，昏昏馈愤，无心修志。民国期

间，虽设修志机构而事终不果，可资证明。建国后的前30年．经济发展缓慢，政治运动

不断，实事求是原则遭受破坏，在如此氛臣之中，也不具修志的气候和条件。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是中国历

史的伟大转折。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路线、方针的贯彻．我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经

济腾飞、百业兴盛的局势。在中央的倡导下，编修地方志纳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1981

年成立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随后国务院又恢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我国出现了“盛世

修志”的大好局面。

明代南京札部尚书何维柏为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第一部《三水县志》作序说，．修

志“非时弗成”。就是说修志要顺应时势，不失时机。乘全国修志之风，三水新志之成，

此其时也。1986年成立三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伯良不敏，是时方长邑政，被委以主



任要职。受任以还，即物色调集人力，组成修志办公室以主其事，复延聘谙熟县情、娴

于翰墨的离退休干部，分任编修之责，共襄盛举。下半年起，即开始进行广征博集、查

档案搜史料、核实真讹，然后分别协助有修志任务的单位编写部门专志，在此基础上对

资料商酌增减，讨论修饰，删繁务简，总纂成编，前后五易其稿，八载成书。本志凡建

置沿革，山川变迁，资源盈缺，经济盛衰，法治得失，财税损益，人口增减，风俗美恶

以及军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兴革，无不勾稽簿籍，参考掌故，征询口碑，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详实地加以记载。

地方志是一县的文献，必须反映本地的特色。旧社会的三水县，水灾不绝，工业凋

敝，城建虚旷，教育落后。统治者不念民生疾苦，使三水徒具地理之胜、习俗之淳、民

力之勤，却长期处在穷困境地。建国后变化之巨，发展之速，实为空前。本志对重点问

题，详览博采，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开端、转折、发展三个主要环节，用“升格”的办法，

给以大书特书。比如“水”与三水民生关系至巨，“水利”就升格成编；卫生编中把“消

灭血吸虫”用专章记述；工业编中突出饮料、纺织、建材(建材中又突出水泥)三水支

柱工业；农业编中着重水稻培育增产，人口编中强调人口控制；教育编中重点把握中等

教育发展，利用侨资办学的经验等，根据本地实情，记述有所侧重，显示出地方特色。古

人说：“史以记往，志以开来。”“记往”是使后人知所鉴成；“开来”则是存下历史的面

貌和发展轨迹，使后人有所法本，知所致用而取舍损益。审阅全书，本志基于此意。

地方志是一方的史书，及今不修，后将何传?伯良因县志失修已久，亟需填此空白，

上级授命，义不容辞，遂毅然任编纂主任职。但虽总其事，然编修之事，则幸赖县内有

识有志之士分任之，始克厥事，尤以正副总编辑着力最多，贡献至大。书成，伯良不敢

掠其美，谨以至诚对全体编纂人员、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礼；对为本志提供资料的有

关单位及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谢忱；对参加编写因病故而未竟其志者，致以深切的悼

念!

张伯良曾先后任三水县县长、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

现任政协三水市委员会主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

唐友成

时当盛世，修志大兴。在上级的关怀指导下．经各部门通力合作，以及社会各界热

心支持．新编的《三水县志》出版问世了。这是全县一大喜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又一

丰硕成果。

三水自明嘉靖五年建县至清嘉庆二十四年，先后修了5部县志。嗣后国家屡受外敌

侵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黎庶倒悬，以致修志荒辍，迄今中断了1 73年。沧海桑田，

斗转星移，而今神州大地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国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尤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坚持改革开放，锐

意创新，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社会安定，市

场繁荣，三水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变为经济发达的工业县。在这巨大的转变中，人

们固然要有雄心壮志和宏大的气魄继续开创未来，但更需要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总

结历史，借鉴有益经验。避免重蹈覆辙。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有感方志资治的重要，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专门设立机构，调配人员，拨出专款，

开始新县志的编纂工作。由于与前届修志相隔时间较长，不少历史案牍散失，给编写带



来很大困难。幸赖上届张伯良县长亲兼编纂委员会主任，力主此事，多次召开各有关单

位领导会议，及时解决存在问题，使编纂顺利进行。尤赖省方志办黄勋拔主任，侯国隆、

侯月祥、谭云龙副主任和莫世全、吕克坚处长以及华南师范大学关履权教授、暨南大学

唐森、高国抗教授悉心指导和审改志稿，提高了新县志的质量。

我生于三水，长于三水，在三水工作了几十年，对三水一草一木的感情都是很深厚

的。所以，我继张伯良任县长之后，更是责无旁贷地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支持修志

工作。而且深刻认识到，执政者要办好一县之事，除了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之外，

还要深入熟悉县情，了解各项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找出其盛衰兴替的规律。只有这样，才

能运筹帷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古代不少贤者莅任，下车伊始必先搜览方志，使施

政有依。封建皇朝的官宦尚且如此，更何况当今肩负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人!因此，我

以能躬身参与这届修志盛举而感到荣幸。

新志稿成之后，我审改了其中主要的编章。通览全书，觉其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观

点正确，史料翔实，文约事丰，堪称为一部具有特色的地方百科全书。它不仅为各级领

导在进行经济建设决策时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也为邑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丰富的

乡土教材。对此，我们要衷心感谢县志办公室主任李庆邦和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八

年来，他们抱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精神，不辞劳苦，笔耕不辍，编纂出

《三水县志》这部宏篇巨著，为三水文化树立了一座丰碑。

新志付梓之前，县志办邀我作序。今草成此篇，敬奉于读者。

唐友成原任三水县县长、现任三水市市委书记。



卢逢生

新的《三水县志》经八年编纂，终于在三水撤县设市两周年志庆之际问世，可喜可

贺。

三水自清朝嘉庆二十四年后，志书的编修已隔断了173年，现补上这段空白，实为

三水历史一件大事。为此，我对勤奋笔耕、沤心沥血完成这部宏篇巨著的全体编修人员

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为本志精心审改的专家、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水县志》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三水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

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以及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可谓是一县的百科

全书。它为我们子孙后代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乡土教材．使之更好地了解三水、熟悉三水，激发爱祖

国、爱家乡的热忱。更可贵者，它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许多宝贵的参考资料。。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各级领导通过了解各个方面和各项事业的历史演变、兴衰起伏、成败得

失，可从中得到启迪，对今后工作制定出科学的决策，推动三水经济建设再上一个新台

阶。



三水地理环境优越，县内西、北、绥三江汇流，雄扼粤、桂两省要冲；紧靠省(广

州)、佛(山)，毗邻(香)港、澳(门)，水陆交通方便，自古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商

贾云集；境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发展工农业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改革开

放之后，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农业管理体制，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农村人均产粮和

上调给国家粮食连年居广东各县之冠。工业生产更是飞跃发展，每年均以百分之三十左

右的速度递增，成为珠江三角洲一个新兴工业县。1993年3月29日，国务院批准三水撤

县设市。三水从此结束467年的县治建制，揭开了以市为建制的历史新页。在邓小平南

巡讲话的精神鼓舞下，三水人民意气风发，掀起新的经济建设高潮。设市第一年，全市

实现社会总产值88．74亿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比上年增长42．7％#国内生产总

产值36．20亿元，增长53．2％；国民收入30．74亿元，增长45．9％；工农业总产值70．72

亿元，增长28．5％。其中工业总产值63．23亿元，增长30．4％；财政预算内收入3。22亿

元，增长73．25％。继1991年、1992年被评为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后，又被

评为中国明星县(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值兹新编县志出版之际，我衷心希望全市人民尤其是各级干

部，都能进行读志、用志，联系实际，求实创新，为早日将我市建设成为现代化河港城

市作出新的贡献。

卢逢生原任三水县县长、现任三水市市长。



嗵
黄勋拔

圣一 J

三水县位于西江、北江、绥江交汇处．并因此得到这个很有特色的名字。

三水县山川毓秀，资源丰富，交通方便．人民勤劳勇敢，是块兴业投资的风水宝地。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社会动荡，水灾频仍，经济凋零，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

目。民国时期，它是个二等县。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不少成绩，但在

改革开放前，仍是个默默无闻的的小县。

改革开放之后，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声誉鹊起，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一颗新星，

列入1991、1992年度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广东省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92年，三

水县13项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数，全部进入广东县级(含县级市)前六名，全县人均国

E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居全省第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居全

省第三，已跻身于全省富县之列。三水县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瞩目．令人羡慕，也引人

器考。

I三水县志》全面记述了三水县467年的历史，特别是记述了当代开拓者的业绩，记

《了三水县成为珠江三角洲一颗新星的轨迹，是一部编得比较好的志书。它的主要特色



是：

一、内容实事求是，既记述了各个方面工作的发展历程、成绩与经验，也记述了诸

如“反右倾”、“拔白旗”、“放卫星”、“反瞒产”、“文化大革命”等许多足以为戒的失误

和教训。

二、资料具体翔实，实用性、检索性强，比如人口编，从人口发展、人口迁移、人

口结构、人口控制、人口与经济等不同角度，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记述，很有参考价

值。三水县先修专业志，再编印综合性总志的做法，为县志准备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三、重点突出，对许多有三水特色的事物，如水利建设，乡镇企业，华侨编的侨胞．

爱国爱乡和“红头巾”，卫生编的“消灭血吸虫病”，工业编的支柱工业(饮料、水泥、纺

织)和“名厂名产”，都浓墨重彩，给予详细记述。县志下限定为1992年，为三水县467

年历史写上了完整的句号。有些历史事件，用“附录”形式，详加记述，从而保留了更

多的资料。

《三水县志》汇集了大量的地情信息，有很大的使用、研究和收藏价值。

当今社会，信息是重要资源，要让世界了解三水，让三水走向世界，信息沟通极其

重要，作为信息载体的《三水县志》，在这方面必将起重要作用。

《三水县志》和一整套专业志的出版，是三水县(市)党政领导重视修志工作和修志

同仁艰苦努力的结果，在《三水县志》出版之际，谨向三水市的修志同仁，致以热烈祝

贺和崇高的敬意。

祝三水市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祝三水市进一步繁荣、昌盛。

黄勋拔，研究员，中山大学客座教授。

现任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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