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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o迤逦十七载的《乐东县志》，经过六更纲目、十易

文稿，终于在新世纪付梓问世了。这是足可垂鉴后世的不朽盛事，可
喜可贺!

’

。．
‘

乐东地处海南省西南部，依山傍海，土地肥美，山川钟秀，人文荟

萃，历史悠久。据县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在这块

神奇的热土上繁衍生息。经过四千多年的改造山河，艰苦奋斗，创造

出了辉煌灿烂的古今文明，造就了今日黎苗汉各族人民的大融洽与

大繁荣。历史证明，乐东人民是智慧、勤劳、有为的人民。我们能有

机会到此履职并同广大淡泊名利、不辞辛劳的文史工作者一起，如愿

完成了这一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填补了乐东建县以来未有县志的

历史空白，颇感荣幸与慰藉o

《乐东县志》坚持以历史性、人民性与思想性为原则，运用辨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略古详今地记载了上自汉武帝元封

元年(前110年)下至公元2000年，乐东的历史变革、社会发展的轨

迹；客观地反映了大半世纪以来j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乐东人民在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功伟绩和兴衰成败的经验与教

训；重点记述改革开放以来，乐东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顺应

潮流、与时俱进的英舅壮举与雄伟业绩；浓墨重彩地展现出海南建省

办经济大特区10多年来，乐东开发建设史上发展最快最好最令人瞩

目的、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史诗画卷。整部志书编纂得体，章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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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畅达；言人叙事，质而不俚，记景状物，辨而不华；寓奖惩于善恶，

发潜德之幽光；其笔直，其事核，其情挚，其俗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

值与永久的生命力o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乐东县志》是一部

利于当代、惠及后世的历史宝典，当政者以之为镜，可以知兴替，明得

失，更好地依法治县、以德治县；《乐东县志》是一部卷帙浩繁、囊括百

科的舆情教本，广大人民群众以之为师，可以益教化，≯台情性，更有效

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乐东县志》又是

一座涵宏万汇、资料翔实的信息大宝库，海内外投资者以之为津梁，

可以得天时，占人和，找准乐东最佳经济开发项目与最优经济开发区

位，为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找到适合的用武之地。 一

可以预见，在当今日趋剧烈的全球化经济竞争与未来漫长的历

史发展中，此巨制将随着时序的推移，不断显示其越来越诱人的魅

力，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经世致用的独特功效。

二oo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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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以本县建置(1935)以后为主o ．

四、区域范围：以乐东现行版图为主要依据，至于分县前交叉区

域，有些地方已不属本县，但根据志书的需要，则择其重大内容记述。

五、纪年与记地均用当时名称，夹注公元或今名。所称“建国前

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解放前后”，指

1948年6月乐东解放前后。计量和货币单位一般不作换算。

六、凡在本县有影响的人物均入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已故

名人入传；其余入表。有革命烈士英名表、省级以上先进人物表、县

副处(团)级以上人物表、副高以上专家学者人物表、国家级协会、学

会会员和省级协会、学会理事人物表和50年党龄的党员芳名录。

七、本志书资料和照片来源于本县各个部门和单位；也有来自正

史、旧志、家谱以及口碑、三亲材料等，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八、数据：除引用旧志及有关资料外，均采用县统计局数字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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