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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青田修志，始于宋，历明、清，成书

八部。清光绪二年(1876)后，志书断修百余年。80年代，我们纂成社会主义

第一代新县志，这是全县人民的大喜事。

青田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勤劳勇敢的人民，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文明的

历史。务农者，梯山为田，辛勤耕耘；习文者，孜孜攻读，名人辈出；从艺

者，精刻石雕；蜚声退迩；经商者，飘洋过海，遍及五洲。但在苛政、战乱、

灾疫的漫长岁月里，劳动人民一直过着“火笼当棉袄，火篾当灯草，番薯丝吃

到老”的悲惨生活。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此点燃革命烈火，无数英雄儿女，

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青田以革命老根据地县载入史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政通人和，百业竞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

放，各行各业更加兴旺。新县志纵述历史之轨迹，展示今日之奋进，为掌握县

情、资治教化，提供有益的借鉴。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

振奋精神，扬长避短，再展宏图。

面对浩瀚巨著，不胜感奋。对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人员和指导新县志编

纂、出版工作的专家、教授及有关人士，表示衷心感谢!谨书片言；权当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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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访

周汉光

1989年lO月1日



凡 例

一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j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存真求实。 ·．

二、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专志为主体，凡32

编，141章，356节；首冠《概貌》、《大事记》；末设《附录》；随文辅以图

(照片)、表。

三、年代断限：上溯事物发端，下迄1987年，少数内容延伸至脱稿之

日。。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
’

．五、《人物》编收录古今社会影响较大的各界人物，以本籍为主，生不立

传；其他编附录的人物，生、卒者并收。

六、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编，分载于《大事记》与有关编章。

七、纪年：古代采用朝代年号，以汉字书写，括号内注明公元时间；民国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八、历史地名、职官、计量单位，货币均按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

九、本志数据除引用旧志和有关资料外，一律用县统计局数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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