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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到闽清县任职五年有余，正值修志盛时。在修志人员的努力下，厂

新修的《闽清县志》成书问世了。这是一项“观今鉴古、．继往开来"的

综合工程，是反映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传世之作，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结出的丰硕之果，也是闽清人民的一件大事口

闽清山清水秀，人民勤劳·立县千余年来，人们在这块芳土上，用

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光辉业绩。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闽清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全

县人民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闽清的

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El新月异。今天的闽清已从民国时期一个贫穷落

后、民不聊生的旧闽清，发展成初步繁荣康乐的社会主义的新闽清·这

次新修的．《闽清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

观点、新方法、新体例，具体地记述了闽清立县前后的自然、地理、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

“详今略古’’和“古为今用’’的原则， 重点



2序 一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业绩，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和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因而使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具

备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这部反映闽清史实的百科全书，不仅

对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还给后代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基础资料；不

仅有助于本县人民掌握县情，因地制宜地开发资源、发展经济，还有

助于国内外朋友进一步认识闽清、了解闽清，从而为扩大合作交流打

下良好基础。

新修《闽清县志》凡百万余言。纂修中，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

重视，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组织近百人的编修队伍，在财

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编修人员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

精神，访迹寻源，殚精竭虑，史海钩沉，沙里淘金；曾四订纲目，五

易志稿，经六载辛劳而著成宏篇。志书内容真实丰富，形式合乎体例，

资料翔实可靠，记述不溢美、不掩过。这是修志人员共同劳动的成果，

集体智慧的结晶·值此新书将要付梓之际，谨向曾为《闽清县志》的

编修出谋献策，提供过资料，参加过编写、审查、修改的所有单位和

个人，表示诚挚的谢忱!

《闽清县志》的出版，将对闽清县的各项工作起到鼓舞和促进作用。

愿全县人民从新修的志书中汲取教益，发扬开拓进取、奋勇拼搏的精

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闽清进程中，谱写出更加光辉灿

烂的篇章。 ．

中共闽清县委书记张守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戽 一
J J 一

灿烂的文化’以至改革开放的先声与潜力；可以捕捉勤劳、勇敢、智、／／7



发展脉搏而艰苦奋斗的信息；可以探索闽清社

，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兴衰起伏的轨迹，理

验，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还可以使全县人民

：有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比较坚实的经济基

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坚

前进，未来的闽清必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的结晶，各级、各部门领导与全体修志人员为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书之际，谨向他们表示

使命，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为振兴闽清做出

史篇章。是所共勉。

闽清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孔香



凡 例

中国建弋-的副地、_级以上职_和副教授以上职称及有?应职称1《
、 卜 刀

、 l，J

· ∥b
＼ ■ 一



6凡 例

立传人物一般不再入表。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

五、1949年8月15日闽清解放前采用当时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

年，但只在同节内首次出现加括注。闽清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清

代及其以前纪年采用汉字写法；民国起采用阿拉伯数字。农历年、月、

El以汉字表示，公历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六、本志所称“新中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时限始于1 949

年10月1日。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简称50

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七、地名和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历史惯称。旧地名首次出

现时，注明现行地名；机关单位一律写全称，再次出现若用简称，首

次出现时预先注明。

． 八、计量单位，新中国建立前均尊重当时历史习惯，不予换算；新

中国建立后一律采用公制。

九、数字表述执行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十、本志资料来源如下：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所藏的档案、志书、

史料、专著、报刊等文献资料，单位编写的部门志、专业志，有关人

士和知情人的口述材料、回忆录，民间留存的族谱、票据、文物等。为

节约篇幅，不r一注明出处。各项数据，一般以县统计局资料为准；统

计局缺数据的，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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