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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佛老村志》于2004年筹备编写，幸得邢诒珠、邢诒

楠、邢谷锡诸君鼎力支持，并亲自丰持召开有关会议，精心组织

和指导，才促成此事。

二、村志编写伊始就广泛发动有关人员，并多次发函与各地

相关人员，动员全体村民和外出T作人员积极参与，尽量提供有

关材料，以便编写录用。历时半年之久，部分内容因相关人员未

能提供材料或不愿编入，故没有编写撰录，诚为憾事。

三、本村志所采用的各项数字，都是黄流镇每年年报统计上

送县档案馆的存档数据。有些不属于年报统计的数据，是编撰人

员在深入调查核实后提供的，各项数据力求准确。

四、由于本村文化发达，自古至今不少人在各类刊物发表的

文章很多，获奖作品也不少，这里只选择录用一些有代表性的诗

文作品，以做存鉴。学术论文及理论文章，因数量较多，本书篇

幅有限，故不予编录。

五、人物部分，重点以正面人物为主。模范人物，录用获省

级以上的先进工作者；政界、军界人物，录用副科级(或副营

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录用中级职称以上的科技工作

者；创业能人，只录用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学子以考取各

大专正规院校的学生为主。有些较有影响的负面人物，也尊重史

实如实录入，以警后人。

六、本书编排注重图文并茂，有关内容附有实地拍照的图

片，特别是古代现存的文物，也尽量以图片表现，以提高史料的

价值。

七、麦姓是居住佛老村较早的先民之一，尊重麦家长辈麦礼

金、麦礼栋等人的意见，对麦氏一族的人物和相关事宜没有辑录

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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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老坩验证7佛老村的沧桑岁月。

芒果园!砸果累累。



誉一瞬。



佛老村地图



佛老村村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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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老村志》序

佛老村白先人定居于此，至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了。在这块厂
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勤劳耕作，崇尚俭朴，不懈地进取开l=
拓，历经寒暑，艰苦奋斗，才有佛老村现今的规模和变化。 l印

终于有了一本记录这个村子开拓发展的志书——《佛老村I，^l‘●H

志》并即将付梓，这令人兴奋，也足以表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昌I缃

吼鬻巍黧淼瓣釜～⋯⋯，}嚣这本村志，记录了定居于此的人们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历史， I洒
也记录了一方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这本书，对前人来说，是一份I笛

追念，对后人来说，可视作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可以想见，过I一多少年以后，人们从这本村志中了解到佛老村人艰苦创业，建设r
一方文明的曲折进程，感受到佛老村人对生活热爱和追求幸福的l

持之以恒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村志弥足珍贵。

为村作志，且是民间所为，虽是盛世作志的今天，也不多l

见，所以，村志体例取舍、资料收集之难，可想而知。幸有黄宗l

勤诸君锲而不舍，花费巨大的劳动和心血，又赖众多乡亲参与和1

支持，终得成书，可喜可贺。

《佛老村志》从总体设计，各卷安排上看，给人以耳目一新I

之感。全书以翔实的史料，完备的体例，严谨的结构，简洁的文I

字，把佛老村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民俗风情、名人逸事等等l

做了追述和记录，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一个村庄生存、创业和发展l

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相信，这部村志会起到存史、资治、教化、 。。

交流的作用。 黪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方能借鉴得失：一方水土一方人，承



前启后，有赖翔实史料；继往开来，须鉴前人得失。缅怀先人创

业艰辛，可使后人饮水思源；记述村子发展之曲折，可作后车之

鉴；弘扬先人立业之功，以激励后起之秀奋起；臧否人物、事

件，期望后人见贤思齐，知所儆戒，传承和光大一个地方的优秀

传统，可以使这块热土上的人们民风淳朴，安居乐业。

自己虽然离开桑梓之地多年，但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在这

次编撰村志过程中，赖家乡众人的信任，能够参与其事，共襄盛

举，聊尽绵力，回报家乡之万一，是一份荣幸和骄傲。

佛老村有众多有利条件，潜力丰沛，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家乡父老子弟，不失时机，再接再厉，定必前途似锦。

祝桑梓繁荣，人民幸福!是为序。

2

邢诒珠

二00五年十月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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