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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 国 礼

序 ·1·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良的历史传统，也是一项承先启后，有益当今，惠及

子孙的千秋大业。在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和县委、县政府的

重视下，各部门通力合作，经过全体参加修志同志十二个寒暑的辛勤耕耘，新

编《新丰县志》终于出版了，实属值得庆贺的一件盛事!

新丰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山川秀丽，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交通

便利，物产丰富，是祖国壮丽河山的一方风水宝地。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新丰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进行经济建设，初步改变了家乡贫

穷落后的面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全县人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打开山门，外引内联，加强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使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日益改善，

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新景象。这部新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了置县1500多年来新丰人民英勇奋斗、艰苦创业

的历程，以及全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与资

源保护、民政等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新丰的全貌。它的出版，对

于增强全县人民“热爱新丰，建设新丰，振兴新丰一的信心，促进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县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古人云：“邑有志，犹国有史。凡一邑之志，一

邑之土俗、民风、大政、大事俱悉焉。一编修地方志，要上溯千年，纵横百里，

记述一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轨迹，涉及面广，因而是一项艰巨、

复杂的系统工程。据查，自新丰于南齐武帝永明元年(483)置县以来，曾先

后编修过5部县志，今仅存清朝雍正九年(1731)、乾隆二十一年(1756)、道

光十九年(1839)编修的三部《长宁县志》。道光十九年以来未曾修志，迄今

断志时间达150多年之久。建国前，缺少系统的文书档案可查，散失在民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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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史料、册籍、族谱等，也寥寥无几。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

“左’’的思潮的影响，不少档案资料付之一炬。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后，县直

30多个机关单位也相继成立了编修专业志机构，集中力量，抓紧时间，广泛

搜集资料，通过走访、查阅、函件联系、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向省、市有关

单位和个人，以及本县的知名人士，征集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

新县志编修工作，六订篇目，四易其稿，认真评审，力求准确。这部新县志，

体例完备，篇目得当，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特点鲜明，内容丰富，文风朴实，

语言流畅，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结合。这是上级重视，修志

同仁艰苦努力，各部门积极配合和支持的结果。

新丰人民勤劳朴实，敦厚善良，不甘落后。衷心祝愿全县人民在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锐意改革，

扩大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为新丰河山谱写

新的历史篇章1

1996年6月

(王国礼，新丰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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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3·

一、本志由照片、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续记6个部分组成。专志

分26卷、98章、367节。各卷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按事立目，不限于现今

行政管理系统，相同事物，原则上归类编入同一专卷。以语体文叙述，以文为

主，辅以图表，表随文附。

二、断限。上限不限，下限至1990年底止。但县领导班子成员任职时间

的记述，有少量超越下限，以便日后续志。

三、称谓。本志纪述历史纪年，采用当时纪年，年号后括注公元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简称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

凡各历史时期的政区、机构、官职名称均按当时称谓，古地名与今地名有

异者注明今名。

四、资料和数据来自省、县档案馆、旧志、族谱和有关部门提供的史料或

口碑资料，鉴别后入志。

统计数字采用县统计局法定数字，如统计局缺乏数字，则采用有关单位提

供的数字。

五、本志的度量衡单位，建国前按当时习惯名称记述。建国后的计量单位，

按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但有极少数量的微细数字，

不便于折算公制，仍沿用市制。

六、人物入志根据“生不立传一的原则，以本县、近现代人物为主，主要

记述为国为民有较大贡献的人物。人物传略以卒年的先后为序。为革命牺牲的

烈士芳名，全部列入烈士英名表，以籍贯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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