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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焕发勃勃生机，展现

新的活力，成为保存、继承、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依托，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重要载体，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中前进。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30 余年的发展，中国特色地方志

事业与传统的编修地方志已不可同日而语，形成了志(志书)、鉴(年鉴)、库(地情

数据库)、馆(方志馆)、网(地情网站)、刊(期刊)、会(学会)、研(理论研究)、

用(开发利用)等多业并举的新格局。 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全国编篡完成首轮、二

轮省、市、县志书 8000 多种，编修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乡镇村志 27000 多种，

编篡地方综合年鉴 2300 多种，累计整理旧志 2500 多种，还编篡出版了大量的地情书，

字数以百亿计，形成以反映国情 、 地情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持续不断、卷市失浩繁

的社会科学成果群。 另外，还开通了 27 个省级网站、 230 个市级网站、 816 个县级网

站;建成国家方志馆 1 个、省级方志馆 16个、市级方志馆 86个、县级方志馆近 300个。

这些成果，成为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几年，地方志工作的触角在不断延伸，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特色志、乡

镇村志编篓方兴未艾，成为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和亮点。 特别是乡镇志，兴

起了编篡热潮，从自发的民间行为逐渐过渡为政府组织的文化行为，有的省份以政府令

形式将其纳入地方志编修范畴，像河南省还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要求全省普修乡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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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志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据现有资料可考，宋代常棠所撰《撒水志》是现存最早的

一部乡镇志。 与省、市、县三级志书相比，乡镇志虽属小志，但意义却不小，特别是在

当前国家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乡镇忐的作用更显重要。

启动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是适应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形势发展需要，适应地方J~'

事业发展形势需要的重要举措，也在于充分发挥地方忐的存史、资政 、 教化功能。 作为

最基层的行政组织，镇志是最接近中同杜会发展变迁的同情、地情记录文本，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献价值。 而作为充分反映本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的资料性文献，镇志又能全面展示发展脉络，摸索发展经验，为探索中同乡镇未来发展

方向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然，对于祖祖辈辈生于斯民于斯的中同人来说，故乡就是一个

魂牵梦萦的地方，故乡的情怀终生难忘。 留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思，充分展示名镇文化

魅力，激发爱乡、爱同情怀，正是中同名镇志文化工程题Ij::J应有之义。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王伟光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

2016 年 2 月



序二

"国有史，邑有志中国自古就有注重编史修志的传统。 按照我国目前地方志行

政法规，国家各级地方志机构的法定职责是编篡省、市 、 县三级志书，并不包括县以下

的乡镇志和村志。 这种规定 一方面可能因为全国有数百万自然村落和数万乡镇，全部

实行官修很难实现;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同历史上就有"皇权止于县"的说法，县以下

的民间社会历来是一个以自治为主的领域。 然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社会正在发

生巨变，这种巨变在基层社会的乡镇 、 村落 、 家庭领域更为深刻。 作为"乡之首，城之

尾"的镇，逐渐被日益崛起的大都市淹没了光影，村落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天都在

大量消失，农村家庭的小型化、空巢化趋势非常突出 。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在思考 ，

如何留得住历史文化记忆和乡愁，如何把修志的工作向基层社会延伸?

中国人的"家同情怀是从"诚意 、 正心 、 修身"开始，到实现"齐家、治国 、

平天下" 。 所以从国家一统志 、 省市县三级志，到乡镇志、村志、家谱，也是一个完整

的系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决定启动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 乡镇是无数中国人生命的

底色和成长的摇篮。 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留得住乡愁，记得住乡音，忘不了乡思，事

关城镇化进程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保护，事关文化血脉的传承。 同时，科学记录城镇化进

程，反映城镇化成就，也为今后探索城镇化发展规律、积累经验提供了基本素材。 作为

全面系统记述一定行政区域的自然 、 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社会的资料性文献，志书是以

上功能最好的载体。

我国目前有 4 万多个乡镇，全部修乡镇志还不具备条件。 中国名镇志丛书选择的是

传统文化名镇、历史军事重镇、革命历史名镇 、 民族特色名镇、特色经济名镇、旅游景

观名镇等类型的乡镇，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国乡镇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标



杆意义。

编篡中同名镇志丛书是对乡土历史文化的保护。 随着城镇化进程川快，有不少乡镇

被撤并，有些还是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名镇、特色镇等。 如不及时对其历史

进行整理、记录，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将散供殆尽。 网此，中同名镇志丛书的编篡是对

宝贵历史资料的抢救。

编篡中国名镇志丛书是对乡土意识的传承。 什么东西有魅力?故乡的山水，乡音乡

情的记忆，乡土的气息和家乡菜的味道，不管走到哪里，总是触动心弦。 中同名镇志丛

书记录的是家乡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历史文化，家乡的风土人情，留住的是乡愁。 这些

最能激发远方游子和本地民众的爱乡情怀、爱国情怀。

编篡中国名镇志丛书是一种学术探索。 镇志的编篡，实质也是一次深入的社会调查

研究。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相比省市县，乡镇第一手资料的获得需要付出更大的努

力 。 我们也希望在志书编篡上有所创新，使中罔名镇志丛书成为一套阁文并茂、雅俗共

赏的新型志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培林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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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镇志丛书凡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全面、客观、系统记述我国城镇化进程和改革开放

成果，传承和抢救乡土历史文化，留住乡愁，为探索中国特色

新型城镇化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提供历史智慧和现

实借鉴。

二、 记述上限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启动名镇志编修年

份。 详今明市，着重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重点体现各镇

的"名"与"特" 。

=兰 、各镇志叙事区域范围为现有行政区域，以及其他历史

上属于该镇的行政区域，适当增加横向对比、联系等内容。

四、采用纲目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 体裁

运用适当创新，篇目设置不求面面俱到，一般意义上的乡镇级

内容略去不载。

五、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各种体裁，

以忐体为主。

六、使用规也的现代语体文记述，文字力求朴实、严谨、

简洁、流畅、优美，增强可读性。



七、各项数据一般采用国家统计部门数据。 数据缺乏的，

采用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正式提供的数据。

八 、 只收录具有存史价值和名镇特色的罔片，版面罔文

并茂 。

九 、 民国前使用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年份，同一朝代

年号在同一条目中只在首次出现括注。 民同后使用公元纪年。

本志 x x 年代凡未加世纪者，均指 20 世纪的年代。

十、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机构、 职务 、 地名等，均

以当时的名称为准。 对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用

简称。 "新中国成立前" "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为界解放前" "解放后"以该镇解放日

为界。

十一、人物部类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人物传主按生年

排序，只选录对本镇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不面面俱到。

十二、为节省篇幅，避免重复，本志采用条目互见法。 参

见条目的表示形式为:参见本志 x x 类目 . x x 分目 . x x 

条目" 。

十三、对旧志、古籍中的繁体字、冷僻字一般用简化字或

通用字替换，易引起误解的则保留。

十四 、 数字标点遵循国家标准出版规定， CB/T 15834 -

2011 ~ 标点符号用法 > ， CB/T 15835-2011 ~ 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 》。

十五、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 1984 年 2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考虑到社会使用习惯，全书巾亩不统

一换算。

十六 、 各镇志需要独自说明的事项，均在各自编篡始末中

记述。



钱j青东江新区



高

速

遮

钱j青镇区位示意图

梅
杭

飞轨悦我
海
大
桥

商



钱清镇地图

资

-4廿 飞 翔WIIi.

1、, 
• 

唱

• 
•• 

.融·

-
z
-E
C
-., 

·亩.
佩 飞m

• . .. ... 

)J兰
、

审图号 : 浙 S ( 2015 ) 225 号



崛起中的大钱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