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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市地处闽北中心，童游镇环绕建阳市区四周，这里，

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南武路和横南铁路横贯童游

镇辖区，北去50公里是武夷山机场和著名的武夷山国家旅游

度假区，全镇面积314平方公里，为闽北重镇之一． ·

童游史称。南闽阙里”，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物阜盛

丰、人才荟萃、。八贤”教化、山青水秀的地方．童游有着悠久

的历史文化，宋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朱熹曾在考亭广招

弟子，设帷讲学，影响远及东南亚各国和世界各地．

《童游镇志》经过广大编纂工作者的努力和有关单位

的大力支持，现在终于和大家见面了。《童游镇志》共分大

事记、政区志、人口志、农业志、林业志等二十五篇，洋洋二十

五万字，对童游镇的人文景观，历史沿革和物产资源等作了

详实的介绍，从客观上反映了童游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

息、辛勤耕耘，积极创造的生活风貌．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农村各项政策的深

入贯彻执行，全国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

放十五年来．童游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变，人民群众自姓活
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通过《童游镇志》，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前人走过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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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从中汲取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开展各项工

作大有裨益；通过《童游镇志》，还可以了解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得来是多么不易，厩增强我们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各项

致策的自觉性，也激发了我们的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 ．

《童游镇志》的编纂，由于时间紧、人手少，加上资料的

局限性，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恳望热心读者予以指出，以便将

来再版时纠正。 ．

‘-

修史以明志．《童游镇志》的编纂，表明了我们发展两

个文明建设的强烈愿望．让我们。以史为鉴’，携起手来，抓住

机遇，把握未来，共创童游灿烂的明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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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二、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记载人和事：立息

当代，详近略古．
‘

．

．

．

’

三，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出发，按先自然后社会，

先经济后政治，分篇、章、节、目等层次． ．

四、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开靖，下限到1992年，少数篇

章延至1993年． ．

五、采用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载，以志为主．

六、全书设23篇。首冠《序青》、《．凡例》’、次为《图

照》、《概述》、《大事记》，未设《附录》． ．

。

七、大事记贯通古今j较全面记述各个领域的大事、要

事、新事．以编年体为主．

八，入传人物，贯彻生不立传原则，主要收录对社会有较

大影响，有较大贡献的人物．

．九、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敲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章．

．十．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严谨、朴素、准确，使

用简化字．．
。

．

十一，凡地理名词、政权机构、政党组织、社会团体、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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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礼俗称谓等，均以当时当地典章制度与习惯称呼书写．

．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写。建国前”．名词、术语、

代号、符号力求规范化．． ，

十三、年号纪年写法，清代以前用汉字；民国时期用阿拉

伯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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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游镇景一角

考亭书院



溪口寄宿学校

建阳县仲缩节为全国首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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